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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与补缺者战略

提出补缺者战略,
 

并不是为填补什么理论空白,
 

而是为中国企业提供一种合适的战略

思想和方法。 补缺者战略适用中国企业的主要依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补缺者战略起点与中国企业状况相符合。 补缺者战略主体起点是弱者企业、
 

中小

企业、
 

后发企业,
 

而全球竞争视角下的中国企业现实状况正是弱者企业、
 

中小企业和后发

企业,
 

两者之间存在相符合的关系。
(2)补缺者战略目标与中国企业家胆识相符合。 补缺者战略目标就是争当第一,

 

中国

有些企业家通常喜欢以某某行业第一自居,
 

这种契合非常重要。 企业家的第一梦想往往通

过补缺者战略的设计和实施就可实现。
(3)补缺者战略有助于形成和提高专业化能力。 专业化能力是企业能力的基础,

 

也是

不少中国企业缺乏的。 补缺者战略集中在某个狭小范围内,
 

可以极大地形成和提高专业化

能力,
 

有助于中国企业补上这门基础课。
(4)补缺者战略有助于形成重视战略起点的思维习惯。 忽视战略起点,

 

导致中国企业

战略在“做什么”和“怎么做”两个层面都少有差错化,
 

你做什么,
 

我就跟进,
 

同质化和趋同

现象普遍。 补缺者战略高度重视起点的特性,
 

有助于中国企业家形成基于战略起点的思维

模式,
 

进而设计出具有差别化的战略。 企业选定一个特定的产品或服务领域,
 

集中力量进

入并成为领先者,
 

形成持久的竞争优势。 许多尝试实行多元化战略的中国企业,
 

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
 

又重新回到专业化的道路上来。 专业化是多元化的基础,
 

只有做好专业化这

个基本功,
 

多元化战略才有可能成功。 同时,
 

市场被充分地分割,
 

一些大企业也开始将目

光投向细分市场,
 

与中小企业展开竞争。 针对细分市场提供适当的产品和服务,
 

许多企业

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其实是一种针对利基市场的营销,
 

补缺者战略是以企业专业化战

略为基础的一种复合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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