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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我多年来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感触，就是通过《国家竞争优势》这
本书，波特教授开始从一个刀客变成了一个剑侠。
虽然与前面两本著作相比，《国家竞争优势》所讨论的话题更加广阔，书的厚度也远胜于前，但波特
教授的驾驭能力却似乎更加轻灵和得体。
而且，换刀为剑，看似藏锋，实际却更加大器。
也正是凭借着这柄宝剑，波特教授才在近十余年来得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游走江湖，传道布阵，为各个
国家和地区增加它们的区域竞争力出谋划策。
所以，在我的心中实际上有两个波特：一个是早年的刀客波特，一个是后来的剑侠波特。
当然，在我看来这两个波特同等重要，没有任何厚薄比较的意思。
言归正传。
在《国家竞争优势》这本书中，波特教授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基于特定国家的企业，在特定
的领域和产业获得了国际水平的成功？
”（英文版，第18页）波特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来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第一，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而另外的国家却失败了；第二，为什么某些国家可以成
为它在一个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持续胜利的大本营；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不同的企业和政
府选择更好的竞争策略，以及更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自然资源。
为了有效地解析上述问题，波特教授再次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简洁实用、高度概括的模型，就是本书中
的“钻石模型”。
事实上，波特的每一部重要论著，都有一个核心的逻辑模型。
这些模型也显示了他的逻辑天分。
我常常会对我的研究生们讲，判断你自己是否适合作研究，是否逻辑能力足够强，读波特的书是最好
的办法。
波特的模型5分钟就可以弄懂，看上去简单至极，但其实是只有逻辑天分极高的人才可以画得出来。
波特教授将“五力分析”和“价值链”框架中的重要概念有机地应用到“钻石模型”当中，所不同的
是主题变成了“国家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包含了4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3）相关产业与支
持性产业，（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
围绕这个框架，波特教授通过考察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经验，得出了非常独特、有启发的结论或观
点。
下面，我们择要作些陈述。
第一，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要素条件往往与自然资源有关，但波特教授却坚信“那些最重要的要素
是创造得来而不是浑然天成的”。
于是，增加国家竞争优势的最重要因素就不应仅仅盯着国家中仅有的自然资源，而是要凭借对初级生
产要素进行升级、改良的速度。
在创造性资源的内容中，最为关键的是知识和人力资源。
因为这二者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所以需要积极和严格的更新方法，以保证一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
波特教授认为不利的生产要素，即劣势，往往可以刺激某些产业或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来得以解决，进
而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但要素富足型的国家却常常因为动力不足而不能获得竞争优势。
波特常常会给出意大利钢铁制造商和荷兰花卉产业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
同样作为证据的是，受空间所困的日本企业创造出了“即时生产”的竞争优势。
由此，波特教授建议大家“应该学会如何化劣势为优势，而非一味依赖充沛的资源和舒适的环境来发
展竞争优势”。
第二，波特教授认为内行并且挑剔的本土顾客是获得竞争优势的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他看来，市场规模的大小没有高质量的顾客重要，内行并且挑剔的客户才是企业追求高质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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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服务的力量源泉。
比如，由于瑞典具有世界上最坚硬的岩石，所以，瑞典人对钻孔设备的要求近乎苛刻，这一特别的国
内需求催生出瑞典具有世界水准的钻头制造及其相关设备产业。
同样，讲究并且见多识广的日本音响设备消费者，期望得到最新、最好的款式，这就刺激了日本厂商
为满足消费者对新机型的需求而快速改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对于波特教授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
一个值得我们由此出发进行深思的例子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手机消费群体，消费者在某些方面
的要求也比较苛刻，但为什么我们无法形成有持续竞争力的手机研发与制造行业呢？
第三，波特教授关于“集群”的观念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我以为尤其如此。
波特教授认为，产业集群就像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可以促进企业在纵向和横向之间通过积极的互动
和交流来推动和鼓励对方进行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创新。
特别是在文化相似、地理位置接近的时候，企业之间经常性的接触和交流会帮助它们抓住机会、发现
和应用新的技术方法，实现显著的集群效应。
意大利的瓷砖行业是书中提到的例子，而我国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集群”现象，也是明证。
有关这一点，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波特教授后来发表的文章《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一读
，相信会使这种观念在本书的基础上得以深化，获得更多的启发。
第四，“钻石模型”的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要素是“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值得深思
。
波特教授断言，“强大的国内竞争者是一项难以衡量的国家资产”。
他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会激发竞争者强烈的取胜欲望，使所有参与者更高效、更节约，最后使他们
能够更好地应对国外的竞争者。
并且，国内对手之间的竞争更关键的是体制效率的竞争。
我这里要评价的是：中国的经验实际上在一方面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波特教授的上述观点，但从另一个
方面，中国的同行竞争经验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的新情况。
比如，大家都没有核心技术，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外竞争者和短期生存压力，于是，价格竞争成为
了首选，当然也成了一条不归路。
这值得我们在阅读本书时深思。
毕竟，我们阅读大师经典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国家的发展问题。
总之，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优势》是一本重头著作，一部巅峰之作。
自这本书之后，波特教授就开始像一位职业教父，整日游走于大型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之中。
波特的名气，也一天天地大过了哈佛商学院，他甚至不用按部就班地在学校里教书。
与波特名字连在一起的，也往往是他的研究所或咨询公司，而不仅仅是哈佛大学，虽然波特是哈佛商
学院在近100年时间里仅有的四位被授予“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荣誉头衔的人之一。
近来读到李零教授的《丧家狗》，这是一本正正经经地解读《论语》的专著。
在李教授看来，孔子是“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
，“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但他“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
流浪狗”。
在为如何写这篇推荐序而烦心时，我看到李教授对孔子的描述，一下子就想到了波特教授。
我以为，波特教授虽然与孔子远隔万水、相距千年，无法相提并论，但他的工作却像极了孔子，以劝
说和建言为业。
然而，与孔老夫子完全不同的是，波特风光至极，所到之处都是鲜花、掌声和无数请求合影的崇拜者
。
我第一次见到波特教授，就是这种场面。
而他张嘴闭嘴就是什么州长、总统，或是巨型公司的总裁，显然尽是他的座上宾。
所以，如果说波特教授今天的生活像个执剑的大侠，他也是个一路踏着鲜花的“侠客”。
同一职业，境遇如此不同，不由得让我感叹时空差别的曼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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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印刷机产业、高级轿车、化工产业为什么集中在德国？

　　世界重要的药厂、巧克力食品与贸易业的基地，为什么在瑞士、瑞典等小国？

　　在个人电脑、软件、信用卡、电影等领域独占鳌头的企业，为什么大多在美国？

　　在瓷砖、雪靴、包装机械以及工厂自动化设备产业中，为什么是意大利的企业最强势？

　　主导了家用电器、照相机、传真机以及工业机器人等的产业，为什么在日本？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应该如何解释呢？

　　基于10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根据企业凭以竞争的生产率，迈克尔·波特第一次对此给出了全
面的理论解释，也就是他在本书中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
”，一种理解国家或地区全球竞争地位的全新方法，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商业思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波特的“集群”观点或相互联系的企业、供应商、相关产业和特定地区的组织机构组成的群体，已经
成为企业和政府思考经济、评估地区的竞争优势和制定公共政策的一种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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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迈克尔·波特，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当今世界竞争战略和竞争力领域公认的第一权威，“竞争
战略之父”，是当经最伟大的商业思想家之一。
埃森哲公司和《时代》杂志对全球最有影响力的50位管理大师的排名中，迈克尔·波特位居第一。
目前，他拥有瑞典、荷兰、法国等国大学的8个名誉博士学位。
波特博士获得的崇高地位缘于他所提出的五种竞争力、三种竞争战略理论。
作为国际商学领域最备受推崇的大师之一，波特博士至今已出版了18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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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竞争优势(上)》完全改变了人们原来对财富在现代全球经济中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观念。
波特对于国际竞争力创始性的研究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国家政策，也改变了城市、企业，甚至像中美洲
这样的地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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