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学报 2013, 10(10) 1434- DOI:     ISSN: 1672-884X CN: 42-1725/C

本期目录 | 下期目录 | 过刊浏览 | 高级检索                                                            [打印本

页]   [关闭] 

组织与战略 扩展功能 

本文信息

Supporting info 

PDF(2026KB)

[HTML全文] 

参考文献[PDF] 

参考文献 

服务与反馈

把本文推荐给朋友   

加入我的书架 

加入引用管理器 

引用本文 

Email Alert 

文章反馈 

浏览反馈信息 

本文关键词相关文章

核心能力

制度压力

企业家精神

战略反应

合法性倾向选择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PubMed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企业核心能力形成与演化

曾萍,宋铁波,姚康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 

基于合法性视角构建了企业核心能力形成与演化的框架，以广东温氏为例加以检验和修订，得到了如

下结论：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合法性倾向选择在核心能力形成演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

直接决定了企业战略反应并通过企业战略反应影响核心能力的形成与演化；在多重制度压力下，企业

倾向于整体上采用妥协性的合法性倾向选择；合作精神也是企业家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正式制度不健全的环境条件下，合作精神为主导的企业倾向于采用顺从程度更高的合法性倾向选择；

从长期来看，企业前一阶段所形成的核心能力，对后一阶段的制度压力、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合法性倾

向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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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Enterprises’ Core Competence: A 
Legitimacy Perspective

ZENG Ping,SONG Tiebo,YAO Ka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core competence from the legitimacy 
view. We take Guangdong WENS for example to test and revise the framework. Finally we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enterprise’s legitimacy 

choic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core competence; legitimacy choice 
decides strategy reaction directly and influences core competence through strategy reaction; 
under multi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corporate mainly tends to achieve legitimacy through 
compromising; cooperative spirit is one indispensable part of entrepreneurship, 
particularly under the situation of institutional defect, corporate oriented by cooperative 
spirit tends to choose the legitimacy that performs a higher degree of complian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over the long term, core competence formed on the previous stage will have a 
very important effect on institutional pressure, entrepreneurship and legitimacy choice on 
the late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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