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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mponen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policy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159 senior managers in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area as research object to study and analyze fiv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such as conscious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mechanism,
enterprise culture and value, channels and ability of communic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se five aspects is investiga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ve factors have great effects on industrial policy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but the degree of infuence a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namely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dependence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industrial policy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Other factors from important to less important are enterprise culture and

摘 要： 在分析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构成及影响因素基础上， 以长株潭地区的 159 位企业

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调查分析了“产业政策环境意识”、“机构、制度与机制”、“文化与价值观”、“沟通渠

道与能力”、“行业及企业特征”等五类因素对企业环境适应能力的影响，以及企业在这五个方面的现状

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这五项因素对产业政策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有较大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

“行业及企业特征”，即：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自主经营的独立性以及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是影响企业

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首要因素，其他各影响因素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文化与价值观”、“沟通

渠道与能力”、“产业政策意识”、“机构、制度与机制”。 从总体上看，企业在这五个方面的实际现状水平不

容乐观，“实际现状水平”的评价明显落后于其“重要性”的评价，其中“机构、制度与机制”，即：企业在组

织结构、产业研究激励机制及相关人员机构配置等方面的现状水平最不理想。 据此提出了提升企业对产

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产业政策； 环境适应能力； 影响因素； 现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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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channels and ability of communicating, conscious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mechanism.
However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five aspects are not optimistic as a whole. The evaluation of actual situation
obviously fall behind that of importance.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mechanism, namely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allocation of staff and organization, are the least optimistic.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som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dapt to industrial policy environment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influencing factor； current situation

现代企业处于动态多变的经营环境中， 企业竞

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外部经营环境的分

析、判断和把握的能力，即环境适应能力。 企业经营

环境是由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等多个环境要

素所构成的复杂系统， 产业政策环境属于经济环境

范畴，是构成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抢占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制高点，2010 年

9 月，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此为契机，全国各地纷纷

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上重要日程。 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实质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变，它代表着国家产业导向政策的重大调整。国

家产业导向政策的调整， 必然会对现代企业的经营

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适应产业政策环境新的变

化，企业必须对自身的战略、组织及管理方法等及时

做出相应调整，主动适应新的产业环境，并把握企业

新的发展机遇，才能不断提升企业竞争能力。
国内外学者在产业政策、 企业环境适应性等方

面都有大量的研究。在产业政策方面，学者们从不同

的角度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和功能进行了研究， 如小

宫隆太郎和奥野正宽、 下河边淳和管家茂等学者主

要是将产业政策理解为弥补市场缺陷的政策， 即产

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

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1-2］。 周叔

莲、江小涓、苏东水等学者将产业政策理解为产业赶

超政策， 即工业后发国家为赶超工业先进国家而采

取的政策总和［3-5］。 在企业经营环境适应性方面，学

者们对企业关键适应能力及其构成开展了一些研

究。关于企业适应力的定义，国内外学者虽然表述各

异，但主要观点基本一致，典型的研究包括 Tuomi-
nen、Rajala 和 Moiler，Oktemgil 和 Greenley，Child，潘

安成，刘洪、温兴琦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6-11］。
从现有文献来看， 国内外学者比较多的是将外

部经营环境视为一个整体， 从整体上来研究企业对

经营环境的适应性。实际上，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变

化，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或文化环境的

变化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 同时企业对不同方面环

境变化的适应方式及特点也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

需要根据企业对不同环境适应的具体特点分别开展

研究。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产业

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经营环境的变化， 是当前多数

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文拟在对相关企业管理人

员调查的基础上， 研究分析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适

应性的影响因素及现状水平，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

关政策建议。

1 理论分析
1.1 产业政策环境的构成及特点分析

（1） 产业政策环境是影响产业政策制定和产业

发展的一系列外部因素总和。
借鉴学者们的相关观点，我们认为，产业政策环

境是指影响产业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的外部因素的

总和，它是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

术政策、 产业布局政策等多个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

（见表 1）。
（2）产业政策环境具有导向性、持续性和交互性

等特点。
①导向性。 产业政策的本质在于向特定产业提

供政策诱导的机会［12］，产业政策环境的变动，不同于

其他经济环境因素的变动， 它通常是一国政府或地

区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并

对资金投放、 人才集聚和技术研发等具有显著的导

向性。
②持续性。 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通常需要一个周

期， 因此产业政策的执行通常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 这是产业政策环境不同于其

他环境因素的一个显著特点。
③交互性。产业政策环境与其他环境因素（如政

治环境、技术环境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他环境

因素的变化，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产业政策环境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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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构成及影响因素分析

（1） 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是由多个维度构成

的复杂系统。
所谓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是指企业根据产业

政策环境的变化， 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系

统， 并使企业在国家产业导向及企业发展方向上达

到最佳平衡的能力。 关于企业对外部环境适应能力

的构成，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一些研究，如许

萍、刘洪认为，企业的适应力由觉察能力、反应能力

和行动能力构成［13］。孙细明等认为，基于自适应的企

业竞争力系统结构可从市场适应能力、企业竞争力、
资源利用能力、 经营管理能力等四个方面来综合考

察［14］。 胡大立设计了 12 个企业竞争力的评价要素:
营运能力、经营安全能力、获利能力、组织结构、人力

资本、企业文化、市场控制能力、信息技术水平、技术

创新能力、资本运营能力、知识管理能力、外界环境

关联水平［15］。
借鉴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企业对产

业政策环境的适应能力包括“内”“外”两个维度。
①外部适应能力， 即企业识别产业政策环境的

变化并整合相关产业资源的能力，包括：产业政策分

析预测能力、产业资源协调和整合能力、产业抵御风

险能力、产业信息开发能力等等。
②内部调整能力， 即企业根据外部产业政策环

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系统的能力，
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营运能力、组织机构调整

及流程再造能力、人力资本能力等等。
（2） 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

陈禹认为主体的适应性体现为能够与其他主体

和环境进行信息和资源的交流， 为实现自身目标而

调整和改变行为模式，从而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16］。
Edmondson 等指出， 组织学习就是组织成员主动利

用所得信息和知识来规划行为和采取行动的过程，
这也是持续提升组织环境适应力的过程 ［17］。 王锦认

为， 成功的企业首先是在组织结构上根据内外部情

况变化而逐步完善, 并不断实现种种变革和创新。
Herbert A. Simon 认为,没有信息沟通就没有组织,因
为没有信息沟通，集体就无法影响个人行为［19］。

借鉴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将企业的

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产业政

策意识”、“机构与制度机制”、“文化与价值观”、“沟

通渠道与能力”和“行业及企业特征”等五个主要方

面（见图 1）。

2 实证研究
2.1 研究样本与问卷设计

（1）研究样本。
我们从某高校在职 MBA 学员中，选择企业中高

层管理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这些学员来自长株潭地

区不同企业。 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 182 份，剔除

不规范及非中高层管理人员填写的问卷， 得到有效

问卷 159 份，占 79.5%，达到了抽样调查的要求。 样

本描述信息如表 2 所示。
（2）问卷设计。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并对调查问卷的题项进

行筛选，问卷的主要结构如表 3（第Ⅰ部分）所示。 问

卷采用 Likert 五点评价法，评分包括两部分：
①由调查对象基于自己的知识、经验，对这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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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重要性”分别评分；
②由调查对象对所在企业在这五个方面的 “现

状水平”进行评分。
问卷首先进行了小样本调查， 并经过修改完善

后形成了正式问卷, 通过计算，Cronbach Alpha 内在

一致性系数在 0.8 左右，表明问卷有较高的信度。
2.2 结果与分析

问卷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表

明， 调查对象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五项影响

因素“重要性”评分的 Likert 均值都在 3.95 分以上

（满分为 5 分，以下同），表明这五项因素对产业政策

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有较大影响, 但影响程度存在差

异， 各影响因素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行业及企

业特征”、“文化与价值观”、“沟通渠道与能力”、“产

业政策意识”、“机构、制度与机制”。
然而， 调查对象对所在企业在产业政策环境适

应能力“现状水平”的评价总体上不容乐观，各因素

的 Likert 均值都在 3.50 分以下，“现实水平”的评价

明显落后于其“重要性”的评价。 见表 3（第Ⅱ部分）

和图 2 所示。
（1）“行业及企业特征” 是影响产业政策环境适

应能力的首要因素， 企业在这一方面的现状水平相

对理想。
在五类影响因素“重要性”评价中，“行业及企业

特征”的 Likert 均值为 4.47 分，这一因素包括四个

评价子项：“自主经营权限”、“技术研发能力”、“所在

行业的前景及成长性”、“所在行业的竞争性”， 四个

评价子项影响程度存在一些差异。 在五类影响因素

“现实水平”评价中，“行业及企业特征”的 Likert 均

值为 3.37 分，尽管落后于其“重要性”的评价，但仍

处于相对理想的水平。
①“行业及企业特征”四个评价子项对产业环境

适应能力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其中“自主经营权限”
对产业环境适应能力影响最显著。 统计结果显示，
“自主经营权限”、“行业竞争性”、“行业成长性”、“技

术研发能力”等评价子项“重要性”评价的 Likert 均

值分别为 4.56、4.47、4.45 和 4.40， 显然，“行业及企

业特征” 四个评价子项对产业环境适应能力都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其中企业“自主经营权限”是最为重

要的影响因素。
②企业在“行业及企业特征”四个评价子项“现

实水平”评价落后于其“重要性”的评价，但仍处于相

对理想的水平。统计结果显示，“自主经营权限”、“行

业竞争性”、“行业成长性”、“技术研发能力” 等评价

子项 “现实水平” 评价的 Likert 均值分别为 3.48、
3.45、3.34 和 3.19， 总体上处于相对理想的水平，但

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文化与价值观” 是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环

境适应能力第二重要的因素， 企业在这一方面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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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水平基本理想。
①“文化与价值观”的三个评价子项对产业环境

适应能力影响都比较重要，其中“创新文化”评价子

项对产业环境适应能力影响最显著。统计结果显示，

“文化与价值观” 重要性评价的 Likert 均值为 4.44，
在五类评价因素中列第 2 位。 “文化与价值观”的三

个评价子项 “创新文化”、“学习文化”、“公司价值观

的认同”重要性评价的 Likert 均值分别为 4.52、4.48
和 4.32。显然，“文化与价值观”的三个评价子项对产

业环境适应能力都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②企业在“文化与价值观”的三个评价子项“现

实水平”评价落后于其“重要性”评价，但处于基本理

想水平。统计结果显示，“文化与价值观”现实水平评

价的 Likert 均值为 3.34， 在五类评价因素中列第 2
位。在“文化与价值观”的三个评价子项现实水平中，
“公司创新文化”Likert 均值为 3.47。 “学习文化”、“公

司 价 值 观 认 同” 等 评 价 子 项 的 Likert 均 值 分 别 为

3.37 和 3.19，显然，相对于企业“文化与价值观”的其

他评价子项，员工对“公司价值观认同”有待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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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高。
（3）“沟通渠道与能力” 是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

环境适应能力第三重要的因素， 企业在这一方面的

现状水平不容乐观。
①“沟通渠道与能力”的三个评价子项对产业环

境适应能力的影响都比较重要，其中“建立了产业政

策信息（外部）反馈渠道”评价子项对产业环境适应

能力影响最显著。 “沟通渠道与能力”包括 “内部信

息传递畅通性”、“外部信息反馈渠道”、“信息分析处

理能力” 三个评价子项。 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评价

子项对于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重要性评价

的 Likert 均值分别为 4.37、4.27、4.24。 显然，沟通渠

道与能力的三个评价子项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

业的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
②企业在“沟通渠道与能力”方面的现实水平不

容乐观。统计结果显示，“沟通渠道与能力”现实水平

评价的 Likert 均值为 3.21，在五个因素中，其“现实

水平” 理想程度排名第四。 其中，“外部信息反馈渠

道”、“内部信息传递畅通性”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
现 实 水 平 评 价 的 Likert 均 值 分 别 为 3.24、3.23 和

3.16，总体情况明显落后于其“重要性”。
（4）“产业政策意识” 是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环

境适应能力第四重要的因素， 企业在这一方面的现

状水平值得重视。
①“产业政策意识”的三个评价子项对产业环境

适应能力影响都比较重要，其中“高层领导产业政策

的意识”最重要。 统计结果显示，“产业政策意识”重

要性评价的 Likert 均值为 4，但在三个评价子项中，
“高层领导产业政策意识”重要性评价的 Likert 均值

高达 4.74，显然，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有着非常

显著影响。 “中层领导产业政策意识”重要性的 Lik-
ert 均值为 3.98，然而“普通员工产业政策意识”重要

性的 Likert 均值只有 3.27。 显然，“普通员工产业政

策意识”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没有太大影响。
②企业在“产业政策意识”方面的现实水平值得

重视。 统计结果显示，“产业政策意识”的 Likert 均值

为 3.33，在五个因素中，其理想程度排名第三。其中，
“高层领导产业政策意识”、“中层领导产业政策意

识”和“普通员工产业政策意识”现实水平的 Likert
均值分别为 3.79、3.31 和 2.90，明显落后于其“重要

性”，特别是“普通员工产业政策意识”处于非常低的

水平。

（5）“机构、制度与机制”是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

环境适应能力第五重要的因素， 企业在这一方面的

现状水平非常不理想。
①“机构、制度与机制”四个评价子项对产业环

境适应能力的影响都比较重要，其中“有机式（柔性）
组织结构”最重要。 “机构、制度与机制”重要性评价

的 Likert 均值为 3.95， “有机式（柔性）组织结构”、
“产业政策研究的激励机制”、“产业政策研究机构

（或人员）”、“产业政策研究制度”重要性评价的 Lik-
ert 均值分别为 4.01、3.98、3.90、3.82。显然，这四项因

素对于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有一定的影

响，但“有机式（柔性）组织结构”是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
②企业在“机构、制度与机制”方面的现实水平

非常不理想。 统计结果显示，“机构、制度与机制”现

实水平评价的 Likert 均值仅为 3.02。 其中，“有机式

（柔性）组织结构”、“产业政策研究的激励机制”、“产

业政策研究机构（或人员）”、“产业政策研究制度”等

评价子项现实水平评价的 Likert 均值分别为 3.21、
2.97、3.03、2.89，显然，企业在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均

不理想，其中“产业政策研究激励机制”方面的情况

最不理想。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3.1 主要结论

（1）“行业及企业特征”、“文化与价值观”、“沟通

渠道与能力”、“产业政策意识”、“机构、制度与机制”
等都是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重要因

素，其中“行业及企业特征”，即：企业所在行业的竞

争性、 自主经营的独立性以及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是

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首要因素。
（2） 在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五

项因素中， 调查对象对各影响因素现状评价的 Lik-
ert 均值普遍偏低，表明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的适应

能力不容乐观，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机构、制

度与机制”，即：企业在组织结构、产业研究激励机制

及相关人员机构配置等方面的现状水平最不理想。
（3） 影响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五项

因素的重要性评价与实际水平评价排序基本一致，
除“沟通渠道与能力”、“产业政策意识”两项因素的

排序稍有变动外，其他完全一致。
（4）“高层领导产业政策意识”、“企业自主经营

权限”和“创新文化”被认为是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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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能力中最重要的三项影响因素。
3.2 政策建议

（1）扩大企业独立自主经营权限，练好内功是提

高企业环境适应能力的根本。
企业特征与其所属行业的特点是影响企业产业

环境适应能力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加强自身能力建

设，练好内功是提高企业环境适应能力的根本。具体

来说，一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独立自主经营权限，以较

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快速地对市场变化作出及时反

应；二要提高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增强产品在市场

上的竞争能力， 这是企业应对和塑造市场需求的重

要体现； 三要选择前景好、 成长性和竞争性强的行

业， 行业的内在盈利能力是决定企业盈利能力的首

要因素， 因此正确选择行业能为企业的成功产生事

半功倍的效果。
（2）文化是企业的灵魂，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对

于提升环境适应能力至关重要。
建设一种与企业发展相符、有凝聚力、持续创新

学习的企业文化， 是企业提升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

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首先，要塑造员工共同价值观。这要求企业实现

人性化管理，尊重员工，充分授权，强调员工的主人

翁地位，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使命感、归属感。
其次，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企业要树立创新理

念，广开言路，营造集思广益的氛围，建立创新激励

机制，奖励创新思维以及合理化建议。
此外，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创建学习型组织。

鼓励全员自主学习，将获取的知识在企业内部交流、
传递，并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知识。高层领导要重视学

习，起好带头作用，自觉渲染学习气氛。
（3）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提高企业在瞬息

万变的市场环境中抢先一步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
从而提高企业对产业政策环境的适应能力。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 信息已成为企业的

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 良好的信息沟通是企业做出

科学决策的基础， 因此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也

是企业适应能力的表现之一。
一方面，通过建立网站、定期市场调查、让销售

人员在销售的过程中直接向顾客收集信息等多种途

径，建立产业政策信息（外部）反馈渠道。
另一方面，要保证公司内部信息传递畅通无阻，

通过电子邮件、 内部共享的沟通平台等多种途径收

集并传递各种信息。
此外，还要加强产业政策信息的分析处理能力，

对于各种信息要善于分类、判断和筛选，认真鉴别，
加以取舍，去伪存真，将有效信息消化并吸收。 还要

善于对过去和现在的信息进行加工， 实现信息的增

值，并从中思考未来的产业政策发展趋势与变化，从

中发现机遇和新的发展方向。
（4）增进产业政策环境意识和能力，帮助企业做

到有备无患，灵活应对产业环境的变化。随着经济信

息化、全球化以及竞争主体多元化、竞争关系复杂化

的深入，企业管理者特别是高层领导者，必须高度重

视并全面提升关注产业政策环境变化的意识和能

力。
首先要从多种渠道关注相关的产业政策、 与企

业发展有关的新闻和信息以及了解党和政府的各项

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将对企业产生什么影响，只

有吃透政策才能把准方向。其次，对信息保持高度的

敏感性， 尽可能让自己多了解外部环境提供的信息

与数据，从而帮助自己做出正确的决策。 再次，要注

重行业内的交流与合作， 如今各种各样的企业展览

会、交流会越来越多，参加这些活动除了能向外界展

示自己的产品、与目标顾客接触外，同时也是企业获

取相关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层领导者作为企业重要的中枢系统， 是沟通

决策层与执行层的桥梁， 提升他们的产业环境研究

的意识和能力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方面中

层领导者可以定期以会议或其他形式交流自己所获

取的相关的产业信息，并经过整理后向高管呈递，以

提供建设性的建议， 帮助他们作出有利于企业发展

的决策。另一方面要树立关注产业政策环境的榜样，
让员工深受感染，主动为企业的发展做出努力。

（5） 灵活的组织结构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是企业

提高产业政策环境适应能力的重要保障。
组织结构与管理制度对于企业提升产业环境适

应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①建立复杂适应组织。一是使组织结构扁平化、

网络化并建立有机式（柔性）组织结构；二是将传统

组织中自上而下、 命令式的信息传递方式改为所有

组织成员交互作用、协同运作的方式；三是将组织中

的每一个成员和单位作为行为主体， 通过每个行为

主体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发挥主观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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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从而达到提升整个组织对产业环境的适应能力

的目的。
②设置专门的机构或安排专门人员进行产业政

策环境的研究。 这一机构或人员集中精力负责关注

相关产业政策、收集产业政策环境变动的信息，对信

息进行处理， 并形成应对产业政策环境变动的措施

以及实施的行动方案，帮助企业适应产业政策环境，
向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前进。

③建立产业政策环境研究制度和激励机制。 将

能够保障产业政策环境研究机制正常运行的规范、
条例以文字的形式制定出来形成制度， 以使其有章

可循。
④依据员工所提供的产业政策环境信息及应对

措施的有效性， 及时给予相应的精神鼓励或物质奖

励，以激发全员参与产业政策环境研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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