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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企业竞争的信息保障
Ξ

摘　要　网络环境为企业竞争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网络环境下的企业竞争的信息需求包括对

竞争对手信息、竞争环境信息、竞争战略信息的需求。企业网络环境下竞争的信息保障手段, 主要是

建立企业竞争情报系统 (C IS)和开发利用互联网络系统。参考文献 10。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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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竞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人类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社会信息化进

程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以因特网为主干的国际计算

机信息互联网络迅速地蔓延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据

有关资料统计, 目前全球因特网用户已逾 1 亿人;

在全球约 250 个国家和地区中, 有 240 个国家和地

区已经开通因特网服务。互联网络的兴起, 有力地

促进了全球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开发利用, 为社会经

济的发展添加了“催化剂”。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市场竞争的主体, 社会经

济的发展是以企业的繁荣发展为基础的。互联网络

的兴起为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 使企业

在当今时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1. 1　企业竞争的新机遇

1. 1. 1　互联网络为企业提供了新的信息管

理模式
传统的企业信息管理模式大部分是封闭的, 企

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信

息很难交流。在网络环境下, 这一模式被彻底打破。

其典型表现是, 任何入网企业, 不论其规模、实力如

何, 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之

间均可方便地建立信息传播通道, 并可以在通道上

人为地设置若干道信息保护屏障 (如防火墙、访问

表) , 这些屏障可根据企业竞争的需要适时启闭, 信

息交流有序、有节。

1. 1. 2　互联网络为企业提供了新的信息服

务保障系统
由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 以往的企业普

遍缺乏完善的信息服务保障系统。信息服务以偶发

性、随机性居多, 服务方式也比较落后 (如文献借

阅)。互联网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巨大的信

息服务保障系统。在网络环境下, 企业用户通过简

单的浏览界面, 可以方便地使用各种网上信息服务

保障系统, 可利用电子邮件、文件传输、电子公告

板、数据库查询、信息检索等信息服务新方式为自

己服务。

1. 1. 3　互联网络为企业提供了新的竞争情

报来源渠道
在网络环境下, 不同的时间 (过去、现在、未

来)、不同的空间 (国内外、企业内外) 以及不同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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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信息均可在网上有效传播。这些网上信息为企

业提供了新的竞争情报。

1. 1. 4　互联网络为企业提供了新的竞争理

念和机会
竞争是企业制胜的法宝。精明企业主总是不遗

余力地研究和改进竞争方式, 以谋求最佳的竞争效

果。在互联网络上, 大部分信息服务资源可用于提

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如网上电子商贸 (E lectron ic

Comm erce, 简称EC)、网络营销 (CyberM arket ing,

简称 CM )、广告宣传、消费者意见反馈、竞争者论

坛、企业诊断、经济形势预警等, 都可为竞争制胜提

供法宝。

1. 2　企业竞争的新挑战

1. 2. 1　信息安全问题
据报道, 目前网络犯罪率正处于持续上升的阶

段。犯罪手段一般是针对网络弱点、操作系统或软

件本身的缺陷盗窃或破坏网络上传输的信息 [1 ]。企

业一旦上网, 其内部系统就为之搭起了一道沟通外

界的桥梁。这使企业信息安全系统大大降低。尽管

目前已有许多系统安全和网络安全的技术可用, 但

距理想的安全体系的建立仍相差甚远[2 ]。例如, 一

些企业竞争对手可以轻易地越过目前信息安全系

统设置的种种障碍, 非法入侵企业内部系统。此外,

由于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的不小心而泄露情报, 甚至

有的充当工商间谍而通过互联网络送出竞争情报

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1. 2. 2　知识产权问题
当互联网络铺天盖地而来时, 现行的知识产权

法基本上难以适用于这一新环境。例如网络环境下

专利新颖性的审查、网络域名抢注、虚假宣传以及

商业秘密、专利和商标侵权的认定等问题, 现行的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均无明确规定, 也难以直接参

照, 属于法律的“灰色”区域。当企业涉及到这些问

题时, 知识产权纠纷便在所难免。到目前为止, 互联

网络上尚无不能被技术破译的信息。当商业秘密所

有者以互联网络为工具传输其商业秘密时, 商业秘

密所有者究竟采取了何种程度的技术加密手段才

被认为已采取了保密措施, 竞争对手实施了什么样

的破译行为即构成了侵权, 法律并无明文规定 [3 ]。

1. 2. 3　信息泛滥和污染问题
互联网络的巨大开放性正使网上信息急剧膨

胀和泛滥, 一些粗制滥造、伪劣、过时、反动、淫秽和

病毒信息大量充斥于网上, 使网上很多地方出现

“卫生死角”。这些信息形成了巨大的包围圈, 对企

业竞争战略的制定以及企业的日常信息活动形成

了很大干扰。例如, 据因特网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4 ] ,

一种称为切尔诺贝利病毒 (C IH 病毒的一个变种)

的程序在今年 4 月 26 日把亚洲成千上万台计算机

中的数据删得干干净净。在这些计算机中, 有相当

一部分是连通互联网络的大型企业的计算机。

1. 2. 4　信息“剪刀差”问题
互联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相关技术、设

备的依赖性正与日俱增。竞争企业在技术、设备等

实力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信息资源向某些企业过

度集中, 并进而产生企业“信息富裕”和“信息贫穷”

两极分化现象。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环境, 应了

“弱者更弱, 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 对企业市场竞

争机制的充分运作是一种削弱。

2　企业竞争的信息需求

企业竞争是指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争

夺、提高自身的经济利益, 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的竞

争条件与其对手持续对抗而展开的市场争夺活动。

企业竞争实际上是企业竞争力大小的较量。当企业

间的竞争力彼此相当时, 竞争常常表现得异常激烈,

有时甚至演变为一场你死我活的的市场争夺战。可

见, 设法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极其重要的。企业竞

争优势有多种表现, 如人才优势、资金优势、原材料

优势、技术和设备优势等, 但在网络环境下归根结底

表现为一种信息优势。也就是说, 谁取得了信息优

势, 谁就获得了市场上的主动权。信息优势是企业在

网络时代市场竞争中生存和立足的根本。

企业信息优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建立, 例如

企业可以从某一个 (或几个) 方面建立相对于竞争

对手的信息优势, 也可以全面地建立相对于竞争对

手的信息优势。但不论怎样, 研究企业的信息需求

都是关键性的一步。

网络环境下的企业竞争信息需求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2. 1　竞争对手信息

2. 1. 1　竞争对手的识别
“对手”是指相互争胜的双方。这些竞争对手除

一部分是旗帜鲜明的现实对手外, 还有为数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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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对手, 而且后者在很多情况下对信息优势构成

的潜在威胁相当巨大。可见, 识别现实对手和即将

走上舞台的潜在对手意义都很重要。现实对手一般

容易识别, 如观察其是否在争夺与本企业相同的目

标市场, 是否在采取某种 (些) 方式排挤或报复本企

业等。但预测潜在对手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般

可以从下述各类公司中辨识出来[5 ]: 不在本产业,

但不费气力便可进入壁垒的公司; 进入本产业可产

生明显协同效应的公司; 其战略的延伸必将导致加

入本产业竞争的公司; 可能前向整合或后向整合的

客户或供应商; 可能发生兼并或收购行为的公司。

2. 1. 2　竞争对手的实力的认识
了解和掌握竞争对手的实力是企业竞争信息

需求的重要内容。要想对竞争对手实力进行实事求

是的评估, 通常要采集竞争对手在产品定价、扩展

计划、竞争计划、促销战略、成本数据、销售统计、研

究开发、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财政管理、知识产权

管理、网络建设和使用等方面的信息。为此, 必须建

立企业经营状况、主要负责人、主要产品营销情况、

经营组织规划、技术开发、广告及优惠措施、内部管

理方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的追踪监测网。要在一个

发展变化的环境中逐步地、有条理地、连续不断和

有系统地搜集正在变化的一切与竞争对手有关的

信息, 并实时地对其进行加工整理和分析预测。

需要指出的是, 在辨识竞争对手, 了解和掌握

其竞争实力之前, 透彻掌握有关企业自身的实力信

息是极其重要的。有关企业自身实力的信息很多,

如本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产

品质量和品种结构、技术性能、经营方式、管理模

式、人力资源配置、原材料来源及价格、商品流通渠

道、用户构成及其分布、要害部门或工序的设置、网

络建设和使用情况等。

2. 2　竞争环境信息

竞争环境是指竞争各方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

境。对一个企业来说, 竞争环境的影响作用是巨大

的, 其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企业的利益乃至生存

产生重大影响。在网络环境下, 企业竞争环境是大

范围、多角度、全方位的。不论是外向型企业还是内

向型企业, 也不论是单一型的中小企业还是多目

标、综合性的大型企业集团, 企业竞争环境信息都

从时间上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地域范围上涉

及国内和国外, 从内容上涉及自然、科技、经济、政

治、政策、法律、文化、管理, 以及用户、竞争对手、供

应商、中介商等各个方面。特别是政策环境, 它可以

直接或间接地起到约束和规范企业行为, 保护和促

进企业发展的作用。为此, 对国家颁布的相关产业

和行业政策、优惠和鼓励措施、政策走向等信息应

有很透彻的了解和掌握。

互联网络是企业竞争大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企业信息优势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

对网络环境熟悉的开发利用。互联网络有很多优

势, 如网络信息资源的数量多、品种多、覆盖面广的

优势, 网络信息服务的实时、互动、多介质, 以及服

务方式、手段多样、优质和高效优势等。因此, 有关

互联网络的各类信息都是企业竞争环境信息需求

的重要内容。

2. 3　竞争战略信息

自 80 年代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 (M.

E. Po rter)教授出版《竞争战略》一书以来, 竞争战

略便开始成为企业竞争情报分析与预测的重点。所

谓竞争战略, 就是指企业在把握了外部环境和内部

条件的基础上, 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作出

的长期的、总体的、全局的谋划和对策[6 ]。可见, 竞

争战略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寻找并建立一个有利可图且能持之以恒的竞争地

位。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研究成果, 竞争战略可分

为总成本领先战略 (O verall Co st L eadersh ip )、产

品差异性战略 (D ifferen t ia t ion)和聚焦战略 (Focus)

三种基本类型[7 ]。总成本领先战略要求企业抓紧成

本与管理费用的控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开发、

服务、推销、广告等方面的成本费用, 使价格低于外

部竞争对手的产品价格; 产品差异性战略要求企业

努力发展差异性大的产品线和营销项目, 使企业的

产品及其营销服务等别具一格, 成为同行业中的领

先者; 聚焦战略要求企业集中力量于某几个细分市

场, 而不是将力量均匀地投入整个市场。三种基本

战略之间的区别如图 1 所示。

不同的企业因其自身的素质、实力和营销目标

的不同以及外部竞争对手状况和竞争环境特点的

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竞争战略选择的恰当与否直

接关系到企业信息优势的发挥。

竞争战略信息主要是指对前述的竞争对手信

息和竞争环境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和预测后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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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种基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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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附加值的附加信息。此外, 竞争战略制定者的

经验和心理因素也是一类特殊的信息。

3　企业竞争的信息保障

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信息优势,

必须要有充分而可靠的信息保障系统。信息保障系

统的形成一般有三条途径: 一是完全由各个企业自

己建立; 二是共享社会化信息保障系统; 三是将前

两条途径有机地结合起来, 各取所长。从各国企业

竞争实践来看, 后一条途径优越性很多, 比较普及,

而且在具体操作时倾向于将企业竞争情报系统

(Competit ive In telligence System , 简称 C IS) 的建

设和互联网络系统的开发利用融汇贯通起来。

3. 1　建设企业C IS

企业 C IS 是关于竞争情报的搜集、加工整理、

分析预测和提供的信息系统。C IS 是面向企业竞争

发展需要的, 其目标旨在为企业提供有助于增强信

息优势的决策性竞争情报, 因此又称为竞争支持系

统 (Competit ive Suppo rt System , 简称 CSS) , 是决

策支持系统 (D ecision Suppo rt System , 简称D SS)

的重要组成部分。

C IS 是一个集成化的信息系统, 按其所拥有的

子功能可相应地分解为以下 4 个子系统:

3. 1. 1　竞争情报搜集子系统
该子系统是C IS 运作的首要环节, 其主要任务

是将大量相关的信息从系统外采集入 C IS, 以便进

一步加工处理。这些信息通常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

两个方面, 如前者的企业内部数据库、内部会议报

告、内部备忘录、分支机构、内部员工、企业图书馆、

内部刊物以及后者的商业数据库、客户、供应商、竞

争对手、商业出版物、政府机关、商业协会等。

3. 1. 2　竞争情报加工整理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任务是对搜集子系统采集来的

大量繁杂无序的信息进行加工和整理, 目的是使之

有序化, 成为便于信息分析人员利用的形式, 如建

立有关竞争对手的文件档案系统、进行信息源及其

摘要的计算机分类等。

3. 1. 3　竞争情报分析预测子系统
该子系统是C IS 的核心。主要任务是对信息进

行深加工, 包括信息分析以及建立在信息分析基础

上的信息预测。该子系统的目的是从表面看来不相

干的大量信息中挖掘出有决策价值的竞争情报。在

信息分析与预测时, 通常要回答下列问题: 什么驱

使着竞争对手参与竞争; 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和能做

什么; 竞争对手对其自身和产业的各种假设是什

么; 竞争对手的强项和弱项在哪里; 竞争对手对其

目前的地位是否满意; 什么将激起竞争对手最强烈

和最有效的报复。

3. 1. 4　竞争情报提供子系统
该子系统是C IS 通向企业决策者的桥梁。主要

任务是进行竞争情报产品的制作和传播。在很多情

况下还包括对决策者利用竞争情报产品后反馈回

来的信息的接收和分析处理。

上述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各

个子系统前后有序相接, 共同保证 C IS 总体功能的

最终实现。C IS 一般同时致力于企业内外两方面信

息的搜集、加工整理、分析预测和提供活动, 并注意

对企业外部竞争对手予以连续地监视, 必要时还会

自动发出预警信号, 因而是增强企业信息优势极好

的工具。当企业决策者及时利用之时, 这些信息优

势会迅速地转化为竞争优势, 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地提高。

企业C IS 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分析预测质量, 但

传统的C IS 因其 IT 支持作用薄弱而难以在这方面

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近年来, 有人提出将数据仓

库 (D ata W arehouse, 简称DW ) 技术、联机分析处

理 (O n2L ine A nalyt ical P rocessing, 简称OLA P) 技

术和数据挖掘 (D ata M ining, 简称DM ) 技术引入

C IS, 以增强其分析预测功能[8 ]; 而更多的企业则已

经在行动上将企业 C IS 与因特网相连通。我们认

为, 这种引入或连通是有远见卓识的。如果将这两

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则必将为企业 C IS 注入新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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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3. 2　开发利用互联网络系统

互联网络系统是国际计算机信息互联网的简

称, 目前主要是指无主管的因特网系统。毫无疑问,

该系统是典型的社会化信息保障系统, 其功能可为

各类社会化活动共享。企业在竞争活动中同样可以

共享互联网这一社会化信息保障系统。目前主要的

做法有:

3. 2. 1　建立企业 In tranetöEx tranet 系统

In tranetöExtranet 本质上是用于企业内ö外部

的因特网, 且共同遵循 TCPöIP 通信协议和WWW

技术规范。其中, In tranet 是将因特网技术应用于

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和信息交换平台, 可以实时连

通企业内部各组织、各成员之间的联系, 提高企业

管理工作的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 Ex tranet 是将因

特网技术应用于组织外部的信息管理和组织对外

信息交换的平台, 主要用于企业沟通与组织外部的

商贸联系、开展 EC 和 CM 业务以及宣传产品品

牌、企业形象和服务内容等。为了防止企业内外信

息的随意流窜, 人们一般在 In tranet 和 Extranet 之

间设置一道防火墙。企业 In tranetöExtranet 是一个

开放、动态的双向、多媒体的信息交换环境, 是对现

有网络平台、应用技术和信息资源的重组与集成,

有利于提高C IS 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3. 2. 2　建立企业商务网络站点, 开设一扇通

向世界的窗口
在网络环境下, 企业要想建立自身的信息优

势, 必须学会创建自己的商务网络站点, 并设法通

过传统的广告媒体或者网络的一些著名搜寻系统

(如 Yahoo, Sohoo, Info seek 等) 将其推销给网络用

户。有了企业商务网络站点就等于在浩大的互联网

络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可引导消费者在网上漫游企

业。企业也因此可以借机在网上宣传介绍本企业及

产品, 开展 EC 和CM 业务、实施市场竞争战略。

3. 2. 3　充分利用网上信息及信息服务资源
互联网络是信息及信息服务资源的大观园。企

业竞争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从中挖掘出来。例

如, 通过万维网搜寻引擎可搜索某竞争对手企业的

产品、价格、客户、技术创新状况等信息; 通过网络

期刊可获取有关企业形象、企业家能力评价、行业

发展状态等信息; 通过专门从事 EC 的 ISP 可获取

有关行业状况、竞争对手、产品、广告、销售等营销

组合信息以及市场控制力、企业收益力等信息[9 ];

通过网上商业性讨论小组发放电子征询表可进行

市场调查; 利用网络可分析市场和消费者需求, 组

织整个商品采购、调运、存储和销售过程[10 ]; 通过网

络可发展客户, 孤立和打击外部竞争对手,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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