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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演化观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 

 

  钱辉 项保华 

（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杭州310027） 

 

摘  要：企业演化观是战略管理领域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但目前为止有关研究还显得零乱、不成体系。实际

上，企业演化观遵循着一些相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它们包含三个方面的生态学理论、两个基本研究问题

和两个层面的研究假设。明确了这些，不仅可以把握企业演化观的研究范围和内在研究脉络，而且可为企业演

化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较为清晰的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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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日益开放、复杂，如何动态适应和发展成为企业面临的战略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

作为战略管理领域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借鉴自然演化思想、采用生物学隐喻和类比研究企业发展行为逐渐成

为一种潮流，形成了企业演化观[①]。虽然目前该理论本身不甚成熟，有关思想尚显纷杂凌乱、未成体系，研

究视角与结论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给人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但实际上他们遵循着基本相

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为此，本文对这些基础与假设进行阐述与说明，尝试为目前庞杂的企业演化思想整

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研究平台，以利于企业演化领域的研究与进一步发展。 

 

1.企业演化观的理论基础  

 

1.1 生态学基础 

    企业演化观的理论基础首先来自于达尔文的生物演化理论。达尔文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生存斗争、自然选

择、变异、遗传、性状分异等，其核心思想是环境对生物的自然选择过程，以及生物竞争的“适者生存”观

点。达尔文认为由于物种在环境中的生存竞争，从而导致了自然选择的发生，自然选择又促使了物种的适应性

变异及相关变异，并且把这种有利的变异遗传给下一代。同时达尔文理论强调生物个体变异的大量多样性和无

方向性，以及环境选择的“优胜劣汰”特点。 

    企业演化学者们继承并引用了达尔文的思想，提出企业演化过程的四个基本规则（Barnett and 

Burgelman，1996；贾根良，1999）：变异，企业在能力和适应度上出现差异；环境选择，环境因素对某些企业

变异有利，而对某些则不利，形成了优存劣汰；保留与传衍，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在企业中保留并遗传下去；

生存竞争，企业均面临着竞争的压力，可以更好适应环境的企业在资源争夺中处于上风，从而得以生存壮大。

这些规则成为企业演化研究的公理性前提。 

    演化观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及“获得性遗传”理论。拉马克认为生物会对环

境产生适应性变化，使用频繁的器官变得越来越发达，不用的器官则会退化甚至消失，而这些器官性状的改变

会遗传给下一代。“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现象，都是器官使用程度的结果。例如长颈鹿的长脖子就是由于它

经常伸颈取食树叶的结果。”[②]在这一演化过程中，拉马克强调了生物对环境的主观适应性的作用。 



    虽然自然界现实没有为拉马克理论提供支持的佐证，但该理论在企业研究领域却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其

程度甚至超过了达尔文理论。学者们认为企业具有智慧，会有意识的、能动的适应环境的变化，企业变异是有

目的、有方向的，同时企业变异后获得的功能可以有意识的保留和遗传下去，这是企业不同于自然生物的地

方，而企业领域也更适合拉马克遗传基因理论所描述的情况（纳尔逊、温特，1982）。因此，拉马克主义在企

业演化研究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崇，并大有形成以组织学习能力和动态适应能力为基础的企业演化研究“拉马

克学派”的趋势。 

    企业演化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或者说是隐含理论基础是协演化理论（又称共同演化理论、红皇后理

论）。协演化理论是万瓦伦（Van Valen）在1973年研究生物演化时提出的观点，其具体的意思是指由于对手和

环境的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每个生物也必须不停的紧跟其步伐才能保证自己相对竞争地位的稳定或不落后。协

演化理论扩展了自然选择的动力范围，在环境的生存选择的基础上明确了与对手之间的竞争选择，并从另一侧

面阐释了环境中生存竞争存在的长期性和不可消灭性，也证明了自然选择的必然性。协演化是生物不断演化的

重要推动力量，由于协演化规律的存在，环境中的生存竞争成为一种常态，从而使得演化成为一个长期持续的

过程，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引入了协演化理论，企业演化观提出了一些企业演化的基本条件（Barnett and Hansen，1996；Barnett 

and Sorenson，2002）：企业需要处在不断竞争的环境中，不要幻想存在可以长期规避竞争的战略，也不存在

脱离竞争的持续有效演化；企业应始终保证拥有近期的新鲜的竞争经验并使之在组织内传播分享，以便让整个

企业对环境保持高度的协同性；企业的竞争环境应尽量保持稳定与专一，当企业面对着过多、过杂的竞争环境

时，也会由于学无章法、经验无法有效积累而导致演化失败。 

1.2演化理论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延伸 

    把演化与基因理论引入经管研究领域，经济学要早于管理学。据蒋德鹏、盛昭瀚（2000、2002）考证，一

般认为凡勃伦、马克思和马歇尔等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而企业演化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管理研究对象出

现，最早可追溯到约瑟夫·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企业演化思想逐渐发展成型，并随着

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论著的发表而最终确立了在经管研究领域的地位。 

    演化理论在经济领域的研究集中于对旧有经济学框架的修正以及宏观经济现象的实证与理论分析上（蒋德

鹏、盛昭瀚，2000）。而具体到企业管理领域，则根据企业内外部的区别，涉及到企业生态、企业自身性质与

战略、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等多层次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企业演化理论分支的雏形。 

    综合起来，由于达尔文理论和拉马克理论在企业演化研究中的共同应用，目前企业演化研究大致分成两方

面的内容（Barnett and Burgelman，1996）：环境对企业的自然选择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企业能动的适应环境

的行为、步伐和路径是如何影响选择过程的。前者主要基于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企业变异无法事前准

确预知环境选择的方向，因此只能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战略选择，然后接受环境的检验。这方面研究把环境选

择作为分析的重点，解决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规律问题。后者则主要从拉马克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在组织学

习和动态能力的支持下，企业可以实现有目的的变异并影响自然选择的进程，因此企业演化来自于企业内部，

企业能力的提高为企业演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方面研究把企业本身及内部条件作为研究的关键，解决企业动

态能力提升问题。 

 

2.研究假设 

 

    企业战略研究中的假设“不单指方法论层次上的假设，还包括与具体研究在一起的为使研究工作更加富有

效率和更科学的假设”[③]。作为战略管理的理论分支，企业演化研究中的假设也包含这两个层面。 

2.1企业演化观的认识论假设 

    既然企业演化观是对生物演化思想的应用与发展，是生态演化现象在企业研究领域的隐喻和类比。这里就

涉及到一个核心的认识论问题：企业与自然界中的生物是否具有可比性？从而引申出了“企业是什么”的哲学

思考，这是企业演化观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从企业演化观的研究现状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两个认识论层面的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是有机的生命体。 

    企业生命体假设是生物演化理论在企业研究领域得以发展和应用的基础。企业是具有生命的，不仅指企业

是由人构成的组织，同时企业还具有了生命征象的一些典型特点。自Burns and Stalker（1961）在其著作中讨

论了企业的有机性以来，对于企业生命体含义大致有以下几个假说： 

● 企业是具有生物学意义的法人组织。学者们对企业仿生现象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兴趣，高哈特和凯利在

1995年的著作《企业蜕变》中，对企业生命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企业不是由可以替换的个别零件拼凑而成

的、没有灵魂的机器，而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即有生命、有意志、有脆弱、有发展的生物活体—生物法

人。  
● 企业具有生命周期。比较典型的企业生命过程可分为产生、成长、成熟、衰退和死亡五个阶段，五个阶段

又可细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死亡期

九个时期（伊查克·麦迪斯，1988）。  



● 企业有着自己的遗传基因（DNA），这个基因决定了企业的基本稳定形态和发展、乃至变异的种种特征。

在纳尔逊和温特看来，企业的基因就是企业的惯例（Routine），虽然他们不能准确的描述这个基因的构

成，但企业基因之说却越来越为学者们所接受。 

    在这样一些假设支持之下，演化理论顺利的实现了由生物学向管理学领域的渗透与过渡，而生物学演化的

理论基础也成为可以指导企业研究的有效工具和思想。企业生命体假设也由此成为企业演化观的第一位的前提

假设。 

假设2：企业是具有智慧的组织体。 

    企业由一群具有智慧的人类个体组成。在这里，组织体不是企业演化观的假设，而是企业的一个现实特

性。智慧则是企业演化观对企业定义的另一个假设。从哲学层面讲，智慧是指个体认识、理解和辨析客观世界

并能动的解决问题能力。从精神层面讲，智慧是一种思想的境界，具有了智慧的个体就具有了对自然的理解力

和改造力。 

    如果说企业的生命特性展现了企业与生物共性的一面，企业的智慧特性则将企业与生物有效的区分开来

（企业的组织性又将企业与个人区分开来），由企业智慧组织体可以得出如下引伸假设： 

● 企业具有思想。企业不仅具有资源的物质框架（彭罗斯，1959），也具有企业文化的精神支柱（迪尔和肯

尼迪，1989）。虽然思想不一定表现为智慧，但思想却可以使企业脱去本能的外壳，表现出社会的属性。
● 企业具有主动适应和影响环境的能力。智慧的生命在适应环境的时候会努力摆脱环境的束缚和制约，不断

寻求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是智慧体典型的特征。从这方面讲，企业的智慧特性同时揭示了企

业需要不断成长的必然性。  
● 企业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智慧的特性把企业明显的标识出来，因此即使从同一母体分化出来的企业也表

现出了强烈的个体特色，企业的个性特征通常较其共性特征更为环境所认识。同时，企业会有意识地向环

境传达信息以反映自己的存在。生物基本不会向环境传达与自身特性不符的信息，而企业不仅传达自身特

性信息，而且还可以发送与自身特性不符甚至无关的信息（伪信息）。而具体到战略制定上，即企业战略

可能是有效战略，也可能是伪战略、盲战略。  
● 企业具有不竭的生命动力。生物个体的寿命是有限的，而企业通过有意识的变异与传衍，则可以做到长盛

不衰。 

    以上假说把企业与自然生物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得企业演化研究可以不拘泥于生物学领域的思维方法和

研究结论，而发展出具有企业管理学特色的理论扩展和应用实践。也正是在企业智慧假说的支持下，拉马克理

论才能在企业研究领域具有了科学合理和可用之处，得到了比达尔文理论更多的使用频率和更广泛的使用范

围。 

    因此总结来说，企业生命体假设是生物演化理论可以引入企业研究领域的前提基础，而企业智慧体假设则

是企业演化研究可以发展出自身特色的重要条件。 

    当然，智慧体只是企业演化观的一个重要假设，而不是企业演化研究必然的前提假设。不可否认，现实中

有些企业的表现是无智慧的，这时“拉马克学派”的研究方法、思路和结论可能对这些企业就不起作用了，换

之的更多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规律对这些企业演化过程的主导。从这种意义上看，没有智慧企业的演化发展与生

物考古历史上某些短期存在的物种类型的存衍方式可能就没什么大的分别了。 

2.2具体研究假设 

    在认识论假设的基础上，企业演化观或是明确的，或是隐含的，还表达了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生存竞争是企业永远无法回避的现实。 

    生存竞争是自然选择的基础。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竞争是引起选择的推动力，同时竞争也是环境变动的因

素，而变动则导致了企业的重新适应。没有生存竞争，自然选择无法进行，持续演化失去了动力，企业演化研

究也失去了意义。虽然非竞争环境下不一定没有演化的发生，但根据前述的演化理论框架分析，在非竞争环境

下的企业演化是缺乏效率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亦如我国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生存状态一样。 

    因此，尽管企业战略中有强调规避竞争的内容，也有对合作理念的重新阐释，但企业演化研究者始终把竞

争作为企业演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努力寻找“一个企业为什么比其他企业更具选择优势”这一问题的答案。而

也正是基于企业长期竞争假设，企业竞争优势才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第二位的“衍生研究对象”③。 

假设4：企业自身存在着不断变异的因子。 

    生物之所以能够进行不断的演化，主要原因是其自身的基因会产生大量的变异，从而导致生物性状的改

变，然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形成了优存劣汰的传续循环。因此，企业内部具有不断变异的因素与动力，是企

业演化研究的一个必要假设。 

    企业目标和环境压力两个方面决定了企业存在持续变异动力的必然性。企业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

化，这成为企业变异的内在动因；而环境竞争条件的不断变化而形成的强大选择压则成为企业变异的外在动

因。 

    同时，组织学习效应的存在使企业持续变异成为可能。企业的变异包括搜寻和创新（纳尔逊和温特，

1982），通过组织学习，企业获得了搜寻的经验和不断创新的源泉，也因此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变异要素。这



时，在变异动力的驱使下，企业不断搜寻和尝试增加企业绩效的方式。成功后，这种学习和搜寻的结果不仅会

增强变异企业的能力，而且反过来也会导致环境的变化以及促使竞争对手通过模仿和更多的学习变得更强大，

而环境的变化和对手的更强大又会引致企业自己的进一步学习。如此循环，形成企业的演化过程。 

    当然，企业存在变异因子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实现变异，因此在本假设的基础上，演化研究把主要精力放

在了企业如何变异以及怎样有效率的变异等问题上。 

假设5：企业会以一定的方式传续其在自然选择后得以留存的性状。 

    这个假设是企业生命体假设的延伸。无法遗传的企业就无法保持长久的环境适应度，也不能实现持续有效

的演化。因此，企业内部会有一定的物质与规律支配着企业不断的传衍，这是企业演化观中隐含的假说。 

    由于相信企业遗传机制的存在，企业演化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和思路来寻找其中的客观物质载体。于是，

纳尔逊和温特（1982）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企业“惯例”概念，他们认为企业惯例的主要作用是充当企业的组织

记忆载体，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这些惯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基

因特征。企业的惯例可以通过复制、学习等方式进行“遗传”。惯例更多是通过学习效应进行获得性遗传，于

是拉马克式理论便可以在这里发挥作用。这种思想，成为对企业演化中遗传研究的经典。 

    在以上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的基础上，企业演化观形成了越来越丰富的研究内涵。 

 

3.结语 

 

    总结起来，企业演化观主要引用达尔文生物演化理论、拉马克 “用进废退”及“获得性遗传”理论、万瓦

伦协演化理论三个生态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并由此延伸出企业演化研究中两大问题：环境对企业演化的影响及

企业如何能动的适应环境；而企业演化观中的假设一般包含认识论和具体应用研究两个层面的五个基本假设。

这些理论基础与假设，构成了企业演化观的基本研究平台。 

    现今许多传统企业管理理论均普遍引入了演化的思想与概念，但有些论述对演化的基本内涵却语焉不详，

有的甚至简单的加上“动态的”、“随时间变化的”等名词就视为关于演化的研究。这种现象容易使人产生演

化是一种时髦标签的误解，进而形成对演化概念的滥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文的阐述能够明晰和理顺目前企业演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从而界定出企业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