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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中的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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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企业成长进程里，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决策至关重要。战略定位基于内部资源能力与外部环境，涵盖差异化、成本

领先、集中化等策略，为企业发展指明方向。其基础理论不断发展，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市场拓展决策则需考量

目标市场选择、拓展渠道和时机等关键因素。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协同发展，战略定位驱动市场拓展规划，市场拓展

反馈又优化战略定位，协同中要注重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企业需把握二者关系，顺应行业趋势，合理决策，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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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growth,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market expansion deci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ing is based on internal resource capabilitie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covering differentiation, cost leadership, centralization and other strategies, indicating the direction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ts basic theory is constantly developing and is affected by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Market expansion decisions need to consider key factors such as target mar-

ket selection, expansion channels and timing.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market expansion develop 

together, strategic positioning drives market expansion planning, and market expansion feedback 

optimize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 coordin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Enterprises need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nform to the indus-

try trend, and make reasonable decision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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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企业成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决策，已然

成为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精准的战略定位，如同为企业绘制一张精确的航海图，使其在复杂的商业海洋中明确前行方向，合

理配置资源，构建独特竞争优势。而有效的市场拓展决策，则是企业驶向广阔市场、获取丰厚利润的强劲动力。随着技术革新加速、消

费者需求日益多元，企业既要洞察宏观环境与行业动态，审视自身资源与能力，科学制定战略定位；又要精准选择目标市场，巧妙布局

拓展渠道，把握时机，实现高效市场拓展。深入剖析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决策，对企业实现可持续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战略定位基础理论与关键要素

（一）战略定位理论溯源与发展

战略定位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安索夫的战略管

理理论为代表，强调企业应基于自身资源与外部环境制定战略。

随后，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将战略定位聚焦于差异化、成本领先

和集中化，通过分析产业结构来确定竞争优势。到了互联网时

代，动态能力理论兴起，强调企业应具备快速适应环境变化、整

合和重构资源的能力，战略定位不再是静态的，而是随市场动态

调整 [1]。这些理论的发展反映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启示企业需紧跟

时代步伐，依据自身发展阶段与外部竞争态势，灵活运用理论，

找到契合自身的战略定位，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抢占先机，如表1

所示。

（二）影响战略定位的内部因素

企业内部资源是战略定位的基础。人力资源方面，员工的专

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决定企业能涉足的业务领域；物力资源如先进

设备，影响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财力资源关乎企业的抗风险能

力和扩张潜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独特优势，比如独特技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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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影响力等，是战略定位的关键依据，围绕核心竞争力定位能强

化优势。组织架构也不容忽视，扁平化架构利于信息快速流通，

提升决策效率，适合创新驱动型定位；层级式架构稳定性强，匹

配成熟业务的稳健定位。企业必须全面审视内部因素，整合资

源，优化架构，以精准定位促进成长 [2]。

表1

（三）影响战略定位的外部因素

宏观环境对战略定位影响深远。政治环境中，政策法规的调

整直接决定企业的经营边界；经济环境里，经济繁荣时市场需求

旺盛，企业可扩张定位，经济下行期则需保守定位。社会层面，

消费观念转变影响产品需求，如健康理念催生健康食品市场。技

术革新更是颠覆性力量，新技术创造新市场，如移动互联网催生

外卖、共享出行等业态。行业竞争格局同样关键，分析竞争对手

优劣势，能帮企业找准差异化定位 [3]。把握市场需求动态，精准定

位目标客户，是战略定位成功的重要前提。

（三）战略定位的制定与选择策略

1. 基于差异化的战略定位制定

差异化优势的挖掘是基于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空白展开的。企

业通过深度的市场调研，了解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如智能手

机市场，苹果挖掘到消费者对系统流畅度和生态完整性的需求，

以独特的iOS系统和软硬件生态，打造差异化优势。实施路径上，

企业可以从产品、服务、品牌形象等多维度发力。在产品方面，

不断创新功能与设计；服务层面，提供个性化、贴心的售后；品

牌形象塑造上，传播独特价值观 [4]。凭借这些，企业能够在市场

中脱颖而出，消费者会因差异化特点对品牌产生忠诚度，避开同

质化竞争，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稳固市场地位，如表2

所示。

表2

2. 基于成本领先的战略定位选择

成本领先战略适用于产品同质化高、价格敏感度高的市场。

像大型连锁超市，凭借大规模采购、高效供应链管理和精简运营

流程，降低成本。实现成本领先，企业可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

经济，优化供应链降低采购成本，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在运营中，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但成本

领先并非一味压缩成本，而是在保证产品基本质量的前提下，通

过优化运营环节降低成本，以低价策略吸引对价格敏感的消费

者，提高市场份额，以量取胜，为企业带来持续盈利 [5]。

3. 基于集中化的战略定位抉择

集中化战略聚焦的目标市场往往具有独特需求，规模虽小但

需求精准。比如一些专注于高端定制家具的企业，瞄准追求高品

质、个性化家居的小众客户群体。这种战略存在一定风险，一旦

目标市场需求变动或有新竞争对手进入，企业可能面临困境。应

对时，企业需深度挖掘目标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强

化客户粘性 [6]。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精准定位目标客户，深入了

解其需求偏好，提供针对性产品或服务，形成专业领域的竞争优

势，在细分市场站稳脚跟，进而逐步拓展市场份额。

二、市场拓展决策的核心考量因素

（一）目标市场选择决策

市场细分是精准选择目标市场的前提，可依据地理、人口、

心理和行为等多维度标准进行。地理上，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存

在差异，如北方冬季对保暖用品需求旺盛；人口维度，年龄、收

入、职业等影响消费偏好，年轻人追求时尚电子产品，高收入群

体注重品质与品牌。心理层面，生活方式、价值观决定消费倾

向，环保主义者青睐绿色产品。行为方面，购买频率、忠诚度是

细分依据。构建评估指标体系，从市场规模、增长潜力、竞争程

度等维度考量细分市场。规模大、增长快、竞争相对小的市场更

具潜力。针对不同类型目标市场，新兴市场可凭借创新产品抢先

布局；成熟市场则通过差异化产品或服务切入，满足未被充分满

足的需求，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 [7]。

（二）市场拓展渠道决策

线上渠道在当今市场拓展中作用显著。电商平台是产品销售

重要阵地，企业入驻淘宝、京东等，能借助平台流量触达海量消

费者；社交媒体如微信、抖音，可通过内容营销、直播带货等方

式宣传推广产品，建立品牌形象，吸引潜在客户。线下渠道布局

同样关键，经销商能利用其本地资源和销售网络，快速打开区域

市场；直营店则有助于企业直接把控产品销售与服务质量，提升

品牌体验。线上线下融合成为趋势，企业可通过线上下单、线下

取货，或线下体验、线上购买等模式，整合资源，为消费者提供

无缝购物体验，扩大市场覆盖面，提高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增

强市场竞争力 [8]。

（三）市场拓展时机决策

基于市场周期分析拓展时机，在市场导入期，虽市场需求有

待培育，但企业抢先进入可树立品牌，占据先发优势；成长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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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快速增长，企业应加大投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成熟期

竞争激烈，企业需创新产品或服务，寻找新的细分市场切入；衰

退期则应谨慎收缩或转型 [9]。从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看，初创期可

选择小众、需求明确的市场切入；发展期积累一定资源后，向更

大、更具潜力市场拓展。面对突发市场变化，企业需迅速调整，

加大线上市场拓展力度，灵活把握时机，顺应市场动态，实现市

场的有效拓展，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生命周期示意图

三、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的协同发展策略

（一）战略定位驱动的市场拓展规划

战略定位为市场拓展锚定方向。若企业定位高端，市场拓展

就聚焦高净值、追求品质的客户群体，产品定价偏高，销售渠道

侧重高端商场、专卖店等。基于此，设定市场拓展目标，如在特

定时间内，将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提升至一定比例，提高品牌在

高端市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在拓展步骤上，先进行市场调研，

深入了解目标客户的消费习惯、需求痛点，为产品优化和营销策

略制定提供依据。接着制定品牌推广计划，通过举办高端品鉴

会、投放高端杂志广告等方式，精准触达目标客户。然后建立销

售网络，与高端渠道商合作，确保产品高效流通。同时，不断收

集市场反馈，根据客户意见改进产品和服务，逐步扩大市场份

额，让市场拓展紧密围绕战略定位有序推进。

（二）市场拓展反馈对战略定位的优化

市场拓展过程中，企业会收集到多维度信息。从销售数据可

看出不同区域、渠道、产品的销售情况，客户反馈能反映产品的

优缺点、需求变化。将这些信息汇总分析，挖掘潜在问题与机

遇。若发现某区域拓展效果不佳，经分析是产品定位与当地消费

能力不符，就需调整产品定位或推出针对性产品。若客户对服务

不满，企业应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这也可能促使企业

重新审视战略定位中的服务定位。市场拓展成果显著时，如新产

品在新兴市场大获成功，表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得到

验证，可考虑升级战略定位，加大创新投入，开拓更多类似市

场，使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相互促进、动态优化。

（三）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

资源配置需遵循高效、匹配原则。根据战略定位和市场拓展

重点，合理分配人力、物力、财力 [10]。若企业聚焦新兴市场拓

展，就需调配更多专业人才组建开拓团队，投入资金用于市场调

研、营销推广，配备先进设备支持业务开展。协同过程中风险多

样，市场风险如需求波动、竞争加剧，政策风险如法规调整，内

部风险如团队协作不畅。风险识别后，制定应对策略。针对市场

需求波动，建立灵活生产与库存管理机制；面对政策风险，加强

政策研究，提前布局调整；对于内部协作问题，完善沟通机制，

明确职责分工。同时，制定风险预案，当风险发生时，能迅速启

动相应措施，保障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协同发展顺利进行，降低

损失，确保企业稳定运营。

四、结语

在企业成长进程中，战略定位锚定发展方向，市场拓展则助

力规模扩张，二者相辅相成。本研究深入剖析战略定位理论，明

确内部资源能力、外部环境因素对其影响，同时探究市场拓展决

策的关键要点，揭示二者协同发展的机制。展望未来，行业数字

化转型加速，消费需求持续迭代，企业战略定位需更具前瞻性，

挖掘新兴赛道机会，如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市场拓展则要紧跟线

上化、全球化趋势，开拓海外电商市场，借助跨境平台触达全球

客户。持续优化战略定位与市场拓展决策，是企业适应多变市

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受限于样本覆盖范围与数据实

时性，未来可拓宽研究样本，涵盖更多行业与企业类型，运用大

数据实现动态追踪分析，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更精准、全面的指

导，助力企业在复杂商业环境中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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