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与模块化组织中

企业竞争优势

齐晓飞

内容提要 模块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的演进形式 , 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各个领域 "本文基于对

模块化组织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网络组织结构进行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背景下,模块化组织中企业竞

争优势的获得一方面来源于企业的学习, 尤其是知识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 , 通过动用所处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

的能力 ,进行知识的吸收和传递 ,最终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本文研究表明, 知识吸收能力和社会资本利用能力对

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企业在实践中,对于整合网络中其他企业的资源 ,建立整合

竞争优势有重要的意义 , 对于中国企业 /走出去 0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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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 ¹的背景下 , 超越国界的激烈竞争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信息技术和虚拟平

台进行跨国经营和发展全球性网络组织 ,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来源于企业对知识的学习与创新 "

哈佛大学波特教授在 5国家竞争优势 6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竞争优势模型 ) /钻石模型 0川 ,我们试图

在钻石模型中再引人一个影响竞争力的因素 ,即知识的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 "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

战略性资源 ,就中国企业而言 ,要想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一席之地 ,就要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 ,那么企业从企业网

络中获取知识 ,并将吸收的知识内化成自己企业或组织的整合知识并进行知识创新 ,最终形成核心竞争力 ,才是

企业永续经营并不断创新的基础和关键 "青木昌彦在 5模块化时代 6一书中也提到 , /在 -网络经济 .里 ,为了获得

竞争的边际收益 ,与独自发展一整套的技术相比,把技术的要素分解(模块化) ,集中力量设计制造特定的模块 ,其

他部分则通过与外部企业开展大胆的合作 ,灵活地运用其他企业的资源 ,这种企业战略更有优势 0[21 "

因此 ,本文通过对模块化组织进行研究 ,将企业知识资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结合 , 同时结合竞争优势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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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内生论 ,探讨社会资本和知识吸收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对竞争优势产生影响的 "虽然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对

企业的知识吸收和利用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进行研究 ,也有从社会资本角度切人的,但是对于共同作用于企业的

研究还不是很多见 ,所以本文尝试着基于模块化组织这一研究对象从这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 "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知识吸收与企业竞争优势

霍夫和申德尔(H ofe ran d Sch en del , l卯8) 将持续竞争优势定义为 /企业特有的,针对竞争对手发掘的,能给企业

带来持续的超越竞争对手的能力 0[.]"吴应宇和路云(200 3)认为决定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有两类性质不同的因素:一

是能力和知识差别及不可仿制性;二是资源 !能力和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川 "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既可以是内生的, 由内

部核心能力决定;也可以是外生的, 由外部环境条件赋予 "以波特为代表的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流派(即价值链竞争

优势理论) ,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企业在面对相同的环境条件时 ,为什么拥有不同的竞争优势? 企业竞

争优势内生论可以追溯到马歇尔(M ars hall , 1920 )的5经济学原理 6和彭罗斯(Pen ro se) 的 5企业成长理论 6,之后分

化成两个独立但又相关的流派:资源基础论和核心能力论 "伯格 #沃纳菲尔特(B .W em erfe t, 19 81) 提出 /资源基

础论 016],该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的异质性 ,同时 ,也证实了外生论的影响性 ,但是否认

了其决定性 "在对资源基础论的批判和发展中 ,哈默尔和普哈拉(1990 )提出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中加人了人的

因素 ,他们认为人的异质性导致了资源的异质性 ,进而引起了企业的异质性乃至竞争优势的异质性[.2"

但是核心能力理论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就是 /核心刚性 0,这种刚性不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保持 "彼得 #

德鲁克(19 90 )认为企业的异质性就在于企业所拥有的知识 ,而且是唯一且独特的资源 1B],知识是保持企业持续竞

争优势的原动力 "但是知识的特性也使企业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刚性 ,如何改变这种刚性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

业的学习 "谢洪明 !吴隆增 !王成(2007 )从组织学习 !知识整合的角度得出了组织学习对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以

及绩效的获得均有积极意义的结论 1.2"博纳尔等(Boe m e: etal . ,2001 )认为学习是为了改进经济结果而获得和使

用现有知识或者创造新知识I./ 2"企业学习的本质是对知识的吸收利用和创新 ,尤其是对于处于网络组织中企业

间的学习 ,吸收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知识的吸收能力是创新的源泉所在[02"吸收能力指组织对外部知识

进行辨别 ,通过网络中的三个维度:主体 !联系 !结构 ,来对外部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并加以应用的能力 "吸收能力

的强弱 ,直接关系到企业将外来的新知识进行转换的效率 ,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 "

总的来说 ,企业的吸收能力作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 ,可以强化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 ,提供企业创新的基础 ,促

进组织的变革 ,从而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另外 ,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 ,学习能力也会相对增强 ,并且有利于网络

成员间和团队间进行相互的学习, 更利于企业或组织形成新的资

源和能力 "模块化组织中企业间的学习能够带来学习的经济性 ,

即单位产品的成本和交易费用随着知识 的不断更新和技术 !效率

等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见图 1) "模块化网络的学习曲线(B )相对 生 三
平坦 ,因为模块化企业嵌人于网络中 ,相互之间学习层次多 , 范围 (A) 侧

大 ,学习时间长 ,经济性较明显 " /干中学 0, /用中学 0的作用 ,使得 图1 模块化组织学习曲线与单个

成本下降的空间比较大 " 企业学习曲线对比

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 1 :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对竞争优势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知识的吸收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企业竞争优

势的强弱 ,培育和发展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 ,就要找出影响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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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资本与竞争优势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网络资源 ,对于竞争优势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社会资本能够带来异质性的效应 ,能够给企

业创造经济租金 ,为企业带来关系租金 ,得到网络协同效用的超额利润 "社会资本最初是社会学范畴的一个核心

概念 ,后来渐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广泛采用 ,特别是对企业网络组织的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

学分析范式进行了重要的修正 "布尔迪厄(1977 )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网络 ,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

的集合体 ,这些资源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02"科尔曼(19 90 )认为,和其他资本一样 ,社会资本

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 ,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既定的目标 102"科尔曼的定义扩大了社会资本的范

围 ,加人非正式制度(如社区规范)及制度化的社会连带(如组织) "格兰诺维特(1973 )提出了社会资本的嵌人性

和弱关系假设 ¹ 1.42"社会资本分为个人社会资本和组织社会资本 ,又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 "

本文主要讨论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 ,通常可以认为是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

关系资本 ,主要从三个维度:结构维度 !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0]影响企业间知识的获取和转移 ,从而间接影响企

业的竞争优势 "也会从这三个维度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 ,下面就先讨论直接影响 "

社会资本就是一种关系资本 ,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形的获取资源来创造价值和利益的能

力 ,也是网络成员间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 ,这包括一系列水平或垂直的相互关系 "模块化组织中成员间的沟通

程度更大 ,沟通的频率更高 ,所以对于社会资本的利用能力也就越强 "具体来说:

结构维度对于模块化组织中的成员来说 ,关系联结的强弱会影响彼此之间的信任 ,这种信任对于互补性资源

的获取会带来直接的影响 "而这种互补性的资源 ,不仅仅是隐性知识 ,对于竞争优势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同时

企业间网络结构越复杂 ,结构洞越多 , 网络节点之间的企业间联结所生成的关系资源就越多 ,这有利于模块化组

织中的企业产生模块化经济效应 "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使得组织内的企业相互信任 ,具有共同认知和共享文化

以及愿景 ,能够克服文化沟通的障碍 ,增强彼此之间的关系联结 ,而且关系成员通过模块化网络价值链的重新解

构和整合能够形成具有各自能力要素的模块化企业和组织 ,可以带来专业化经济的效益;同时 ,也说明企业的能

力不仅是内生的,还依赖于企业所处的网络中位置以及关系成员所拥有资源的情况 !关系与合作的程度 , 以期达

到共享网络关系资源和关系租金的目的 "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组织不是一个孤立的群体 ,而是在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单位 "所以企业所处的网络位

置 ,成员间联系的强弱 , 以及相互的信任和长期合作而产生的情感纽带 ,会对企业的整合竞争优势的建立产生一

定的影响 ,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产生集体创新的效果 "我们得出下面三个假设:

假设 2 :企业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竞争优势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

假设 3 :企业社会资本关系维度对竞争优势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

假设4 :企业社会资本认知维度对竞争优势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

(三)企业间社会资本与知识吸收

下面我们将探讨险会资本对知识吸收能力产生作用 ,从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 "处于网络中的企业需要

不断从外部网络中吸收并消化新的技术和知识等信息 ,才能不断地刷新企业的知识存量 ,更新知识内容 "网络关系

能够给企业带来关系租金收益 ,因为它跨越企业边界 ,嵌人于企业惯例和流程中{.-2,通过信任 !信息共享 !共同解决

问题等机制给企业带来战略性资源 1-, 2,促进企业创新和资源整合 ,提高竞争力 "企业间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对网络环

¹ 弱关系假设 :网络分析中的重要假设 ,将人际间的关系强度进行划分 ,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 "关系强度指认识时间的长短 ,情感的

紧密程度 ,亲密行为以及互惠性服务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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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知识资源的利用来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连带形成了以知识为纽带的企业间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是企业学习

的外在表现[.-2"

1.结构维度与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结构性嵌入企业网络成员中 ,主要涉及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联结的强弱(强联结和弱联结) !网络的

结构(结构洞)等对于知识存量和过程知识的影响 "联结的关系强弱会对知识的存量产生影响 "强联结源于企业

间的长期合作和信任 ,因此保证了网络规范 ,信任 ,制裁权威等制度的建立和维持 ,而且情感的互动和信任使得企

业间有更强的动力进行隐性知识的传播和转移 ,企业更有可能获取网络或其他成员企业中的内部知识 ,提高协同

创新的效率 "强联结所带来的效用是一种长期的互惠 ,一种双赢的结果 "弱联结所形成的稀疏网络与强联结相

比,优势更明显 ,更有利于增加网络中知识的存量 "弱联结使网络形态更加开放 ,拥有更多的结构洞 ,范围更大 ,

减少了冗余的信息 ,关系的相对短暂 ,使得企业组织能够流动 ,从而通过结构洞获取更多的非重复性的创新信息

资源 ,提高企业的搜索信息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促进了企业间的学习 "网络结构和联系强弱同时也会对过程知识

产生影响 "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也会影响其获取知识的能力 ,结构洞上的企业面临更多的机会发现资源和潜在

的伙伴 ,灵活性和适应性都有所提高和加强 "

2.关系维度与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关系性嵌人是指成员之间通过长期的情感互动和合作而建立起来的直接关系 ,可以分为信任 !规范

和认同等维度 "其中信任和规范对于企业间的学习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信任是网络组织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

除了硬性的制度和规章 ,更多的合作和知识共享来源于相互之间的心理契约的建立 ,而且能够带来比纯市场交易

更多的互惠和效益 "规范的作用在于在知识传递的过程中起到监督和降低道德风险的行为 ,秉承双赢合作的宗

旨,而不是侵占他人的利益 ,制约了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减少了知识吸收和传递中的障碍 "

3.认知维度与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的认知性嵌人 ,是指网络成员间的这种文化性嵌入 , 利于成员跨越沟通和交流以及认知上的障碍 ,

并且共同的文化约束能够对知识的传递产生正面的影响 "企业间的共同愿景利于成员向同一个目标努力 "文化

的作用在于进行跨文化管理 ,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可能会对知识的获取和共享产生一定的阻碍 ,间接影响知识的

存量 "网络文化的形成 ,可以促进网络成员间行为的一致性 ,更容易沟通 ,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 ,新知识的学

习就会有更大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 ,社会资本又被定义为 /一种诚信和宽容的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涌现了大量资

源联合的网络 0"

综上 ,笔者归纳出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对知识

作用机理的逻辑图 ,如图 2 所示 "社会资本除了

直接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更主要的是通

过知识这一中介来影响企业的知识吸收和竞争优

势 " 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

假设 5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对知识吸收能力

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

假设 6 :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对知识的吸收能

力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

假设 7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对知识的吸收能

力有显著正相关作用 "

结结构性嵌入维度度

联联结强度 , 结构洞洞

知知知知知知识识
社社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 吸收收

资资本本本 关系性嵌入维度度度 传递递
信信信信信信任 , 规范范范范

认认知性嵌入维度度

共共同愿景 , 文化化

图2 社会资本对知识影响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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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可以看出,知识的流动和整合离不开企业间的

相互学习 ,也离不开企业对网络资本的利用 "因此 ,我们

可以得出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与竞争优势三者之间的逻辑

模型 ,如图3 所示 "

结构维度

关系维度

认知维度

下:刃心塑黔

-一:认
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竞争优势

本利用社会资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具有典型模块化特点的装备制造业 ,汽车

制造业等行业的企业 ,通过电子邮件 !实地访谈和电话访谈

等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打分 "共

发放问卷 300 份 ,经过筛选 ,成功回收有效问卷 21 6 份 ,有

效样本回收率 72 % "

=二)变t 说明

本文研究模块化组织中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社会资

本利用能力 ,社会资本又从三个维度对竞争优势和知识吸

收产生影响 ,所以潜在变量为:知识吸收 !社会资本结构维

度 !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 ,以及竞争优势(见表 1) "在变量

界定的基础上 ,本文选用结构方程(SEM )进行建模 ,并利

图 3 学习能力与竞争优势的逻辑模型

注:图中虚线表示次要影响 ,实线表示主要影响 "

XXX IIIIIIIIIII

YYYYYYYYYYY 111
xxx22222222222

YYYYYYYYYYY 222
XXX 33333333333

一一一一一一Y 333XXX 44444444444

YYYYYYYYYYY 444
XXX 55555555555

一一一一一一Y SSSXXX 66666666666

XXX 777

XXX 88888888888
ZZZZZZZZZZZ222

XXX 99999999999

ZZZZZZZZZZZ 333
XXX 100000000000

XXXi 111

图4 结构方程路径图

用 SPSS n .O 和 A M O SS7 .0 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 "潜在变量以椭圆形来表示 ,观测变量以方框来表示(见图4 ) "

表 1 变t 界定

一一 井~李缝鬓彝)磁龚:摹摹 曝:羹巍馨撇着臀狐雇爵薯豁教重一派减羹耀i琳潺羹磷巍魔薰纂巍馨蒸狐 _协扮扮

社社会资本本 结构维度 Flll 企业所处社会网络中位置的重要性;成员间关系联系是否紧密;网络结构对知识吸收的重要性(xl 一x3 )))

利利用能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

关关关系维度 F222 网络中企业成员信任的重要性;成员间是否相互信任;各企业成员间是否建立了长期的感情合作关系;是是是是否能够通过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进行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和传递 企业业;企业是否不顾已建立起来的信任任

关关关关系采取投机行为(X4 一X8 )))

认认认知维度 月月 模块化组织中文化的冲击是否对知识吸收产生影响;企业间是否拥有共同的认识来分享新知识;是否愿意意
与与与与网络成员共享知识(X9 一Xl l)))

知知识吸收能力 F444 企业是否能够经常且快速地获取企业网络中引领产业或行业发展的新知识;内内内化为本企业所需要的知识 企业能否对新知识进行识别并并;企业能否对网络中其他企业的新知识与本企业的知识进行有效的整合;企业业

能能能否利用新知识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n 一巧)))

竞竞争优势 乃乃 营业收人和利润水平是否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知识创新在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和建立中的重要性;企业业
是是是否有持续不断创新动力和源泉(Zl 一Z3 )))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信度及效度分析

对回收的216 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Cro川刀eh. sa 值都在0.7 以上这一可接受的范围水平,表示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

度(见表2) "同时 ,效度检测结果均在0.5 这一水平以上(见表3) ,总体上基本上达到要求 "平均变异抽取量 A花 也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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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设检验及结果分析

通过上面的路径系数值等计算结果可以得出:

(l) 对于假设 1 ,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路径系数为 0.36 ,显著性水平为0.035 小于0.05 ,结果

支持假设 1 , 即模块化组织中企业吸收能力确实对竞争优势有影响 ,吸收能力越强 ,竞争优势获得和保持越容易 "

(2) 对于假设 2 ,社会资本利用能力中的结构维度对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0.21 ,显著性水平为 0.04 1 ,小于

0.05 ,假设 2 得到支持 ,说明企业所处的网络结构及联系的强弱会对竞争优势产生一定的影响 "

(3) 对于假设 3 ,关系维度与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0.54 ,显著性水平为 0.01 0 ,小于0.05 ,假设 3 获得支持 ,

企业间由于长期的合作而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资本有利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和保持 "

(4 )对于假设4 ,认知维度与竞争优势的路径系数为一0.12 ,显著性水平为 0.12 5 ,大于 0.05 ,原假设未获得支

持 ,所以企业间的文化规范对于竞争优势的影响不显著 "

(5) 对于假设5 ,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对知识的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为0.44 ,显著性水平为0.04 6 ,小于0.05 ,结

论支持假设 5 "企业间联系强弱和所处结构位置会对企业对知识的吸收产生显著影响 "

(6) 对于假设 6 ,关系维度对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为 0.25 ,显著性水平为 0.030 ,小于 0.05 ,支持假设

6 "说明 ,关系联系越紧密 ,信任越充分 ,知识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

(7 )对于假设 7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与知识吸收能力的路径系数为0.15 ,显著性水平为0.050 ,不超过0.05 ,

支持假设7 ,说明文化和规范对于知识的吸收和传递还是有显著的作用 "有利于企业间减少投机和寻租行为 "

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关注于社会资本 ,通过知识这一中介变量 ,对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本文通过假设检验得出

的结果 ,不仅得出了以上结论 ,同时 ,也得出了模块化这一组织的特点 ,即社会资本不仅通过知识学习间接对竞争

优势的影响 ,还得出了不通过知识这一中介变量也能对竞争优势的建立和获得产生影响 "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着重对处于网络经济时代的网络生产企业的知识的吸收能力和社会资本的利用

能力两个方面来考量对竞争优势的影响 ,研究发现 :(l) 证实了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吸收能力高低确实对企业

竞争优势的强弱产生影响 "学习型组织的建立有利于企业在干中学 ,学中干 ,尤其是在模块化这种松散的中间型

组织当中,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社会资本利用能力是可采用的方法之一;(2) 社会资本的利用对于企业的

知识吸收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企业间长期合作基于信任和感情建立起来的网络 ,有利于新知识的吸收和传递 ,从

而更有利于企业进行知识创新 ;(3) 网络中企业学习对于模块化的意义 "网络成员间的相互学习, 可以降低交易

费用和信息获取的成本 ,相互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有利于新知识的吸收 ,灵活性也利于新知识与核心竞争力的融

合 ,能够不断地产生和创造新知识 ,提高模块化组织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水平 ,提高企业乃至整个网络的竞争力 ,获

得 1 十1 > 2 的整合效应;(4 )加强企业间信任文化和规范的建立 "模块化组织中 ,企业的学习和知识的传递 ,尤其

是隐性知识的传递和获取 ,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利用企业的社会资本 ,虽然并未得出文化对于竞争优势的显著影响

的结论 ,但是信任规范的建立和愿意共享知识的文化氛围 ,更利于知识的学习,也会增加相互之间的心理契约的

强度 "

因此 ,加强知识管理 ,构建内部知识体系 ,并通过企业网络利用社会资本汲取外部新知识 ,进行组织间的相互

学习和知识传递 ,同时获得关系租金优势 ,对于进行知识创新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获得整合的优势 ,这也有利于

中国企业 /走出去 0,加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创新也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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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sea rc h o n K n o w led ge A b so rp ti o n , S o cia l C aP ita l a n d C o m P eti ti v e

A d vanta ge of M odu lari ty O rgani zati on

Q l X iao 一fe i

( Central U nivers ity of Finanee and E eonom ies ,B eijirlg 10008 1)

A b stra e t :U nd er th e b ac k酗 u nd of glob al izat io n an d kn ow led g e e eon om ie era , m o d ulari ty h as be en u sed in m an y

fi eld s , a s a n ew o碑 ra tio n an d o吧an ization evolv in g m ean s. A s to th e m o du lari ty o铭a nizatio n , an int erm e d ia te fo rm of n et-

w o rk o铭an ization stru eture , en te甲ri ses. eom p etitive ad van ta ge m ain ly eo m e s fro m leam in g ab ility , esp ee ial ly k n ow led ge ab -

soth in g an d th e a bility o f u sin g soe ial ea p ital fro m the w hole ne tw ork . It ha s b ee ome a k ey fac to r of in no vat ion an d eo m peti-

tive pow er estab lishing.T rough the study of this paper,w e ean eom e to the eonelusion that know led罗 ab soth ing and soei习

ea pital in d eed h ave effe et o n the eo m Pe titive ad van ta罗 in som e se nse , th u s w e ean enh an ee it fro m th ese tw o as pe ets an d

inte gr ate oth er re so urc es of th e w h ole n etw o rk . F urt h erm o re , th is e an b ri n g th e integ ratio n in the w h o le n etw ork , w hieh 15

即o d fo r C h in ese en terP ri ses, / go in g ou t0 po liey .

K e y w o rd s :M od u lari ty O 吧an iza tion :K n ow led罗 A b so甲tion ;S oe ial C 叩 ital ;C o m petitive A d van 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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