
《战略管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战略管理》

13位ISBN编号：9787302184881

10位ISBN编号：7302184887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社：2008

作者：任浩 编

页数：4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战略管理》

前言

　　《战略管理——现代的观点》终于可以付梓了。　　本书的写作一直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从事的：
要从现代企业发展的视角去挖掘、分析、写作战略管理的新思想、新体系、新方法。在本书中，这种
现代性主要体现在：　　一、主导思想上的变化。企业间的关系逐渐由竞争关系转向竞合关系、由基
于市场的契约关系转向准市场关系（网络关系）是企业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与一般教科书的与
对手竞争的单一主线不同，本书采用了竞争与合作双主线，并以此贯穿始终。如在第6章基于企业层
次的战略识别中，将业务层战略分为竞争战略与合作战略，并提出了4种竞合战略；在第8章现代服务
业有关战略识别中，提出和介绍了连锁经营、服务外包等合作战略的方法；在第13章组织结构与战略
实施的分析中，对于合作战略的实施，提出了基于建立和优化企业间关系的组织结构创新的形式与方
法，如协同化战略与组织结构网络化匹配、外部化战略与组织结构模块化匹配等；在第14章企业文化
与战略实施中，分析了兼容性文化与合作战略的关系，并提出了企业间合作战略的沟通机制与方法；
在最后章节中也分析了电子商务企业间合作战略的模式。　　二、体系结构上的变化。战略管理从某
种意义上说就是将战略事务结构化和工具化。本书在大量从事企业战略咨询实务的基础上，没有采取
一般以内容划分的战略管理三分法体系，而是从逻辑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的过程作了进一步的结构细分
，除了基础篇外，将其依次分为战略分析篇、战略识别篇、战略选择篇、战略实施篇、战略评估篇和
战略创新篇。战略分析主要包括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的分析方法介绍，反映了战略管理的起
点；战略识别主要包括基于层次、生命周期和行业的战略类型，提供给战略策划者可供选择的战略方
案的优劣势或适用条件的识别；战略选择主要包括战略影响因素和战略选择分析工具，意在对设计的
战略方案进行比较选择；战略实施则从战略领导、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三个方面，考虑战略的执行力
；战略评估则从评估流程和评估工具两个方面，研究战略实施中的控制问题；最后，从战略管理发展
的角度，研究了战略创新的新手段和新领域。由此，构建一个内容更为清晰实用而又具有开放性的逻
辑体系。　　三、方法工具上的变化。为了使企业的战略能更好地适应现在的商业生态环境，本书中
更新和增加了不少新的方法和新的工具，如在第8章基于行业类型的战略识别中，增加了先进制造企
业和现代服务企业的战略方法；在第10章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明确提出了影响战略选择的决策者
行为、制度和文化三个因素，并据此在战略实施篇第12、13、14章中，分别对战略领导、组织结构与
企业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方法介绍，突出了战略执行力的方法与工具的运用；在第17、18
章战略创新中，针对现代商业环境中信息技术手段的普及及电子商务企业的流行，分别介绍和分析了
信息技术与战略管理的匹配、电子商务企业的战略模式等变革时代的战略创新工具。另外，本书也力
图体现思想性与工具性的平衡，编排了书中使用的战略工具的目录，力图使本书具有更好的应用　 价
值。　　在同类书籍众多的状况下，从现代的视角来写作战略管理，是一种挑战。但在全体作者的共
同努力下，我们历经三年完成了此书的撰写，其中将近一半的时间是花在书的提纲、写作思路的设计
与讨论上。初稿完成后，又进行了三轮统稿，始得出版。一直以来，我想写3本有影响的教材，并将
其称之为“一体二翼”，即战略管理、组织设计和组织行为。《现代企业组织设计》已在2005年由清
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公共组织行为学》也在2006年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天《战略管理——现
代的观点》的出版，是对自己长期从事战略与组织领域研究与教学的一个检验。这是我和我的团队持
续研究与教学的一个新阶段。我们将会在这个领域里不断地开拓与创新。　　本书由任浩主编，张周
、甄杰、郝斌任副主编。林淼、崔树银、邬烈岚、金桥、王作军、徐雯静、邵兴东、陈子丰、周超、
戴丽莉、吴轶伦、陈蕴珺、张良和、班小佼参加了编写。统稿工作由主编、副主编负责，定稿由任浩
和甄杰共同完成。本书的出版还获得了多方的支持，他们是清华大学出版社以及与我有过多年良好合
作却从未谋面的编辑吴颖华女士，她以信任、谦逊和执着行使着编辑的职责；同济大学教务处与经管
学院对企业管理特色专业建设的支持；宝钢集团、美国陶康宁公司、香港招商地产、万科地产、安徽
新华传媒股份公司、安徽华瑞集团以及铁道部门等企业提供了战略管理的真实事例；九华管理咨询公
司提供了从事战略咨询的模型、流程和工具；本书在定稿期间，恰遇本人脚伤，我的家人、友人以及
我许多毕业的、在读的学生纷纷来探望、陪伴和照顾，给予我改稿的极大的精神鼓励，在我绑着石膏
的腿上的签名、留言使我意外地享受了“难得的假期”、“特行的和谐”、“‘愈’快假期”及“足
步青云”的创作欢愉。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本书在主导思想、体系结构以及方法工具上反
映了我们的想法，难免会有不当与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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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略管理--现代的观点》作者在长期从事战略与组织领域研究、教学的基础上，结合企业战略咨询
实务中的丰富经验，从现代企业发展及企业间关系的视角挖掘、分析战略管理新思想、新体系、新方
法，精心构建了一个内容清晰实用而又具有开放性的逻辑体系。
全书分为7篇：战略管理基础、战略分析、战略识别、战略选择、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战略创新。
在一个简洁、严密的框架内论述经典理论，增加了最新的战略管理内容和现代观点，并设有专题专门
论述新经济环境中的战略管理问题。不仅论述西方战略管理理论，还涉及中国传统战略理论和观点；
不仅强调企业间的竞争，还强调合作对于战略管理的意义。
在陈述战略管理理论的同时，《战略管理--现代的观点》也力图实现思想性与工具性并重，强调战略
管理分析应用工具，提供了51个便于操作的战略管理工具，在理论的支持下，这些工具可以直接应用
在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中。
通过阅读《战略管理--现代的观点》，不仅能够增强战略竞争意识和能力，还可以树立战略合作思想
和技巧。《战略管理--现代的观点》是目前国内较为系统、框架结构较清晰、适合中国教学特点的战
略管理教科书，也可以直接作为管理人员制定战略的指导手册使用。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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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2 其他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1.《周易》的“变通”战略思想　　立著于2000多年前的《周易
》被誉为“东方圣经”、“群经之首”，它不仅是一本经典的意理类著作，而且是一部富含管理哲学
的思想集。以下将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对《周易》中的经典战略思想进行介绍和分析。　　(1)《周易
》战略管理原则④　　①平衡性原则。《周易》强调动态平衡、中和、中庸与对称。六十四卦中许多
卦的爻卦排列都是阴阳对称、平衡的，如乾卦与坤卦、泰卦与否卦等。《周易》认为阴阳合德、阴平
阳秘有利于社会人生、自然的稳定与发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求稳、求均、求平衡、求和、求中庸
的心态随处可见，在当今的企业战略管理中，平衡同样是重要的经营思想。从内部来看，平衡主要体
现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益的均衡分配上。例如，资源分配必须要注意均衡性，避免某一个环节资源
分配不足而形成整个经营中的短板。从外部来看，平衡主要体现在策略的合理性和竞争的度的把握上
。所谓“物极必反”，在与对手竞争中，如果给对手带来的打击过大，将很可能导致对手不顾一切的
反扑，并形成两败俱伤之势。　　②整体性原则。《周易》包含有丰富的整体观、系统论思想。它把
人一社会一自然看成一个相互影响、密切联系的统一体，系统性地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它把六十四
卦看成一个整体，又把每一卦分别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整体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各部分之和，
而是子系统之间协作的结果。应该说，中国古代思想中整体观由来已久，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整
体利益始终大于个体利益，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思想。整体性原则也是现代战略管理的
重要原则和指导，战略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全局性的工作，如果不能够看到整体的利益，而只关注部门
的利益，战略实施的效果就必将大打折扣。　　③阴阳对立原则。阴柔与阳刚之间、落后与前进之间
、正面与反面之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矛盾着的事物或方面总是存在对抗的可能性。这种
矛盾的对立性思想代表了一种辩证性逻辑，即思考问题应该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究问题的本质。
从战略角度来说，任何战略方案的制定、战略决策的作出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可观的未
来预期收益，另一方面是机会成本的产生和相伴随的风险。这就要求决策者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从
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思考问题并作出决策，以确保战略方案的有效性和战略实施价值的最大化。　　
④阴阳转化原则。《周易》的同一卦之内、不同卦之间，都普遍存在着转化关系。例如，乾卦之内，
处于“初九”爻位时，境遇不佳，“潜龙勿用”，只好等待时机；处于“九五”爻位时，形势已经发
生变化，“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所谓“否极泰来”，正是阴阳转化的代表。这也使我们看到，任
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就能够完成相互转化。当战略环境不利于自己时，不用
过于焦虑，也许某个突发事件会将整个局面扭转；同样，处于战略优势地位的竞争者也不能盲目乐观
，要充分考虑到环境的变数，做好应对任何变化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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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重要案头参考书，反映最新学术动态的结构完善的教材。　　一手掌握战略流
程！　　结构清晰、严密——从逻辑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的过程进行结构细分，构建一个内容清晰实用
而又具有开放性的逻辑体系。除了基础篇之外，依次分为战略分析篇、战略识别篇、战略选择篇、战
略实施篇、战略评估篇和战略创新篇。　　新思想，新体系，新方法！　　内容新颖、实用——从现
代企业发展及企业间关系的视角挖掘、分析战略管理的新思想、新体系、新方法。增加了最新的战略
管理内容和现代观点，并设有专题专门论述新经济环境中的战略管理问题。　　奉送51个战略工具！
　　新方法、新工具——为了使企业的战略能更好地适应现在的商业生态环境，书中提供了51个便于
操作的战略管理工具，在理论的支持下，这些工具可以直接应用于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　　教你处
理企业之间的关系！　　采用竞争与合作双主线——不仅强调企业间的竞争，还强调合作对于战略管
理的意义。既有助于读者增强战略竞争意识和能力，又能帮助读者树立战略合作思想，掌握战略合作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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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_+
2、感觉在仓库取书的工作人员手一定是脏兮兮的，书的背面有两个黑色指印一样的痕迹。。买的另
一本《新制度经济学教程》上也都是灰，用湿巾纸擦了一下。
3、很系统
4、战略管理，写论文用到，书还行
5、同济大学的博导，很用功去编写这本《战略管理》，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值得一读。
6、书还行了，就是没时间看，可以
7、非常好用的战略工具书，里面附了分析工具的检索表，很实用
8、以中国企业为例，这点比其他教材用心
9、很好的一本书，系统，全面，还有许多战略分析工具，作者有工作实践，读起来很容易。
10、其实这书不错，值得一看。
11、内容较为全面详细，很多战略管理工具都有介绍，而且有一页专门的目录。
12、这本书是一本不错的课堂教材，但我不是这个专业。我是当业余书看。里面很多案例还是起到很
大作用，帮助我理解里面的条理性东西。总得来说非常不错。内容是物有所值。
封面被压了，有点旧，但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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