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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 提出构建组织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的重
要性。编制了 《制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调查问卷 》, 初步提出制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模型由 “环境适应能力 ”、“战
略管理能力 ”、“管理体制 ”、“资本运营能力 ”、“核心组织管理能力 ”、“内部运行机制 ”、“资源筹集与配置 ”、
“发展潜力 ”8个维度构成 , 该结构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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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外学者对胜任特征 ( competence) 问题进行了大量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1973年 ,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McClelland首
创胜任特征研究先河 [ 1 ] [ 2 ]。C1K1Prahalad是组织胜任特征的
启蒙者 , 提出了 “核心胜任特征 ”的概念 , 它用来指与市场
竞争相关联的独特的智力、过程和产品能力 , 是组织中的集
体性学识 , 特别是如何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并集合多种技术流
的学识 [ 3 ]。基于核心能力的刚性问题 , Teece在 1997年将动
态能力定义为公司的集成、开发和重构内外部的能力 , 以适
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 建立了动态能力的 3P分析框架 : 流程
(p rocesses)、位势 ( positions) 和路径 ( paths) [ 4 ] , [ 5 ]。H itt,

Irel, Hoskisson于 2005年对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定义为 : 能
够使一个组织为其消费者提供特定的利益 , 使组织更能有效
竞争的一系列技能和技术 , 这种技能和技术的组合具有价值、
稀缺、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特点 , 它是构成组织竞争优势
的源泉 [ 6 ] [ 7 ]。从组织层面进行组织核心胜任特征的研究目前
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根据对以往组织胜任特征
文献的回顾 , 对组织的核心胜任特征定义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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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形式下国际分工方式的变化和全球范围
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 全世界制造企业将进一步分化与发展 ,

并进入一个多极化和多层次化的时代。制造企业的发展水平
是衡量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全球化浪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我们袭来 , 全球制造企业已
置身全球竞争之中。然而 , 我国制造业还存在技术水平偏低、
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开拓能力薄弱、客户服务意识淡薄等影
响国际竞争力的因素。面对新的挑战 , 解决现存的问题 , 摆
在中国制造企业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 就是要全面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研究从组织核心胜任特征角度出发 , 运用所研制的企
业组织层面的核心胜任特征调查问卷 , 通过对四家制造企业

调查 , 运用因素分析对企业胜任特征模型维度进行探讨 , 揭
示制造企业实施成功、高效管理所必备的素质 , 建立、维持
和提升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及组织内管理人员实施科学的
绩效管理、培训教育、薪酬设计及企业文化建设等具有重要
的意义。

2　方法

211　对象
在重庆市选取汽车、服装、陶瓷、船舶 4家制造企业的

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 , 发放 200份问卷 , 实际回收 193份问
卷 , 回收率 9615%。将空白过多、反应倾向过于明显的问卷
剔除 , 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190份 , 有效率 95%。
212　材料与工具

通过各种文献检索分析 , 收集我国制造企业特有的共同
特征 , 从理论上确定我国制造企业的胜任特征初步变量。采
取科学的抽样法 , 选取制造企业的基层、中层、高层领导进
行结构性访谈 , 收集企业胜任特征相关变量及数据。然后利
用前期提取的胜任特征初步变量和访谈的结果确定最终的胜
任特征变量并对变量赋予定义 , 最后编制 《制造企业胜任特
征调查问卷 》。问卷采用 6点等级法 ( “1”代表 “非常不重
要 ”, “6”代表 “极其重要 ”) , 用以调查企业人员对组织胜
任特征重要性的认同度。研究结果采用 SPSS1115软件实现。
213　程序

所有调查主要由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召集 , 在相对
集中的时间内完成 , 研究者在场对个别问题进行解答 ; 部分
调查研究者不在场 , 在调查之前对代理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

并给他们提供指导语和实施手册。在调查之前 , 事先告诉被
试调查结果会完全保密 , 调查结果仅用于科学研究 , 问卷填
完之后当场回收。

3　结果

311　制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因素的方差值
SPSS软件对数据的分析处理结果显示 : 量表的克隆巴赫

(Cronbach a) 系数为 019522。超过了 Nunnally ( 1978) [ 8 ]建
议的 0170的信度标准 , 表明问卷具有非常高的信度。Bartl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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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检验值 22161247, 及其显著 ( P = 01000) , 说明相关矩
阵不是单位阵。KMO值 01839, 表明变量间存在明显相关 ,

有共享潜在因素的可能性。通过以上分析 , 本研究进行因素
分析是可行的。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 35个胜任特征评价指标
中抽取特征值大于 1的因素共 8个 (见表 2) , 总变异数比例
累计为 701974% , 能解释变量特征大部分的变异 , 可初步确
定为制造企业的核心胜任特征因素。

表 2　因素的特征值及解释的变异数比例

因素 特征值 变异数 ( % ) 变异数累计 ( % )

1 131673 391067 391067

2 21254 61441 451507

3 21191 61261 511768

4 11751 51004 561772

5 11387 31962 601734

6 11354 31868 641602

7 11140 31256 671858

8 11091 31116 701974

312　正交旋转后制造企业胜任特征的因素负荷值
对提取的 8个主因子建立的原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结构

调整简化 , 得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矩阵 (见表 3)。同时将指
标值载荷矩阵中载荷较高的情况分为 8类。依此给各个主因
子命名 :

主因子 1包括 “风险控制 ”、“信息管理 ”、“应变能力 ”、
“物流管理 ”、“预见能力 ”5个变量 , 这些变量反映出随着
市场环境的变化企业应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预见能力和风
险控制能力 , 以更好地利用各种市场信息实现企业发展目标 ,

顾命名为 “环境适应能力 ”。主因子 1对全部初始变量的方
差贡献率为 391067% , 是评价企业综合业绩、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时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 主因子 2包括 “差异化 ”、
“目标集中 ”、“市场营销 ”、“战略制定 ”、“战略实施 ”5个
变量 , 这些变量反映出企业宏观战略的制定、实施、监控 ,

确保企业的发展战略科学合理 , 切实可行 , 顾命名为 “战略
管理能力 ”; 主因子 3包括 “凝聚力 ”、“法治管理 ”、“以人
为本 ”3个变量 , 这些变量反映出企业合理的激励机制、内
部培养计划及企业自身特征的管理方法 , 顾命名为 “管理体
制 ”; 主因子 4包括 “资本运作 ”、“兼购重组 ”、“多元化经
营 ”3个变量 , 这些变量反映出企业为提高效益、获取利润
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份额的手段和途径 , 顾命名
为 “资本运营能力 ”; 第二、三、四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变
量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61441%、61261%和 51004% , 是评
价企业综合业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需要考虑的重点方面 ;

主因子 5包括 “公共关系 ”、“知识产权 ”、“产权制度 ”3个
变量 , 这些变量反映出企业强化外部合作、严格内部治理的
能力 , 顾命名为 “核心组织管理能力 ”; 主因子 6包括 “财
务管理 ”、“质量保证 ”2个变量 , 这些变量反映出企业内部
财务和产品质量的管理能力 , 顾命名为 “内部运行机制 ”;

因子 7包括 “成本优势 ”、“筹借资金 ”2个变量 , 这些变量
反映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与资源的合理配置 , 顾命
名为 “资源筹集与配置 ”; 主因子 8包括 “品牌形象 ”、“创
新能力 ”2个变量 , 这些变量反映了企业在研发、生产、销
售、售后服务全过程中的品牌理念和创新能力 , 顾命名为
“发展潜力 ”; 第五至八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变量的方差贡献
率均为 315%左右 , 它们对解释企业综合业绩、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性相对来说较差。

综上所述 , 通过因素分析构建的制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
模型主要包括 8个方面的核心胜任特征 : “环境适应能力 ”、
“战略管理能力 ”、“管理体制 ”、“资本运营能力 ”、“核心组
织管理能力 ”、“内部运行机制 ”、“资源筹集与配置 ”、“发展
潜力 ”。

表 3　正交旋转后制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因素载荷矩阵

因素 主因子 1主因子 2主因子 3主因子 4主因子 5主因子 6主因子 7主因子 8

风险控制 01782

信息管理 01729

应变能力 01624

物流管理 01611

预见能力 01607

市场营销 01831

差异化 01795

战略制定 01772

目标集中 01767

战略实施 01602

凝聚力 01741

法治管理 01664

以人为本 01559

资本运作 01796

兼购重组 01654

多元化经 01627

公共关系 01786

知识产权 01651

产权制度 01504

财务管理 01842

质量保证 01757

成本优势 01797

筹借资金 01533

品牌形象 01721

创新能力 01504

313　制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 对所得的制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

的 8个主因子进行描述性统计 (见表 4) , 以帮助我们形成对
制造企业的核心胜任特征维度有更加直观认识。

表 4　制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因素 均值 标准差
环境适
应能力

战略管
理能力

管理
体制

资本运
营能力

核心组
织管理
能力

内部运
行机制

资源筹
集与
配置

发展
潜力

环境适
应能力

41500 11118 1896

战略管
理能力

41540 11292 - 1053 1850

管理体制 41390 11456 - 1118 12613 1850

资本运
营能力

41010 11422 128333 1155 12083 1860

核心组织
管理能力

41320 11164 - 1152 12163 12043 - 1085 1868

内部运
行机制

41460 11261 1328 14613 14513 148033 1268 1885

资源筹集
与配置

41280 11250 13743 1317 14903 147233 13723 16193 1881

发展潜力 31920 11500 14083 1238 1305 147533 1221 14613 154433 1894

　　注 : 11表中数据为变量的相关系数 ; 21对角线上的斜粗体数据为内部一致性系数 ;

313表示 P < 01O5; 33表示 P < 01O1;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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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 , 本研究的被试一般认为 , “环境适应能
力 ”、“战略管理能力 ”最为重要 , 其平均得分为 4150以上。
不同维度的胜任特征要求较为接近 (均在 41320左右 ) , 但
“发展潜力 ”要求相对偏低 , 其得分只有 31920, 可以理解
为 , “发展潜力 ”已成为制造企业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
并且可以看到 , 内部一致性系数处于 1850 - 1896之间 , 均明
显高于 1700, 表明企业胜任特征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

在可接受的水平以上。此外 , 企业核心胜任特征因素之间在
1O1水平上显著相关 , 除了部分特征因素之间相关性不是很
强之外 (还有极少数几个呈负的弱相关 ) , 其他大部分因素
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 , 由此可见 , 各因素之间的会聚效
度是比较高的 , 也说明了该研究中制造企业胜任特征因素也
更具有综合性。

4　分析与讨论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 , 制造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
的基石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本研究在重庆市选取汽
车、服装、陶瓷、船舶 4家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 提出了
制造企业的核心胜任特征模型 , 为提升我国制造企业核心竞
争力提供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在市场瞬息万变、技术变革迅
速、竞争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下 , 我国制造企业应积极地面
对环境的影响 , 不断地 “学习 ”或 “积累经验 ”, 不断改变
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 , 以便更好地适应系统环境 , 环境适
应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同时战略管理确保了企
业在行业内竞争中的独特优势 , 正确的企业战略可以引导企
业健康发展 , 战略管理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资
本运营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 准确的战略定位结合合理的
运营能力 , 企业才能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企业以盈利为目
的 , 要想发展和壮大 , 就必须从注重生产管理向注重财务管
理转变 , 并以财务管理为中心 , 认真搞好企业内部资金合理
配置 , 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 是企业拥有良好的内部运
行机制重要保障。企业的本质是资源、能力和制度的有机结
合 , 资金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血液 , 能力是企业从事生产
经营的素质体现、制度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有机保障。提
高企业资源筹集与配置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管理能力、加强
企业制度化建设是企业获得长久竞争优势的重点。良好的企
业品牌是企业整体素质的表现 , 创新能力是企业兴旺发达的
不竭动力 , 是现代企业的活力之源 , 是企业竞争战略的核心。

5　结论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国内这一特殊的背景 ,

通过文献检索分析、结构性访谈、因素分析、描述性统计等
理论分析和量化统计方法的运用 , 提出了制造企业核心胜任
特征模型由 “环境适应能力 ”、“战略管理能力 ”、“管理体
制 ”、“资本运营能力 ”、“核心组织管理能力 ”、“内部运行机
制 ”、“资源筹集与配置 ”、“发展潜力 ”8个维度构成。研究
表明制造企业的组织核心胜任特征模型具有良好的构思效度。
此外 , 《制造企业胜任特征调查问卷 》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19522, 表明问卷具有很高的信度 , 是一份较好的能反映制
造企业核心胜任特征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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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以研究个人层面的胜任特征为主 [ 9 ]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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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本研究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组
织层面的胜任特征实证研究 , 初步提出我国制造企业的核心
胜任特征模型。但是 ,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 由于取样比
较困难 , 所以在研究样本上无论是访谈研究还是问卷研究 ,

样本都偏少。如果样本量足够可以更多的采用来自于不同地
域的样本量 , 可以尝试进行跨地域的制造企业组织核心胜任
特征比较 , 看它们在结构维度上是否存在着差异 , 同时也可
以更多地进行组织水平上的分析 , 必能更加贴近实际和具有
更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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