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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战略导向的现有综述主要关注了战略管理和营销管理领域的研究，但缺乏对

运营管理中的各类战略导向的系统论述。对这一文献空白进行填补，综述成本、差异化、

质量、柔性、服务、可持续及供应链导向的定义、测量方式及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并总结

运营战略导向相关研究的特点。提出运营战略导向的未来研究方向：社会可持续导向和

数字化导向对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的影响；更多情境因素对运营战略导向的调节效应；

不同类型的战略导向对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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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为了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实施战略导向的重要性［１－２］。战略

导向是指导企业行为和管理实践的战略方向，明确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体现了企业的战略定位，能

够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优异的绩效［３－４］。
现有研究关注了不同类型战略导向对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的影响，包括市场导向、创业导向、学习

导向、技术导向、成本导向、质量导向、服务导向等［５－８］。为了更全面地回顾战略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些研究［４，９－１１］进行了详尽的元分析或文献综述分析。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从战略或营销管理的角度评

述了市场导向、创业导向和学习导向等战略导向［１２］。但是，企业战略的实现还需 要高效 的运 营和独特

的实践［１３］，这些运营实践还应兼顾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１４］。然而，尚未有研究从运营管理和运营战略

的角度回顾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对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的影响。
为了填补这一文献空缺，本文系统综述运营战略导向的相关文献。具体地，本文介绍运营战略导向

的内涵和类型，综述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对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的影响，总结运营战略导向相关

研究的主要特点，并提出运营战略导向的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系统全面地梳理了

国内外运营战略导向相关文献，并指出运营战略导向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１　理论背景

１．１　企业战略导向

企业战略导向是指导企业致力于发展可持续商业绩效的战略方向［１，１５］。较之“战略”的概念，战略

导向的内涵相对清晰，它明确了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反应了企业的战略 定位［１６］。企业战略导向试图

在企业战略、组织资源及各类要素和企业追求的市场环境之间建立一种匹配［１０，１３，１７－１８］，从而更好地指导

企业的决策、行为和活动，帮助企业获得优异的绩效和利润［１９－２１］。

企业战略导向有丰富的内涵和定义方式。面临着多样的市场环境，不同的企业会选择适合自身的战

略导向。Ｖｅｎｋａｔｒａｍａｎ［２］指出，关于企业战略导向的测量可以有叙事式（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分类式（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ｏｒｙ）和
比较式（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等测量方法。叙事式测量主要来自对特定企业仔细深入的定性研究。分类式和

比较式测量的企业战略导向被大量地应用于实证研究。Ｍｉｌｅｓ等［２２］提出了一种典型的战略导向 分类，
将企业分为探索者、分析者、防御者和反应者。基于比较式测量的战略导向反映了被测量对象的核心特

征的强弱［２］。现有综述关注了不同情境下各类战略导向对企业的影响，包括市场导向、技术导向、创业

导向、学习导向等［４－５］，其中一些已有详尽的元分析研究［９－１１，２３］。

企业战略导向能够指导企业建立一系列相关的运营能力［１６］，包括结构能力及基础能力［３］。不同企

业的运营能力也因其战略导向的选择而大相径庭［１９］。例如，技术导向会降低企 业的 库存敏 捷性，而市

场导向则没有显著影响［２４］；市场导向能够促进企业外部整合，而学习导向却没有显著作用［２５］；战略导向

是企业大规模定制生产能力的重要前因，但不同战略导向在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的效果有显著差异［３］。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探索 了 企 业 战 略 导 向 与 企 业 运 营 能 力 直 接 的 关 系，但 多 数 研 究［１２，２３］关 注 的 市 场 导

向、创业导向等主要是从营销或一般管理战略方面探讨了战略导向的影响，并没有关注这一过程中运营

战略的作用，留下了研究空白。

１．２　运营战略导向概念界定

运营战略是企业战略落实为运营实践的指导蓝图［２６］。运营战略是指企业开发、定位和匹配自身运

营活动所需的长期的资源和能力的总体计划、决策和模式［２７－２９］。具体而言，运营战略涉及企业在产量配

置、供应网络、技术流程、组织发展等诸多方面的运营安排［２８］和策略形成过程［３０］。运营战略旨在帮助企

业更有效率地将各类资源和能力转化为产出［３１］。但是，Ｐｏｒｔｅｒ［１３］指出，运营有效性不是战略，只是战略

的必要条件。因此，为了避免企业陷入互相追赶、盲目竞争的泥潭，企业需要通过运营战略来匹配竞争

优先权和企业整体战略，有针对性地实施运营战略，创造独特的持续竞争优势［３２］。
竞争优先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是运营战略的重要讨论对象，它既引导运营战略的意图，也指导

着运营战略的实现［３３］。在一般情况下，由于运营目标的逻辑矛盾［３４］或企业资源限制［３５］，决策者需要对

资源的分配、流程及能力的建立和企业运营最关注的绩效表现作出取舍（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３６－３７］。在这种情况

下被优先满足的运营目标即为竞争优先权。竞争优先权被认为对企业运营的流程、能力、绩效等方面有

显著的重要性［３８］。最主要且常用的竞争优先权包括成本、质量、柔性和交付，这些维度更多地适用于制

造企业，且它们的内涵往往存在着不一致，因而企业需要作出取舍［３８－３９］；一些研究还讨论了其他情境下

服务［４０］、供应链［２６，４１］和企业增长［２９］的竞争优先权。竞争优先权的确立使得企业会开发一系列的技术、

流程和运营管理实践来满足组织的目标。尽管已经有不少研究［４２－４３］讨论了企业可以累积地建立不同竞

争优先权所需的能力，但竞争优先权的权衡仍然存在，并影响着组织运营战略的许多选择［２８，３７］。

笔者认为，在运营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组织推行某一个或若干个竞争优先权的战略意图即为运营战

略导向。这一认知与Ｎｏｂｌｅ等［４４］认为战略导向是影响企业战略及战术的内部的竞 争价值观或 优先权

异曲同工。一些研究明确地注意到了运营层面的战略关注对企业的影响。运营战略导向能反映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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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营问题的重视程度，从而表现出对运营活动在资源分配、能力建设等方面赋予的高优先权，包括在

成本、质量、柔性等方面的优先权［１５］。Ｎｏｂｌｅ等［４４］指出，一些企业可能会选择生产导向作为组织的工作

重心。具体而言，生产导向是指企业着重地通过生产效率、成本削减、大规模生产等方式来高效率地提

供有价格吸引力和质量保障的产品或服务。Ｐａｔｅｌ等［４５］在研究中强调了运营维度的供应链导向，该导

向不但强调在企业层面将资源承诺、发展方向和资金支出倾向于企业的供应链关系管理，同时也强调企业

要着重实施能加强与供应链伙伴的信任、交互、合作和促进供应链伙伴福利的行为与活动。尽管有许多文

献［１６，４６－４７］探讨了成本、质量、服务等方面的导向和企业运营的关系，现有的战略导向研究却主要聚焦于战

略层面的因素，如企业家导向、市场导向、创新导向等［４－５，１１］，缺乏了运营战略层面的分析。因此，本文综述

了现有研究中较为常见的运营战略导向，从而丰富相应领域的研究认知，并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建议。

２　运营战略导向的基本分类

本节对现有文献中讨论较多的运营战略 导 向的定义、常见测量方式及特点进行简要介绍，包括成

本、差异化、质量、柔性、服务、可持续和供应链导向。为进一步说明不同运营战略导向的重要作用，表１
列示了相关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表１　运营战略导向的实证研究介绍

运营战略导向 主要研究结论

成本导向

·　提高企业财务绩效［７，４８－５０］

·　提高企业绩效，提高企业高层人员对企业的满意度［５１］

·　促进渐进式创新［５２］

·　除了依托成本实施防御战略的企 业 外，采 用 市 场 探 索 或 市 场 分 析 战 略 的 企 业 并 不 能 从 成 本 导

向中获益［５３］；创业型企业也难以从成本导向中获益［２０］

·　正向调节知识获取与传播对企业进行供应链整合的促进作用［５４］

差异化导向
·　无法直接提高财务绩效［７，４８，５０］

·　促进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绩效［４９］

质量导向

·　促进运营绩效［７，５５］、市场绩效［５５－５６］、财务绩效［５６－５８］

·　促进员工自主性，进而提高市场绩效、客户满意度和运营效率［５９］

·　促进创新性，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新产品绩效［６０］

·　促进供应商关系交换，进而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６１］，促进利用式创 新 和 探 索 式 创 新，进 而 促 进

企业持续增长［６２］

柔性导向

·　促进企业利用先进制造技术获得较好的效益［６］（当管理层与运营层的柔性导向较为一致、员工

自由裁量权较高时，企业的绩效表现更佳［６３］）
·　提高交互式利润规划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绩效［６４］

·　调节不同制度压力下企业采纳互联网供应链管理系统的程度［４６］

·　削弱企业出于竞争者的环境压力对环保策略主动性的促进作用［６５］

·　加强企业因顾客压力而实施的绿色创新活动以及绿色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联系［６６］

·　影响国际制造网络的结构、价值创造、治理方式等［６７－６８］

服务导向

·　提升企业盈利［６９－７０］

·　提高了客户的技 术 接 受 度 和 组 织 的 服 务 能 力，并 通 过 这 两 项 因 素 提 高 了 企 业 总 体 的 客 户 影

响力［４０］

·　促进客户关系绩效，然后提高企业盈利；促进员工满意度［７１］

·　售出产品的服务导向和提供服务化解决方案的服务导向对产品销量和服务量有不同影响并受

多个相关因素的调节［７２］

·　服务导向中的客户接待和服务领 导 力 有 助 于 企 业 构 建 职 能 型 服 务 能 力，而 服 务 技 术 系 统 和 人

力资源培训则能提高企业技术服务能力［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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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１
运营战略导向 主要研究结论

可持续导向（环境）

·　促进环境管理 实 践［７４］、绿 色 供 应 链 管 理 实 践［７５－７７］、减 少 碳 排 放 实 践［７８］、绿 色 供 应 商 开 发 实

践［７９］和环境设计实践［８０］、生态能力［８１］、网络频率和网络规模［８２］、环境合法性［８３］以及绿 色 创 新

能力［８４］

·　提高环境绩效［７８，８５］、运营绩效［８６］、市场绩效［８７］、出口绩效［８８］、创新绩效［８９］和财务绩效［９０－９３］

可持续导向（社会）
·　促进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７６］

·　促进社会可持续供应链管理实践，进一步影响企业运营绩效和社会可持续绩效［９４－９５］

供应链导向

·　促进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及绩效表现［９６－９７］

·　将供应链导向分为战略和结构两部分，战略供应链导向能促进结构供应链导向和企业绩效，且

结构供应链导向起显著的中介作用［９８］

·　提高供应链敏捷性［９９］

·　促进内部整合［１００］

·　影响供应链协作合同类型的选择［１０１］

·　促进运营柔性，进而提升企业绩效［１０２］

·　促进企业韧性，提升供应链绩效［１０３］

·　对供应链导向、市场导 向 和 一 些 供 应 链 管 理 能 力 进 行 匹 配，识 别 出 若 干 企 业 竞 争 优 势 较 强 的

组态［１０４］

２．１　成本导向（ｃｏｓ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与差异化导向（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ｅｒ［１０５］提出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两项基本战略，即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这一分析思

路长期影响了许多企业对自身竞争优先权的认识和选择，因此许多研究［４９，１０６］也并列地考虑成本与差异

化导向。Ｆａｉｎｓｈｍｉｄｔ等［１０６］对成本导向的定义是为企业“配置效率驱动的价值链活动以提供 具 有 价 格

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的发展方向，而差异化导向则被定义为能帮助企业发展“提高（客户）可感知的价

值、独特性或质量的价值链活动”的战略方向。Ｔｏｋｍａｎ等［１０７］指出，成本导向的假设是高效的生产和运

营能够（为市场）提供广泛可得的、相对廉价的产品和服务来吸引顾客，而差异化导向的基本假设则是通

过独特的、表现优异的能力提供受欢迎的高利润产品和服务来吸引顾客。还有一些研究仅关注了成本

导向：Ｋｏｒｔｍａｎｎ［５２］认为成本导向是“提高价值链中所有部分的效率并充分利用企业当前的市场定位”。

Ｄｅｓｈｐａｎｄé等［２０］认为成本导向侧重于让企业以最小化的成本和高效的生产来提供质量有保证且价格

有吸引力的产品。
除了成本导向外，一些研究也涉及了效率导向［６７］和生产力导向［１０８］，但其内涵仍聚焦于通过更有效

的资源使用及运营来控制成本，提高可靠性，提升企业绩效，实现利润增长。成本导向及差异化导向的

测量方式与定义较为接近，此处不再赘述。基于不同的竞争力来源，成本导向和差异化导向对企业运营

能力和各方面绩效表现的影响也很不相同。

２．２　质量导向（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在运营活动中，企业越来越意识到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并将质量导向作为企业重要的运

营战略［６１］。质量导向是一种企业文化或理念，体现了企业致力于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承诺［６２］。学者

们［５７－５８，６２］认为质量导向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包括高层管理承诺、员工质量培训、质量控制项目以及持

续改进。高层管理承诺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对质量管理的重视和支持［６２］。员工质量培训是指通

过教育、培训和员工参与等措施实现提高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目标［６２］。质量控制项目强调企业通

过实施质量管理系统减少运营流程的变化和提供高质量的产品［１０９］。持续改进强调企业对于产品和服

务质量持续改进的承诺［６２］。质量导向被认为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

２．３　柔性导向（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在运营实践中，一些企业明显地会受到以组织、生产的灵活变化为重心的组织文化或价值取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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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１１０－１１１］。这种重视柔性优先权的战略考量被 称 为柔 性 导 向。柔性导向注重企业的创造力、自发性和

风险承担［４６］，具有柔性导向的企业往往倾向于自发地投入资源去发展独特的、与其他企业产生差异的

能力或实践，并认为企业的异质性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柔性导向强调企业的创造力、变革和授权，希望

企业可以树立倡导创新的文化，还鼓励高级管理者授权给企业员工，帮助员工开发新技能，构建信任并

减少可能的抵抗［６］。具备柔性导向的企业也会更重视快速响应外界变化、持续满足变化中的客户需求

并提供定制化的产品 及 服 务 和 实 现 长 期 的 增 长［６６－６７］。柔 性 导 向 还 倡 导 建 立 自 由 高 效 的 合 作 团 队［６４］。
总而言之，柔性导向能够促进组织高层放权，提高成员自主性，激发集体的创造力、反应能力和风险应对

能力，从而实现组织的快速变革并获得竞争优势。现有的实证研究［６４－６５］也往往基于这些方面，对柔性导

向进行测量。柔性导向对企业的能力和绩效有着多样的影响。

２．４　服务导向（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供优质的服务已经成为企业在制定其运营战略的一个重要选项，是企业持

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８，４７，１１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很多企业试图在组织中建立服务导向。企业的服

务导向是指引组织通过服务创造非凡的客户价值的重要因素［１１３］。Ｈｏｍｂｕｒｇ等［６９］回顾前人研究后指

出，服务导向既反映企业的员工个人特性，也表现为企业组织层面的特定结构、文化或战略考量。本文

主要关注后者。服务导向反映了组织对那些能够支持和奖励创造并提供优异服务的组织政策、实践或

程序的接受程度［６９，７２，１１３］。在后续的一些研究中，服务导向的定义被进 一步 简 化为“企业整体对提供优

异服务的倾向”［４７］。服务导向能为企业带来显著的积极影响，许多实证研究为此观点提供了支持。

尽管以往的研究［６９，７１－７２，１１３］对 组 织 服 务 导 向 的 定 义 比 较 一 致，但 对 服 务 导 向 的 测 量 则 不 尽 相 同。

Ｈｏｍｂｕｒｇ等［６９］认为服务导向主要体现在：（１）企业提供的服务数量；（２）提供服务的广度；（３）理解的服

务重要性。Ａｎｔｉｏｃｏ等［７２］认同并采纳了这一构念设计，同时强调这一设计符合商业导向的 基本概念内

涵，即宽度、重要性及完成程度。更多的研究则认为服务导向是个相对复杂的概念，难以通过寥寥数个

问项来反映，需要设计高阶构念来全面刻画。例如，一些文献［７１，１１３］认为企业的服务导向涉及企业的客

户接待、服务技术、服务领导力和服务培训等４个维度。Ｏｌｉｖｅｉｒａ等［４０，４７］则从“最佳实践”的视角出发，
将服务风气、市场聚焦、服务流程管理、人力资源政策或实践和度量标准这５个不同类型的服务能力整

合起来，作为服务导向的测量方式。实证研究发现，在服务化的制造企业中，服务导向的组织结构和人

力资源管理子维度能显著提高企业的财务和服务绩效，这一正向关系还被服务导向的组织文化维度正

向调节［８］。

服务导向的适用情境较为广泛，已有文献讨论了在零售业［６９，７１］、制造业服务化［１１４－１１５］、电子商务运

营［４７］和博物馆运营管理［１１６］等多种场景下组织服务导向的重要意义。其中，制造企业服务化是一个较

为复杂的情境。由于需要权衡产品导向和服务导向及其结果［７２，１１４］，企业会出现对不同导向的理解差异

甚至矛盾，进而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１１５］。随着供应网络的全球化发展，Ｒａｓｏｕｌｉ等［１１７］提出的概念模型

提倡加强供应网络内全体成员的服务导向，并借助有效的网络治理来共同促进供应网络成员的交互和

合作，进而帮助整个供应网络在上下游协作、价值共创的客户服务竞争中脱颖而出。

２．５　可持续导向（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随着利益相关者压力的不断增长，可持续导向逐渐成为企业运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５］。企业需

要在运营活动中关注可持续导向，以应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供应商、客户、当地社区、政府和非

政府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日益增长的压力。可持续导向反映了管理者对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和社

会问题的重要性的感知［１５，１１８］。研究者将可持续导向划分为２个重要维度：环境可持续导向［１１９］和社会

可持续导向［９４］。环境可持续导向包括内部和外部环境可持续导向［７５，１１９］。内部环境可持续导向是指企

业内部关于环境保护承诺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主要体现在企业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可持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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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布以及员工环保意识的提高；外部环境可持续导向是指企业管理者对于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环

境保护需求的重要性的感知［７５］。社会可持续导向强调企业对于社会可持续管理实践的承诺，反映了以

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企业文化［９４］。现有关于可持续导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维度，探讨了环境

可持续导向对企业行为、资源／能力和绩效的影响；而关于社会可持续导向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探讨了

其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

２．６　供应链导向（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随着供应链的发展以及供应链管理相关研究的出现，研究者注意到许多企业在开展相关管理实践

时都会受到企业内部对供应链的整体认识和供应链实践准备度（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的影响［１２０］。这样一种聚焦

于企业所处的供应链的战略思考或管理理解，被称为供应链导向［１２１］。由于思考内涵的差异，供应链导

向被认为是一种区别于供应链管理的独立概念，供应链导向能够指导供应链中的诸多企业实施其供应

链管理，最终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Ｍｅｎｔｚｅｒ等［１２１］将供应链导向定义为“组织对于系统性、战略性地实

施那些能够管理供应链中多种流（物流、信息流、现金流等）的具体活动的认知”。这一定义也为后续的

诸多研究者［９８－１０１］所采纳。基于这一定义，Ｐａｔｅｌ等［４５］认为供应链导向是指企业从战略和运营层面同时

践行供应链哲学。所谓供应链哲学，主要指通过以下３种方式提升企业绩效的思路：（１）采用系统方式

将供应链视为一个整体；（２）建立与供应链伙伴协同来共同实现目标的战略关系；（３）聚焦于为最终用户

创造价值［９６，１２１］。Ｅｓｐｅｒ等［９８］的概念性研究也强调了需要从战略层面和结构层面分别理解供应链导向。

供应链导向的定义内容较为丰富，因此它的操作化也相对复杂。尽管 Ｍｅｎｔｚｅｒ等［１２１］认为企业对供

应链成员的信任、承诺、依赖、兼容、愿景、领导力和来自高管团队的支持可能是供应链导向的潜在前因，

不少研究者［４５，９６，１０１］直接将其中的部分概念作为测量供应链导向的子维度。此外，一些研究［４５，９６－９７］在测

量供应链导向时纳入了其他因素，如对供应链成员的亲善度、可信性、协作共识、分享信息和收益的共识

等多方面的认知。企业的供应链导向对企业能力和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些文章还关注了与供应链导向较为类似的其他导向。Ｚｉｇｇｅｒｓ等［１２２］的研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

供应链的上游，提出了供应商库导向（ｓｕｐｐｌｙ　ｂａｓ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并基于供应商库的结构化、对供应商的

关注及对长期关系的关注对其进行测量。供应商库导向不但对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还能正向调节

客户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１２２］。此外，一些研究者还注重发挥供应链在可持续运营管理方面的

显著作用，研究了可持续供应链导向［１２３］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向［１２４］的积极作用。

３　运营战略导向研究的主要特点

３．１　运营战略导向研究的文献分析

上文介绍了研究者关注较多的运营战略导向。成本、差异化、质量、柔性及服务导向主要聚焦于企

业运营的经典 维 度，主 要 围 绕 企 业 内 部 产 品 及 服 务 运 营 的 效 率 与 效 果。随 着 利 益 相 关 者 研 究 的 兴

起［１２５］，企业日益重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及其突 出 的战略意 义［１２６］，许多企业注重通过调整企业的运营

实践来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一理念的落实也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兴趣。出于对利益相关者的考量，
供应链伙伴及其福祉也成为运营管理研究的重要维度，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

图１总结了上述典型运营战略导向在 ＡＪ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Ｇｕｉｄｅ）列表二星及以上期刊发表的

论文数量。相较于企业战略导向丰富的研究数量，运营战略导向相关的研究较少。许多运营管理领域

的研究从结果的维度来理解竞争优先权，分析企业在成本、柔性、服务等维度的绩效表现；而本研究基于

运营战略对企业资源配置、能力构建和管理实践的指导作用来理解企业的竞争优先权，强调了运营战略

导向对企业运营能力建设与发展的作用。
运营战略导向研究的变化反映了运营战略的发展趋势，可以简单总结为“由内到外，由简入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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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类型运营战略导向论文数量

比成本导向、质量导向或柔性导向，服务导向、可持续导向及供应链导向的内涵都比较丰富，跨越多个维

度。此外，Ｗａｒｄ等［３８］指出运营战略中典型的竞争优先权包括成本、质量、柔性和交付，服务导向的相关

讨论也源远流长［１１４］，这些维度虽然也会受到供应链伙伴的影响，但主要通过企业内部运营的管理与控

制进行。同时，本文注意到现有研究很少提及运输或交付相关的战略导向，可能的原因是运输、交付的

目标较为简明可控，且产品或服务的交付与企业服务导向的内涵有所重叠［１２７］。当企业运营涉及对合

作伙伴、环境、社会的影响时，企业就很难通过传统管理方式达到预定的目标，甚至正式治理的相关方式

也难以有效实现企业的战略目的。因此，可持续导向及供应链导向如何改变企业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

认知并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能力、实践等方面产生影响，还有很大的研究空白。

３．２　运营战略导向的作用

运营战略导向会对企业多种运营管理实践起到直接影响，且不同战略导向可能会影响同一类企业

职能的不同方面。例如：Ｋｏｒｔｍａｎｎ［５２］证实成本导向能够促进渐进式的创新；Ｓｅｔｈｉ等［１０９］分析了质量导

向对 企 业 创 新 的 影 响；Ｋｈａｎ等［６２］研 究 了 质 量 导 向 对 渐 进 式 创 新 和 探 索 式 创 新 能 力 的 促 进 作 用。

Ｇｅｒｍａｉｎ等［６１］说明质量导向如何促进供应商关系交换；而供应链导向能够提高供应链敏 捷性［９９］、影响

供应链的组织间合作［１０１］。

运营战略导向对企业绩效有着较显著的作用，但往往要通过具体的运营活动或能力来实现。一类

典型的实证研究的主要分析范式是运营战略导向调节企业运营实践到绩效的关系。Ｒｕｉｚ－Ｏｒｔｅｇａ［７］指

出成本导向和质量导向均能正向调节企业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差异化导向也会负向调节质量

管理实践的绩效效应［５１］。另一类研究［７５，１２１］主要采用了“导向—实践—绩效”的逻辑框 架。例 如：服 务

导向先提高了客户的技术接受能力和组织的服务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市场表现［４０］；柔性导向不但

可以提高企业利润规划能力，还进一步提升企业绩效［６４］。

３．３　从权变视角分析运营战略导向

不同战略导向的适用情境有所不同。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类分析运营战略导向如何受到权变因素影

响的方式：一类是基于分类、聚类或组态方法识别企业存在的类别差异，从匹配视角分析战略导向的差

异；另一类则主要分析不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从匹配视角出发，研究［４８］发现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

生命周期会显著影响成本导向和差异化导向对企业绩 效 的 作 用；Ｆａｉｎｓｈｍｉｄｔ等［４９］的组态分析指出，环

境的资源丰富程度与企业的差异化导向往往同时出现，环境的动态程度也与企业的运营战略导向紧密

相关，这些组态都能够帮助企业构建竞争优势；Ｇｌｉｇｏｒ等［１０４］也基于组态分析发现供应链导向、市场导向

和供应链管理能力能够构成几种绩效表现较好的组合。
来自市场、制度或企业等层面的外部因素影响着运营战略导向发挥作用的方式。较强的监管机构

影响可以促进企业出于环境可持续导向而树立更好的环保策略［７４］。服务导向对服务绩效的正 向作用

受企业的服务技术水平、服务训练等多种企业行为的调节影响［７２］。柔性导向的研究还关注了企业对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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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重视程度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和企业绩效间的调节作用［６５－６６］。

３．４　战略导向的相互关系

许多研究［５，１１，１２８］指出，不同类型的战略导向并非是互相独立的。Ｈａｋａｌａ［５］介绍了现有研究对不同

企业战略导向之间关系的３种典型理解，分别是顺序型、替代型和互补型。顺序型关系是指战略导向是

线性发展的，企业按一定次序、基于已经实现的战略导向逐步提升，最终实现对企业最优的战略导向；替
代型关系是指不同战略导向适用情境有差异，企业出于权变因素的考虑，选择最适合当前情境的战略导

向；互补型关系刻画了包含多种战略导向的组合，企业应该追求最匹配的战略导向组合［５］。

不少研究都同时关注了几种运营战略导向或同时关注了运营战略和其他维度的多种战略导向。从

运营战略视角出发，不同战略导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有进一步的分析思路。基于运营战略与企业战

略之间的联系，运营战略导向可以成为实现企业战略的不同方式；而不同运营战略导向及其他职能维度

的战略导向共存时，则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或替代。例如：企业的长期导向是服务导向的潜在前

因［６９］；市场导向是供应链 导 向 的 重 要 前 因［９６］；Ｗａｎｇ等［５５］指 出 存 在 着“市 场 导 向—学 习 导 向—质 量 导

向”的顺序关系。这些研究展示了如何将企业战略层面的意图具象为特定的运营战略优先权。除了序

列式的战略导向关系外，一些研究还发现不同的战略导向组合也体现出不同的作用。供应商导向与顾

客导向同时出现时，两者对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加强［１２２］。Ｔｏｋｍａｎ等［１０７］基于成本、差异化、销售和客

户导向聚类得到了３种不同的战略导向组合，这些组合中的企业在柔性、信息分享和问题解决等方面表

现出显著的不同。Ｓｕｍ等［１２９］基于新加坡的中小企业数据，刻画了基于成本、质量、柔性等不同运营优

先权的企业聚类，聚类间差异展现出了成本与质量的取舍，类别间的企业职能及绩效表现也体现出明显

差异。
除了上述３种战略导向的相互关系外，对不同战略导向取交集的做法也为一些研究者采用。基于

不同战略导向的交集，企业可能更为清晰聚焦地开展运营战略导向的相 应 实 践。Ｓｉｇｎｏｒｉ等［１２３］的定性

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思维中存在着可持续供应链导向，这些管理者试图通过与供应链伙伴的激励、匹配

和协同来更好地实现企业的可持续运营。类似地，Ｌｉｕ等［１２４］提出了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向，从战略重视

程度、资源承诺、管理支持这３方面测量了企业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关注程度，并探究了该导向对绿色

供应链实践的积极作用。

４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以及对运营管理领域近期研究动向的观察，笔者提出关于运营战略导向３个值

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４．１　社会可持续导向和数字化导向的影响

随着企业与社会 相 互 影 响 和 企 业 数 字 化 发 展 趋 势 的 深 化，社 会 可 持 续 导 向（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数字化导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考虑到人权问题、安全生

产问题以及社区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社会可持续导向作为重要的运

营战略导向［９４］。然而，只有非常少的研究［７６，９４－９５］探讨了社会可持续导向对企业可持续管理实践和绩效

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社会可持续导向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包括人权、安全、慈善、多样

化等维度，探讨不同维度的社会可持续导向对企业可持续管理实践、创新能力以及不同类型绩效（社会

绩效、市场绩效、运营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此外，近年来数字技术（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出现了快速发展，对企业的

运营和供应链流程产生了巨大影响［１２０］。数字化导向作为重要的运营战略导向对企业在数字时代获取

可持续竞争优势有着关键的作用。然而，以往的研究很少探讨数字化导向对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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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通过系统的文献综述，发现只有Ａｒｄｉｔｏ等［８９］探讨了数字化导向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未来的研

究可以进一步阐述数字化导向的内涵，探讨其对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新型实践、能力和绩效的影响。

４．２　更多情境因素对运营战略导向的调节效应

运营战略导向对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的影响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因素。企业需要仔细审视运营战

略导向的边界条件，从而更有效地提高企业的能力和绩效［６１］。因此，探讨企业、行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

的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了企业内部的情境因素，比如先进制造技

术［６］、技术能力［７］、响应性［６１］、利益相关者整合［９１］以及组织文化［８］等。很少有研究探讨外部行业情境因

素（比如行业复杂性、行业动态性、行业丰厚性、行业成熟度和行业革新速度等）以及国家层面情境因素

（比如国家文化、政府监管质量、制度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和媒体透明度等）的重要调节作用。未来

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从情境理论的视角分析情境变量如何调节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对企业行为、能

力和绩效的影响，从而对运营战略领域提供更多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４．３　不同类型战略导向对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的共同作用

学者们［１５，９１］认为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战略导向如

何共同作用来影响企业行为、能力和绩效。企业通常会同时制定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然而，现有

研究对于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可能存在的 顺 序、互补作用以及替代或冲突作用的探讨仍然不足。
只有少数学者探究了不同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例如：Ｋｉｒｃｈｏｆｆ等［１３０］指出供应链导向通过环境导向影

响企业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并进一步影响企 业 绩效；Ｄａｎｓｏ等［９２］探讨了环境导向、成本导向和差异

化导向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互补作用；Ｓｈｏｕ等［１５］探讨了可持续导向和运营导向对可持续供应商管理实

践的冲突作用；Ａｒｄｉｔｏ等［８９］探讨了环境导向和数字化导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替代作用。未来的研究可

以进一步细致地分析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如何共同作用来影响企业行为、能力或绩效。例如：成本

导向和差异化导向作为前因如何影响企业其他运营战略导向（比如质量导向、柔性导向和数字化导向）
的实施，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运营或财务绩效？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比如供应链导向和数字化导

向）对企业动态能力和运营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互补或增强效应？不同类型的运营战略导向（比如成本

导向和可持续导向）对企业运营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冲突效应？企业在实施不同运营战略导向时是否

面临取舍？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分析。

参考文献
［１］ＧＡＴＩＧＮＯＮ　Ｈ，ＸＵＥＲＥＢ　Ｊ　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３４（１）：７７－９０．

［２］ＶＥＮＫＡＴＲＡＭＡＮ　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９，３５（８）：９４２－９６２．
［３］ＷＡＮＧ　Ｑ，ＷＡＮＧ　Ｚ，ＺＨＡＯ　Ｘ．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ｃｕｓｔｏｍ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５３
（１７）：５２７８－５２９５．

［４］张妍，魏江．战略导向国内外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Ｊ］．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１１）：１３９－１４３．
［５］ＨＡＫＡＬＡ　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ｒｅ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１，１３（２）：１９９－２１７．

［６］ＫＨＡＺＡＮＣＨＩ　Ｓ，ＬＥＷＩＳ　Ｍ　Ｗ，ＢＯＹＥＲ　Ｋ　Ｋ．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２５（４）：

９第１期 寿涌毅，等：运营管理中的战略导向：研究评述与展望



８７１－８８４．
［７］ＲＵＩＺ－ＯＲＴＥＧＡ　Ｍ　Ｊ．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６３（１２）：１２７３－１２８１．
［８］ＹＡＮ　Ｋ，ＬＩ　Ｇ，ＣＨＥＮＧ　Ｔ　Ｃ　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２２８：１０７７４５．

［９］ＣＡＮＯ　Ｃ　Ｒ，ＣＡＲＲＩＬＬＡＴ　Ｆ　Ａ，ＪＡＲＡＭＩＬＬＯ　Ｆ．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２００４，２１（２）：１７９－２００．

［１０］ＰＥＮＧ　Ｌ，ＬＩ　Ｙ，ＶＡＮ　ＥＳＳＥＮ　Ｍ，ｅｔ　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３７（２）：４９９－５２９．

［１１］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Ｒ　Ｓ　Ａ，ＳＴＥＴＴＬＥＲ　Ｔ　Ｒ，ＢＡＬＤＡＵＦ　Ａ，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９，４０（１１）：１８２２－１８５１．
［１２］ＳＡＨＩ　Ｇ　Ｋ，ＧＵＰＴＡ　Ｍ　Ｃ，ＣＨＥＮＧ　Ｔ　Ｃ　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ｂｉ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Ｓ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０ｅｒ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２０，２２０：１０７３９５．

［１３］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６，７４（６）：６１－７８．
［１４］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ＫＲＡＭＥＲ　Ｍ　Ｒ．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Ｊ］．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１，８９（１）：

６２－７７．
［１５］ＳＨＯＵ　Ｙ，ＳＨＡＯ　Ｊ，ＬＡＩ　Ｋ　Ｈ，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ｌ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９，

２４０：１１８２８０．
［１６］ＦＡＩＮＳＨＭＩＤＴ　Ｓ，ＷＥＮＧＥＲ　Ｌ，ＰＥＺＥＳＨＫＡＮ　Ａ，ｅｔ　ａｌ．Ｗｈｅｎ　ｄ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ｉ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５６
（４）：７５８－７８７．

［１７］邓程，杨建君，刘瑞佳，等．技术知识与新产品开发优势：战略导向的调节作用［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２１．
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９２／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３－２０５３．２０２０１１３０．００１．

［１８］韩晨，谢言，高山行．多重战略导向与企业创新绩效：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Ｊ］．管理工程学报，

２０２０，３４（６）：２９－３７．
［１９］ＨＳＵ　Ｃ　Ｃ，ＴＡＮ　Ｋ　Ｃ，ＭＯＨＡＭＡＤ　ＺＡＩＬＡＮＩ　Ｓ　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３６（１）：８６－１１０．

［２０］ＤＥＳＨＰＡＮＤÉＲ，ＧＲＩＮＳＴＥＩＮ　Ａ，ＫＩＭ　Ｓ　Ｈ，ｅｔ　ａｌ．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３０（３）：２３１－２５２．

［２１］周琪，苏敬勤，长青，等．战略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商业模式创新视角［Ｊ］．科学学与科学技

术管理，２０２０，４１（１０）：７４－９２．
［２２］ＭＩＬＥＳ　Ｒ　Ｅ，ＳＮＯＷ　Ｃ　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７８．
［２３］林嵩，刘震．战略导向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５，３５（５）：２４０－２４４．
［２４］ＵＤＥＮＩＯ　Ｍ，ＨＯＢＥＲＧ　Ｋ，ＦＲＡＮＳＯＯ　Ｊ　Ｃ．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ｇｉｌｉｔｙ　ｕｐ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０１ 信息与管理研究 ２０２２年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６２：１６－４３．
［２５］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ＥＩＤＥＬ　Ｍ　Ｊ，ＳＵＲＥＳＨ　Ｎ　Ｃ．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ｆｉｒｍ＇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ａｇ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７（２）：

１１９－１４０．
［２６］ＺＨＡＯ　Ｘ，ＬＥＥ　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１２０（１）：１－４．
［２７］ＢＯＹＥＲ　Ｋ　Ｋ，ＳＷＩＮＫ　Ｍ，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Ｅ　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５，１４（４）：４４２－４４９．
［２８］ＳＬＡＣＫ　Ｎ，ＬＥＷＩＳ　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５ｔｈ　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１７．
［２９］ＳＨＯＵ　Ｙ，ＺＨＡＯ　Ｘ，ＣＨＥＮ　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ｄ　ｆｉｒｍｓ：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ｆｉｒｍ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ｅｒ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０（６）：

８７３－８９６．
［３０］ＫＩＭ　Ｙ　Ｈ，ＳＴＩＮＧ　Ｆ　Ｊ，ＬＯＣＨ　Ｃ　Ｈ．Ｔｏｐ－ｄｏｗｎ，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ｏｒ　ｂｏｔｈ？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２（７／８）：

４６２－４７４．
［３１］ＨＩＴＴ　Ｍ　Ａ，ＸＵ　Ｋ，ＣＡＲＮＥＳ　Ｃ　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４１（１）：７７－９４．
［３２］ＳＴＲＡＴＭＡＮ　Ｊ　Ｋ．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ｏ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ｔｔｅｒ？［Ｊ］．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６（２）：２０３－２１６．
［３３］ＢＯＹＥＲ　Ｋ　Ｋ．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８，１８（４）：３５６－３７３．
［３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　Ｃ，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Ｇ，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Ｒ　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８９，８（２）：１３３－１５８．
［３５］ＷＡＴＳＯＮ　Ｋ　Ｊ，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　Ｊ　Ｈ，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Ｓ　Ｃ．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７，２５（２）：３８７－４０２．
［３６］ＳＫＩＮＮＥＲ　Ｗ．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ｕｒｖｅ［Ｊ］．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６，５（１）：３－１４．
［３７］ＢＯＹＥＲ　Ｋ　Ｋ，ＬＥＷＩＳ　Ｍ　Ｗ．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１１（１）：９－２０．
［３８］ＷＡＲＤ　Ｐ　Ｔ，ＭＣＣＲＥＥＲＹ　Ｊ　Ｋ，ＲＩＴＺＭＡＮ　Ｌ　Ｐ，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８，２９（４）：１０３５－１０４６．
［３９］ＳＷＩＮＫ　Ｍ，ＷＡＹ　Ｍ　Ｈ．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ｎｅｗ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５，１５（７）：４－２６．
［４０］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Ｐ，ＲＯＴＨ　Ａ　Ｖ．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２（２）：

１５６－１９０．
［４１］ＲＵＤＢＥＲＧ　Ｍ，ＯＬＨＡＧＥＲ　Ｊ．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Ｏｍｅｇａ，２００３，３１（１）：２９－３９．
［４２］ＦＬＹＮＮ　Ｂ　Ｂ，ＦＬＹＮＮ　Ｅ　Ｊ．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４，２２（５）：４３９－４５７．
［４３］ＳＩＮＧＨ　Ｐ　Ｊ，ＷＩＥＮＧＡＲＴＥＮ　Ｆ，ＮＡＮＤ　Ａ　Ａ，ｅｔ　ａｌ．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第１期 寿涌毅，等：运营管理中的战略导向：研究评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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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４）：７５８－７８７．

５１第１期 寿涌毅，等：运营管理中的战略导向：研究评述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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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ＲＡＬＳＴＯＮ　Ｄ　Ａ，ＴＥＲＰＳＴＲＡ－ＴＯＮＧ　Ｊ，ＴＥＲＰＳＴＲＡ　Ｒ　Ｈ，ｅｔ　ａｌ．Ｔｏｄａｙ＇ｓ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ｄｙｉｎｇ　ｄｉｎｏｓａｕｒｓ　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ｏｓ？［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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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２１（２）：２３７－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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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７１－８１．
［１１９］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Ｓ　Ｂ．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３８
（４）：４８９－５１３．

［１２０］ＭＩＮ　Ｓ，ＺＡＣＨＡＲＩＡ　Ｚ　Ｇ，ＳＭＩＴＨ　Ｃ　Ｄ．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９，４０（１）：４４－５５．
［１２１］ＭＥＮＴＺＥＲ　Ｊ　Ｔ，ＤＥＷＩＴＴ　Ｗ，ＫＥＥＢＬＥＲ　Ｊ　Ｓ，ｅｔ　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２（２）：１－２５．
［１２２］ＺＩＧＧＥＲＳ　Ｇ　Ｗ，ＨＥＮＳＥＬＥＲ　Ｊ．Ｔｈ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ｆｉｒｍ＇ｓ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ｂａｓ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２：１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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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４５（６）：５３６－５６４．

６１ 信息与管理研究 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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