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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写成。
笔者在韩国启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以英文完成，因此本书总体框架上分为两大部分：英文部分
和中文部分，以英文内容为基础，在翻译成中文后又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做了一些修改补充。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中韩两国纺织业的竞争力对比。
纺织业在中韩两国都是经济中的传统支柱产业，两国纺织产业都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特别是，韩国纺织业对世界市场流行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本研究通过调查两国纺织企业收集数据，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两国纺织产业的战略等要素异同，
对比两国纺织产业竞争力，并分析了竞争力的来源。
本书具体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 绪论，陈述研究目的和范围；第二章 定性分析中韩两国纺织产
业的地位和现状；第三章 文献综述，说明本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基础模型；第四章 提出研究假设和研
究模型，并显示结果；第五章 得出结论，并指出贡献与不足。
　　尽管已经有许多论文集中运用波特钻石模型对比研究两国竞争力，他们不断改进波特的钻石模型
，从单个的钻石模型发展到双钻石模型（偌格曼，1991；摩恩等，1998；邓宁，2003）：将政府变量
由外生变量转换成内生变量，因为对于国家竞争力来说，政府因素是一个主要因素（崔，摩恩和金
，2008），他们大多致力于宏观比较，并没有注意到生产者的竞争力决定产业的竞争力。
另外的学者深入探讨影响生产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格兰特，199l；杰西门，2000），但是，他们却
忽视了钻石模型的作用。
因此，本书将汲取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将钻石模型引入微观领域一一纺织企业的竞争力研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韩纺织业竞争力比较>>

内容概要

纺织业在中韩两国都是经济中的传统支柱产业，两国纺织产业都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特别是，韩国纺织业对世界市场流行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本论文将通过调查纺织企业收集数据对比两国纺织产业竞争力，本研究运用改进的波特钻石模型对比
分析两国纺织产业的竞争力异同，以及竞争力的来源。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和产业竞争力来源于企业内部因素，无论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何处，也无论企
业的规模大小，更无论在哪个国家。
企业的内部因素包括企业资源、战略、组织结构以及组织文化。
企业外部因素包括需求市场、相关产业和政府，外部因素仅影响竞争力，但不能决定竞争力，尤其是
数据分析表明与韩国相比中国政府支持力度高，但两国的竞争力并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主要原因是两国企业内部因素差异很小。
    这个研究结果对于两国的企业家非常有意义。
尽管外部环境变化无常，但企业家应该致力于改进内部条件，包括企业内部资源的积累、职工的教育
与培训、组织结构调整、加强职工之间的合作以提高组织效率，并且提高劳动生产率。
对于政府来说，政府对产业的直接支持并不能提高产业竞争力，而政府应该扮演一个引导者和调解者
的角色，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特征，鼓励研发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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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素条件，产品合成要素.相对于习惯认识，波特将要素分为普通要素（资源禀赋的要素）和关键
要素（也称特殊要素），产品的特殊要素是创造的而不是继承的。
缺乏自然资源禀赋可以促使国家创造特殊要素。
特殊要素包括：熟练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
当然，特殊要素需要大量的、持续不断的投资，因此很难被复制，就变得更有价值，就可以导致竞争
优势。
普通要素如非熟练劳动力和未加工的原材料可以被任何公司轻易获得，就不能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
不过，波特认为这些要素是动态的，是可以被加固、创新和特殊化的。
　　需求条件，国内需求特点。
一个经济体中顾客需求越挑剔，企业面临不断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和产品创新的压力就越大。
如果一个企业的客户群非常挑剔，企业将尽最大努力去改进产品质量和进行产品创新，将能够超出同
地区企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
　　相关支持产业，是指与企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产品价值链上的产业和提供相关补充产品的企业。
这些产业倾向于组成产业集群，而且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
　　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这些要素决定国家竞争力，影响企业的建立、组织和管理，以及国
内竞争和产业进入壁垒。
世界受控于动态要素，直接竞争推动企业不断提高生产力和进行产品创新。
　　除了这四个要素之外，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还有两个偶然要素：政府角色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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