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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9/2021_2022__E7_AE_A1_

E7_90_86_E5_89_8D_E6_c25_169298.htm 康荣平 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 滕斌圣 长江商学院教授 王以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 许德音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郭梓林 北京大

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一年来，“眼看看不饱，耳听听

不足”，神州大地蓝汪汪一片，“蓝海战略”占据各种媒体

的显要位置，成为各个企业的中心议题。“蓝海战略为什么

这样红”？“蓝海战略”的本质是什么？ 中国企业的“蓝海

战略”究竟何去何从？这些问题不但发人深省，而且对企业

的战略实践意义重大。为此，编辑部特别采访了国内顶级的

战略学专家教授，把他们的专业意见及思想原汁原味地呈现

给我们的读者。 “蓝海战略”为什么这样红？来源

：www.examda.com 王以华：《蓝海战略》的作者用“蓝海”

和“红海”的形象比喻，引起了企业界的广泛注意，不仅感

召了美国读者，而且在全世界的读者中引起共鸣，应该说，

从沟通语言的意义上，两位作者是绝顶的大师。如果学者都

关在象牙塔中，不会用大众语言面向大众，有效传播管理思

想，应该是理论界的损失和悲哀。 康荣平：蓝海战略的流行

不是偶然的。流行的东西，肯定是大众化的东西，说得浅显

易懂，让人一听就明白等等。五年十年后，哪怕是当时例证

的东西被推翻，也不影响观念的流行。殷鉴不远，当年彼得

汤姆斯的《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ecellence)伪造例证，后

来曝光后，其提出的概念照样流行。 “蓝海战略”在中国之

所以这么热，是因为它吻合了中国企业目前的需要。战略本



质上是要求企业具有独特性，有创新。严格意义上讲，模仿

不是战略。“蓝海战略”顺应(迎合)了企业对创新战略的需

求，蓝海战略最大的特点是行为的创新，就是差异化，就是

要和别人不一样。 郭梓林：蓝海战略在中国的“风行”，可

能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1)理论总是枯燥的，而实践之树长

青。现在的人太忙，不大愿意读什么理论专著，更愿意听形

象化的理论解释。或者说，不爱听道理，爱听故事。而《蓝

海战略》从太阳马戏团重新定义业务，到NetJets将飞机所有

权分解出售，再到美国国防航空业的联合战斗机计划(JSF)，

无不通过一个个故事来说明企业家创新的意义。企业家的创

新，在前两年被解释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现在被解释为

蓝色战略，说到底，就是一回事。人们喜欢听新名词的程度

，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2)技术进步，全球一体化，新的财

富观⋯⋯这些因素不断深化了市场竞争，并且使之越来越残

酷，用血淋淋的“红海”来描述市场竞争，实在不算过分。

而对应“红海”，提出“蓝海”的概念，自然会给人一种亲

切感和开阔感，所以，“蓝海战略”的流行，与其说是企业

家战略思维的创新，不如说是使用了新名词来解释企业家创

新的战略思维。 (3)媒体、出版商以及培训界，都是追求词语

创新的行业，最忌讳老调重谈，而且相对于科学叙事的方式

来讲，这些行业都更热衷于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表达思想，

如果在历史叙事过程中，再加上形象化的表达，无疑更能吸

引受众的眼球。从这个意义上说，《蓝海战略》的成功本身

就是一个成功的范本。 “蓝海战略”的本质来源

：www.examda.com 许德音：理论上，蓝海战略要求重新定义

的不仅是战略本身，而且是整个战略管理过程。因为主流战



略管理要求先有明确的使命与愿景以及相应的具体目标，然

后战略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但是蓝海战略则意味着明茨伯格

式的、随时可变的战略。(怪不得明氏去了INSEAD。) 滕斌圣

：“蓝海战略”不是很深奥的概念，不是学院派的理论，是

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框架和概念。“蓝海战略”是宣传一种理

念，这种理念告诉企业不要沉醉于竞争，不要沉醉于现有的

竞争手段，不要认为压倒对手取得竞争优势是惟一的办法。

对于埋头红海埋头同质化竞争的企业提一个醒，“蓝海战略

”提醒他们去思考还有没有跳出红海的其他出路，其他可能

性。在英语里讲，人们往往在一个盒子里思考问题，而不容

易跳出这个盒子。中文里面叫做“旁观者清”。“蓝海战略

”提醒企业跳出圈外来思考问题。 郭梓林：没有一个企业家

不喜欢垄断，没有一个企业家喜欢竞争。当然，这句话的本

意是，自己获得垄断地位，让别人去竞争。这完全符合经济

学对人的基本假设：在约束条件下，每一个理性人都追求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企业家来说，毫不例外的都是理性人

，他们知道，获得垄断地位的好处就是：可以给自己的产品

和服务任意定高价。而参与竞争的坏处是：必须给自己的产

品和服务定出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而价格直接关乎企业的

利润。所以，蓝海也好，红海也好，其实就是对市场竞争条

件下，企业家如何回避竞争的一种形象表述，它反映的是企

业家的普遍心态和行为方式。从修辞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比

喻，而不是用规范的学术语言来描述市场条件下企业家的心

态和行为方式。因此，也就“很少有学院派教授谈论‘蓝海

战略’这一热门话题”。 康荣平：“蓝海战略”的最重要之

处，是给企业(家)以观念上的巨大冲击。告诉企业要创新的



最基本道理，要寻找所谓的蓝海。 评价“蓝海战略”来源

：www.examda.com 郭梓林：米勒和哈特威克研究发现管理时

尚具有以下特征：简洁而便于词汇传播，操作性强，虚伪地

鼓励，以偏概全，符合潮流，易于分割，表面新颖，被权威

认可而不是事实认可。他们总结的这几个特征，可以说已经

给“蓝海战略”做了最恰当、最精炼的评价。如果有人只是

换了一种说法来谈前人已经谈过无数遍的理论，大家就以为

是什么理论创新，这只能说明人们的理论功底还不够。当然

，变着法子说同样的道理，对于媒体、出版商以及培训界，

可能是一种职业要求，而对于理论界来说，不必指责，也不

必跟风，更不必以权威的身份推波助澜，时尚总是会过去的

。最重要的当然是企业家们，不要以为又有什么新招数了。

其实都是你日常做的，人家用新名词，新故事(有的也是老故

事)，新的体例重新编排了而已。当然，知道什么是“蓝海战

略”，大家又在说些什么新名词了，这对于企业家来说，也

很重要。 康荣平：W. 钱金等对真正蓝海15年之久高利润期的

定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是从逻辑上为读者画了一个完美的

圆，因为他可以反过来说企业发现的不是真正的蓝海。 “蓝

海战略”迎合弱者逃避竞争的心态的说法完全是杜撰的。蓝

海战略不是鼓励人逃跑逃避，而是鼓励寻求一种创新。所有

的企业从根本上讲，都是在寻求垄断地位以超越竞争。 关于

蓝海战略是颠覆性的战略新思想的提法本身没有意义。客观

上讲，历史上任何战略新理论新观念，都是前人提过的，都

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实际上，一个新理论

很难凭空产生，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集大成者，都是在某一点

上的有所发展，是向前前进了一步。 滕斌圣：“蓝海战略”



在战略的三个层面中属于最低的职能层面的战略，但我们不

能说“蓝海战略”不是战略。那些批评“蓝海战略”为“蓝

海战术”的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蓝海战略仅

停留在战术层面，而没有战略上的创新，是不对的。 许德音

：指导思想上，战略目标一旦确定，就要求培育和投入资源

、明确行业定位。蓝海战略所提出的，实际上不是另一种“

战略”思考方式，而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战略。所以评价

“蓝海战略”有鸡同鸭讲之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