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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概况
　　　　梁建春 　时 　勘 　何 　群

[摘要 ]核心胜任特征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源泉 ,是组织独特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各种资源的综合。组

织的核心胜任特征理论已成为组织战略、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在国内 ,

从组织层面出发来研究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对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

概念进行了界定 ,对国内外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 ,提出对公共组织的核心胜

任特征进行研究 ,对研究公共组织核心胜任特征所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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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通常从两种水平研究胜任特征 ( compe2
tence) :一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 ,对行业性的管

理胜任特征的研究 ,二是从组织战略的角度出发 ,

对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 ( core competence)进行研

究。国内学术界目前更多地从前一种水平对胜任

特征问题进行探讨 ,研究结果主要是建立行业性

的管理胜任特征模型 ,以便为组织的人才选拔、绩

效评估、员工培训以及其他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提

供科学的依据 ,最近几年这方面涌现出的研究成

果引人注目 [ 1 ] - [ 3 ] 。然而 ,目前国内从组织层面进

行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

重视。本文就开展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提出

自己的看法 ,并强调应加强对公共组织核心胜任

特征的研究。

一、核心胜任特征的概念

Prahalad & Hamel ( 1990 )把核心胜任特征定

义为公司的集体性学习 ,以便使各种产品技能和

技术资源能得以协调和整合 [ 4 ]
; Leonard Barton

(1992)把公司的核心胜任特征定义为区别和提供

某种竞争优势的知识与技能的综合 ,这种知识与

技能根植于公司潜在的技术系统、价值观和行为

规范中 [ 5 ]
; Spender, J. C ( 1993 )认为核心胜任特征

是一种定义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洞察力的核心综

合 ,它使公司能选择独特的发展战略并得以实施 ,

是通过公司不断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特有的资本

( cap ita l)、技能和思维方式 ,能转化为新的产品和

市场 [ 6 ]
; Hamel & Prahalad ( 1994)提出传统的战略

性思维主要集中于产品和市场 ,面对全球化趋势

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种思维很难保证

公司或企业能实现其目标 ,核心胜任特征具有以

下特点 : (1)是各项技术、技能的综合 ,由个人能力

和组织系统共同构成 ; ( 2 )是知识而非资产 ,是集

体学习活动的结果 ; ( 3 )具有为客户服务的价值

观 ,体现了一种对顾客需要的共同理解 ; ( 4 )是文

化和意识形态等无形资产的体现 ; ( 5)能开拓新的

产品市场 ,体现了一种对蕴藏在公司或企业的技

术和知识基础之上的产品和市场可能性的洞察

力 ; (6)具有竞争优势 ,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 ; Su2
san Jurow (1996)认为公司之所以能适应时代的发

展 ,能够提供独特的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是因为

这些公司比其他公司更能理解和利用自身的核心

胜任特征 ,知道如何把公司所具有的能力 ( tal2
ent)、知识、技术以及文化进行整合并以此为基础

创造未来的价值。因此 ,要开创公司未来的新局

面 ,就必须首先鉴别公司的核心胜任特征 ,忽略了

公司的核心胜任特征 ,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遭受

重大损失 [ 7 ] 。Lei et al ( 1997)提出公司的核心胜

任特征是动态的 ,只有不断获取和超越其核心胜

任特征的公司 ,才能创造出新的策略发展选择权 ,

因此在动态的商业环境中应当鉴别并训练出发展

未来核心胜任特征的可能性 [ 8 ]
;王重鸣 ( 1999 )提

出在跨文化背景下 ,基于胜任特征的管理发展模

型包含四个维度 :文化胜任特征、成就胜任特征、

决策胜任特征和团队胜任特征 ,他认为可以通过

开发跨文化团队领导胜任特征模型来设计管理培

训项目 [ 9 ]
; Sally w fow ler (2000)把公司的核心胜任

特征分为 :技术胜任特征、市场驱动的胜任特征和

综合性胜任特征三种 [ 10 ]
; Joseph Lampel ( 2001 )在

研究企业项目管理时 ,区分出四种核心胜任特征 :

企业家胜任特征 ( entrep renearial)、技术胜任特征、

评价性胜任特征、关系性胜任特征 [ 11 ]
; Anders D re2

jer (2001)认为企业的核心胜任应当包括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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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 [ 12 ]
; W alsh S, Jonathan

D. L (2002)认为成功的公司所采取的战略主要集

中于核心胜任特征 ,不仅要研究公司的核心胜任

特征 ,也应当研究企业的核心胜任特征 ,并对企业

的技术性胜任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 [ 13 ]
; Jon - Afrild

et al (2003)提出使公司不断地发展核心胜任特征

的前提步骤 : ( 1 )决定公司预期的核心胜任特征 ;

(2)了解公司现有的核心胜任特征 ; ( 3 )发展公司

的核心胜任特征。他们认为 ,面对全球化的浪潮 ,

面对动荡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市场

竞争环境 ,鉴别和发展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已成

为组织能否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 14 ] 。

二、研究趋势总结

综合以上研究文献 ,我们可以认为 ,国外对组

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从提出概念 ,进行操作性

定义逐步深入 ,研究方法从理论假设进入到了实

证研究的阶段 ,对核心胜任特征构成要素的分类

也逐渐丰富 ,虽然研究者们目前对于组织的核心

胜任特征尚无统一的定义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

从不同的角度对该领域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总

结起来 ,我们可以认为 ,组织的胜任特征是组织中

独特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各种资源的综合 ,包括组

织的战略、知识、技术、技能、价值观、文化等成分 ,

是组织中个人和组织胜任特征的一种整合 ,组织

的核心胜任特征随时间和组织的发展而积累 ,难

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 ,因此核心胜任特征是构成

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从总体上讲 ,国外对胜任特征研究的领域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 ,主要以研究行业性的管理胜

任特征为主 , 20世纪 90年代后 ,人们越来越注重

从组织战略理论的角度 ,对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

进行研究。从近几年国外对胜任特征研究的文献

来看 ,从组织层面对组织胜任特征的研究并不比

从个人水平对行业性的管理胜任特征或岗位胜任

特征的研究少。从这里可以看出 ,研究者逐渐开

始从更高水平、更广阔的范围来审视胜任特征对

组织管理实践的意义。从管理学的角度上讲 ,组

织的战略和目标需要通过层层的分解才能得以实

施 ,“战略 - 组织 - 个人 ”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

约的关系 ,因此有必要把行业性的管理胜任特征

和岗位胜任特征的研究与对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

研究结合起来 ,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胜任特征研

究领域中的问题 ,避免因只注重对组织某一个层

面或某一个方面胜任特征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组织

整体的核心胜任特征的认识。

当然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

在研究方法上 ,从个人水平出发对行业性的管理

胜任特征的研究比从组织水平出发对组织核心胜

任特征的研究要成熟。这是因为对胜任特征的研

究最初本身就是从个体人才测量的角度出发而展

开的 ,目前国外对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具有

以下特点 :第一 ,理论研究多 ,实证研究较少 ;第

二 ,从行业性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某一种核心胜任

特征的研究较多 ,对组织整体性的核心胜任特征

研究少 ,例如 :只对组织的技术性核心胜任特征进

行研究 ;第三 ,无论是对行业性的管理胜任特征还

是对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进行研究 ,国内外所研

究的组织多为公司、企业等营利性的组织 ,对公共

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少。

公共组织是以公共事务为工作对象、以实现

公共利益为追求目标或首要追求目标的社会组

织。国外的组织一般可分为三类 :营利性组织 (公

司、企业等 )、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 (包括多种

称谓 ) ,其中有的人把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称

为公共组织 ,也有人只把非营利性组织称为公共

组织 ;我国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组织形式较为

复杂。由于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在计划经济条件

下曾承担了大量的公共事务 ,因此有人把政府称

为管理类公共组织 ;把国有企业称为工商性的非

管理类公共组织 ,把事业单位称为福利公益性的

非管理类公共组织。因此 ,研究公共组织的核心

胜任特征 ,就应当首先对政府组织进行探讨 ,但是

鉴于其他公共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变革

的特殊性 ,在研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同时也可以

对国营企业以及事业单位等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

进行探讨。

从当前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 ,新公共管

理 (NPM )改革的潮流几乎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

这种改革以引进商业管理技术、以顾客为导向、偏

重市场竞争机制等为特点 ,提出公共组织也应当

有产品定向、成本定向、输出预算、绩效评价、供求

关系、合同管理等意识 ,这无疑为公共组织的管理

与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许多研究者都认为 ,管

理和组织理论既适用于私人部门 ,也适用于公共

部门 (W alter J·M , Kickert 2001 ) ,公共组织与私

人组织之间应当是一个连续体 (Dahn & lindblom ,

1953) [ 15 ]
,因此 ,私人性、营利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

研究无疑对研究公共组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那么 ,面对新的挑战 ,我国公共组织应如何鉴定自

身的核心胜任特征 ,利用自身的内外优势与国际

接轨 ,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行政改革

的深化 ? 这是一个值得进行长期研究的问题。

我国目前对公务员的考评内容仍描述为“德、

能、勤、绩 ”等方面 ,且在选拔公务员的过程中基本

上都采取了类似的考核方式 ,这种考核能否体现

我国公共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 ? 能否把组织的核

心胜任特征融入到公务员的管理胜任特征之中 ?

公务员选拔过程中所使用的测评工具在评价组织

核心胜任特征和管理胜任特征时是否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 ?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我国公共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 ,在理

论上可以填补国内外对公共组织核心胜任特征领

域研究的不足 ,丰富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研究的理

论 ,建构我国公共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模型 ;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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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上为我国公共组织在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挑战

以及应对新公共管理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 ,提供

清晰的发展框架 ;围绕公共组织核心胜任特征开

展相关研究 ,能为我国公共组织的改革、公务员的

选拔、培训和管理等提供可靠的依据和技术性指

导。

总结以上要点 ,可以把公共组织的核心胜任

特征界定为 :公共组织所具有的独特的、具有竞争

优势的、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各种资源和能

力的综合。

三、可采用的研究方法

1、B E I技术

B E I技术已广泛运用于行业性的管理胜任特

征和岗位胜任特征的研究。国内以时勘教授、王

重鸣教授、安鸿章教授、王继承教授等为主的工作

小组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 B E I技术是研究胜任特征

的一种可靠的技术 [ 1 ] 。我们认为 ,从组织层面对

公共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进行研究 ,是可以借鉴

这种技术的。

采用 B E I技术研究公共组织核心胜任特征

时 ,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访谈的对象应

当包括公共组织的高、中、低层管理人员 ,组织的

服务对象代表、组织的顾问代表等等 ,最好为组织

中各代表部门的主要领导 ;第二 ,访谈的内容要从

组织的层面出发 ;第三 ,要对访谈的交叉效度进行

检验。

总之 ,借鉴研究行业性管理胜任特征的 B E I

技术 ,把研究内容转化为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 ,从

理论和实践上都应当是可行的 ,在实际研究过程

中 ,需要从组织层面对该种技术的运用进行分析

和提炼 ,以便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方法。

2、因素分析法

探索性因素分析法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法是一

种较好的分析提炼变量的方法。在对公共组织核

心胜任特征进行研究时 ,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

一般说来 ,我们初步认为在使用该种方法时可以

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 :

从公共组织的各种档案、文献、文件以及对管

理者进行访谈的记录资料中提炼出公共组织独特

的核心胜任特征变量。

组织相关专家对变量进行评定 ,剔除某一评

定指标以下的变量 ,保留剩余的变量作为公共组

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理论变量。

将剩下的变量按多级评分制制作成问卷 ,选

择一定的公共组织部门 ,对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 ,

考察管理者对问卷中变量的认同度。

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提取公因子 ,将该因素

与组织绩效等指标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 ,验证其

效度。

根据最后的结果构建公共组织的核心胜任特

征模型。

3、其他研究方法

其他研究方法如结构性访谈法、情境判断法、

实证式记分法、问卷法等都是我们在研究组织核

心胜任特征中可以综合使用和借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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