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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的企业能力演进机理实证研究
———以中国移动通信为例

谷 奇 峰，吕 廷 杰

（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６）

　　摘　要：基于熵变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移动通信的企业能力演进机理。首先论证了熵在企业能力演 进

中的推导过程，构建了基于耗散结构的企业能力熵变模型；其次在实证案例研究中，选取中国移动 为 研 究

对象，将其近十年的财务年报数据应用于熵变模型，揭示了中国移动的企业资源效能演进规律和生命周 期

发展历程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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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文

熵 （Ｅｎｔｒｏｐｙ）是 德 国 物 理 学 家 克 劳 修 斯

（Ｒ．Ｃｌａｕｓｉｕｓ）首次提出的，是揭示物质系统状

态抽 象 的 物 理 量［１］。玻 耳 兹 曼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把

熵和概 率 论 联 系 起 来，提 出 著 名 的 关 系 式Ｓ＝
ＫｌｎΩ，同时揭 示 了 熵 的 本 质，即 熵 代 表 系 统 的

混乱程度；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了

“负熵”的概念，指出 正 熵 增 加 意 味 着 事 物 向 混

乱无序的方向发展———退化的标志，而负熵增加

意味着事物向有序的方向 发 展———进 化 的 标 志，
负熵理论的建立是熵理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信

息论的创始人申农把玻尔兹曼熵的概念引入到信

息论，定义了信息熵；普利高津将熵推广适用于

开放系统，指出在开放系统中，企业内部熵不断

增加，企业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中，
向企业输入熵流；并基于耗散结构的研究，从有

序和无序 转 化 的 角 度 把 以 生 物 进 化 论 为 依 据 的

“有序论”同以熵理 论 为 依 据 的 “无 序 论”两 者

统一起来［２］。中国学者顾昌耀和邱菀华首次定义

了复熵，并将它应用于决策分析［３］；程启月和邱

菀华研究了群决策复熵模型，得到了一系列有价

值的结 论［４］；任 佩 瑜 将 热 力 学 的 熵 引 入 管 理

学［５］；宋华岭将熵应用在管理科学方面［６］等。
热力学熵是一种普遍性的理论，熵在任何领

域的应用都会保持它作为状态函数的基本属性，
它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任何方式与其周围介质相互

作用的宏观物质系统。目前国内外对于熵理论的

应用研 究 主 要 有 以 下 两 方 面：一 是 基 于 熵 增 原

理，通过对熵变过程的分析以期达到对所研究问

题的本质认识。热力学熵可以扩展到热现象以外

的领域，故应用热力学熵进行跨学科研究是这一

领域的理论研究主流。另一类是主要用于对某种

系统不确定性的量度。例如：信息熵、测度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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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熵等。熵理论在企业能力的应用处于管理学

和熵理论较为前沿的研究［７］。
本文利用耗散结构理论，针对开放的 企 业 能

力演进过程，通过建立熵变模型，并结合中国移动

企业实例来分析说明企业能力演进的有序度。

二、构建基于耗散结构的企业能力熵变模型

克劳修 斯（Ｒ．Ｃｌａｕｓｉｕｓ）在《热 之 唯 动 说》提

到：如果一个物体的绝对温度为Ｔ，给该物体加热

ΔＱ，该物体增加的熵为ΔＳ＝ΔＱＴ
。ΔＳ＝Ｓ２－Ｓ１

表示吸进热量之后物体的熵Ｓ２与之前的熵Ｓ１之

差［８］。为了论证熵概念在企业能力演进过程中的

推导过程，本研究定义：① 项目的成本投入为Ｑ；

② 企业的销售利润为Ｗ；③ 企业资本金为Ｔ。将

卡诺定理借鉴至企业管理实践中的描述为：将项

目Ａ的成本（Ｑ１）新投入到企业中，企业原有的企

业资本金由Ｔ１减少至Ｔ２的部分也投 入 到 企 业

中，企业生产运营可产出销售利润（Ｗ）。为了实现

企业的可持续增长，企业将销售利润（Ｗ）的一部

分作为成本（Ｑ２）新投入到项目Ｂ中，另一部分投

入还原至企业资本金，实现企业资本金由Ｔ１增加

还原至Ｔ２。
在企业投入产出的整个循环中，企业产生的

销售利润为Ｗ，根据热机效率η＝
Ｗ
Ｑ１

和能量守恒

定律η＝
Ｑ１－Ｑ２
Ｑ１

，将此公式运用到企业能力演进

循环上，假设企业能力内外均为理想环境，当企业

循环过程是可逆的，可以证明：

η＝
Ｗ
Ｑ１ ＝

Ｑ１－Ｑ２
Ｑ１ ＝Ｔ１－Ｔ２Ｔ１

（１）

在（１）式中，Ｑ１为企业从项目Ａ获得的成本

投入，Ｑ２为企业向项目Ｂ投入的成本，若将成本

投入看成一个可正可负的代数量，并取企业获得

成本投入（Ｑ１）为正，再考虑到可逆与不可逆循环

两种情况，则（１）应改为：

Ｑ１＋Ｑ２
Ｑ１ ≤

Ｔ１－Ｔ２
Ｔ１

或Ｑ１
Ｔ１＋

Ｑ２
Ｔ２ ≤

０ （２）

其中等号对应可逆循环过程，不等号对应不

可逆循环过程。当企业与ｎ个项目有成本投入Ｑｉ
（ｉ＝１，２，…，ｎ）关系时，可以证明同样存在关系：

∑
ｎ

ｉ＝１

Ｑｉ
Ｔｉ ≤

０ （３）

当企业接触的项目数增多ｎ→ ∞，并从每个

项目中获得的成本投入为ΔＱ，（３）式可写成积分

形式：

∫ΔＱＴ ≤０ （４）

对于企业的可逆过程，设企业从ｉ态 经 过 途

径１到达ｊ态，再通过途径２返回到ｉ态（见下图

１），整个过程中可有：

∫ｉ→ｊ
１

ΔＱ
Ｔ ＋∫ｊ→ｉ

２

ΔＱ
Ｔ ＝０

或

∫ｉ→ｊ
１

ΔＱ
Ｔ ＝－∫ｊ→ｉ

２

ΔＱ
Ｔ

∫ｉ→ｊ
１

ΔＱ
Ｔ ＝∫ｉ→ｊ

２

ΔＱ
Ｔ

（５）

因为途径１与２是任选的从ｉ态到ｊ态的可逆

过程，故积分∫ΔＱＴ 只与始终点有关。在物理学中

对于某一个与过程无关的量可定义为态函数，在

数学中对于积分与路径无关只与起终点有关的量

可写成全微分，因此：

ｄｓ＝ｄＱＴ
或

Ｓ＝ＳＡ－ＳＢ ＝∫
Ａ

Ｂ

ｄＱ
Ｔ ＝ １Ｔ∫

Ａ

Ｂ
ｄＱ ＝ ＱＴ

（６）

本研究将熵Ｓ的概念应用至企业能力的演进

机理研究。企业主要通过产品或服务来实现企业

内部的资源能量与外部市场的货币价值之间的交

换与转化，所以企业资源能量也可换算为相应的

经济价值。本文将成本投入（Ｑ）对应为企业能力

变量（企业 能 力 活 动 和 企 业 子 项 能 力）所 对 应 的

资源能量（Ｃ），将 企 业 资 本 金（Ｔ）对 应 为 整 个 企

业所创造的市场 价 值（Ｐ），熵 是 企 业 能 力 的 状 态

函数，其值与达到状态的过程无关。依据企业所处

时间和空间的状态，本研究将企业的熵Ｓ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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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函数形式：

Ｓ＝ｆ（Ｃ，Ｐ，Ｌ，Ｔ） （７）
其中，Ｃ为企业的能力变量所对应的资源 能

量；Ｐ为企业的资源能量在与外界市场交 换 中 所

对应体现的市场价值；Ｌ为 企 业 能 力 空 间 状 态 变

量，本文中的Ｌ可视作常数；Ｔ为时间变量。
本文根据熵的基本性质，定义企业的熵为：

Ｓ＝ ＣＰ
（８）

即：企业的熵为某一状态下所拥有的资源能

量与其资源能量所带来的市场价值之比。
由于Ｃ与Ｐ 均为时间的函数，对（８）式两边

求ｔ的导数：

ｄＳ
ｄｔ ＝

ｄ（Ｃ／Ｐ）
ｄｔ ＝ １Ｐ

ｄＣ
ｄｔ－

Ｃ
Ｐ２
ｄＰ
ｄｔ

（９）

将上式改为差分形式：

ΔＳ＝ ＣＮ －Ｃ０（ ）Ｐ －ＣＰ２ΔＰ＝

ＣＮ
Ｐ －Ｃ０（ ）Ｐ －ＣＰ

ΔＰ
Ｐ ＝

（ＳＮ －Ｓ０）－ＳΔＰＰ
（１０）

式中，ＳＮ，Ｓ０分别表示企业的终态熵和初态熵，其

差即为企业的能力熵（Ｓｉ）；ΔＰ为时间间隔内企业

向环境的输出，ＳΔＰＰ
则为终始时间间隔内企业与

外界环境交换的负熵（Ｓｅ）。因此：

Ｓ＝Ｓｉ＋Ｓｅ
当Ｓ＜０时，表示企业的负熵（Ｓｅ）大于该企

业内部产生的能力 熵（Ｓｉ），该 企 业 向 着 更 有 序 的

方向发展；当Ｓ＞０时，表示企业的负熵（Ｓｅ）小于

能力熵（Ｓｉ），该企业向着混乱的平衡态方向发展；

当Ｓ＝０时，表 示 企 业 的 负 熵（Ｓｅ）等 于 能 力 熵

（Ｓｉ），该企业处于一种特殊的“平衡”状态［９］。

为了使企业 的 能 力 熵（Ｓｉ）和 负 熵（Ｓｅ）计 算

更具可操作性，结合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设：

Ｉ：假设企业的能力熵（Ｓｉ）为企业内部能力变

量对应 的 资 源 能 量（Ｃ），其 体 现 价 值 为 企 业 的 营

运支出（Ｃ′），该企业的营运支出（Ｃ′）是由战略性

的成本支 出（Ｃ１′）与 一 般 性 或 日 常 性 成 本（Ｃ２′）
组成；其中，战略性成本（Ｃ１′）属于企业基于长期

目的的资本投资成本，并不仅仅局限于当期的成

效，如Ｒ＆Ｄ 投入等，该成本的投入对于企业未来

提升营运收入与营运利润具有重要作用；日常性

成本（Ｃ２′）属 于 企 业 的 日 常 性 运 营 成 本 支 出，主

要是基于 当 期 目 的，如 销 售 成 本、一 般 管 理 费 用

等。该成本的投入对于企业当前巩固和提升营运

收入与营运利润具有重要作用。

ＩＩ：假设企业的负熵（Ｓｅ）为企业内部的资源

能量与外界市场 交 换 所 对 应 的 市 场 价 值（Ｐ），其

体现价值为企业的营业收入（Ｐ′）；

ＩＩＩ：假设开放企业的熵（Ｓ）为企业与外界市

场交换的营业收入（Ｐ′），在补偿了内部能力变量

所对应的资源能量后的剩余市场价值，其体现价

值为企业营业收入（Ｐ′）与营运支出（Ｃ′）的差额

价值为营运利润（Ｉ＝Ｐ′－Ｃ′）。
本研究 结 合 以 上 假 设 对 企 业 的 能 力 熵（Ｓｉ）

和负熵（Ｓｅ）进行阐述。

１．能力熵

根据本研究假设：能力熵（Ｓｉ）与企业的内部

能力变量所体现的 资 源 能 量（Ｃ）呈 正 比 关 系，同

理，能力熵（Ｓｉ）与企业的营运支出（Ｃ′）中的一般

性成本（Ｃ２′）正相关，与企业的营运利润（Ｉ）负相

关，即可用下式来计算企业的能力熵（Ｓｉ）：

Ｓｉ＝ｋＣ２′
（１＋ｘ）ｔ

Ｉ（１＋ｙ）ｔ
（１１）

其中，ｋ为 比 例 系 数（为 计 算 方 便，此 处 取 为

１）；ｘ，ｙ为增长率，ｘ＝ｄＣ２′ｄｔ
，ｙ＝ｄＩｄｔ

，ｔ为时间。

２．负熵（Ｓｅ）
根据本研究假设：负熵（Ｓｅ）与企业在时间间

隔内向外界市场交换输出资源能量所对应的市场

价值（Ｐ）正相关，同理，负熵（Ｓｅ）与企业与外界市

场交换的营业收入（Ｐ′）正相关，与企业的一般性

成本（Ｃ２′）负 相 关，即 可 以 用 下 式 来 计 算 企 业 的

负熵（Ｓｅ）：

Ｓｅ ＝－ｋＰ′
（１＋ｚ）ｔ

Ｃ２′（１＋ｘ）ｔ
（１２）

其中，ｋ为 比 例 系 数（为 计 算 方 便，此 处 取 为

１）；ｘ，ｚ为增长率，ｘ＝ｄＣ２′ｄｔ
，ｚ＝ｄＰ′ｄｔ

；ｔ为时间。

三、基于熵变模型的中国移动企业能力演进

本节根据 基 于 耗 散 结 构 的 企 业 能 力 熵 变 模

型，对中国移动近十年（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财务

年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期找到中国移动的企

业能力演进规律和生命周期发展历程演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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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于熵变模型的中国移动企业能力演进规

律

本研究 设 计 如 下：（１）鉴 于 中 国 电 信 行 业 的

重组次数过多，最近一次重组为２００７年，故中国

三家电信运营商的年报公布数据口径不具备横向

可比性，故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三大电信运

营商之一 ——— 中国移动；（２）本研究的基础数据

是以中国移动公布的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营 业 收 入、
营运支出、营运利润年报数据为依据；（３）采用基

于年报数据的统计实证研究方法。
中国移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的 营 业 收 入、营 运

支出和营运利润的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中国移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部分）财务年报数据

年份

营业收入（Ｐ′） 营运支出（Ｃ′） 营运利润（Ｉ）
营业收入

（亿）

同比增长

（％）

固定成本

（亿）

同比增长

（％）

变动成本

（亿）

同比增长

（％）

合 　　 计

（亿）

同比增长

（％）

营运利润

（亿）

同比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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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２９５３．５８　 ２１．５３％ ６４５．７４　 １４．５６％ １３８６．５６　 ２２．７２％ ２０３２．３０　 ２０．００％ ９２１．２８　 ２５．０３％
２００７　 ３５６９．５９　 ２０．８６％ ６７３．５４　 ４．３１％ １６５５．３７　 １９．３９％ ２３２８．９１　 １４．５９％ １２４０．６８　 ３４．６７％
２００８　 ４１２３．４３　 １５．２０％ ７１５．０９　 ６．１７％ １９８２．１９　 １９．７４％ ２６９７．２８　 １５．８２％ １４２６．１５　 １４．９５％
２００９　 ４５２１．０３　 ９．６４％ ８０１．７９　 １２．１２％ ２２４９．１６　 １３．４７％ ３０５０．９５　 １３．１１％ １４７０．０８　 ３．０８％
２０１０　 ４８５２．３１　 ７．３３％ ８６２．３０　 ７．５５％ ２４８２．４７　 １０．３７％ ３３４４．７７　 ９．６３％ １５０７．５４　 ２．５５％

　　 注：固定成本包括折旧等项目；变动成本包括电路租费、网间互联支出、人工成本、其他营运支出等项目。

　　 根据本研究构建的基于耗散结构的企业熵变

模型（式（１１）与式（１２））来计算分析，见如下表２
和下图２所示。

表２：基于熵的中国移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企业资源效能演进表

年份 负熵 能力熵 熵 资源效率

２００１ －２．５７　 ０．９３ －１．６４　 ５．１７
２００２ －２．３７　 １．２６ －１．１１　 ３．０３
２００３ －２．２２　 １．４８ －０．７５　 ２．１１
２００４ －２．０３　 １．８１ －０．２２　 １．２５
２００５ －２．１４　 １．５４ －０．６０　 １．８２
２００６ －２．１１　 １．４８ －０．６３　 １．８８
２００７ －２．１８　 １．１８ －１．００　 ２．７２
２００８ －２．０１　 １．４５ －０．５６　 １．７５
２００９ －１．９４　 １．６８ －０．２６　 １．２９
２０１０ －１．９０　 １．７７ －０．１３　 １．１４

　　 备注：负 熵Ｓｅ ＝－ｋＰ′
（１＋ｚ）ｔ

Ｃ２′（１＋ｘ）ｔ
；

能力熵Ｓｉ＝ｋＣ２′
（１＋ｘ）ｔ

Ｉ（１＋ｙ）ｔ
；

熵（Ｓ）＝ 能力熵（Ｓｉ）＋负熵（Ｓｅ）；
资源效能

（Ｙ）＝ｅ－Ｓ（ｔ）＝ｅ－（Ｓｉ＋Ｓｅ）（ｔ） （１３）

２．基于熵变模型的中国移动企业资源效能提

升

本研究认为企 业 的 能 力 熵（Ｓｉ）、负 熵（Ｓｅ）和

企业资源效能（Ｙ）的关系：企业的资源效能（Ｙ）随

着能力熵（Ｓｉ）的递增而递减，呈负相关关系；企业

的资源效能（Ｙ）随着负熵（Ｓｅ）的递减而递增，呈

负相关关系，故企业的资源效能（Ｙ）与熵（Ｓ）呈负

相关关系。本研究将中国移动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０年的

能力熵、负熵、熵和资源效能的计算结果 数 据（表

２）代入公式（１３）进 行 计 算，可 以 得 到：基 于 熵 的

中国移动企业资源效能提升图（图３）。
根据图３可知：中国移动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处

于快速成 长 期，该 阶 段 的 熵（Ｓ）随 着 能 力 熵（Ｓｉ）
的递增而上 升、负 熵（Ｓｅ）的 增 加 而 递 增，基 于 熵

（Ｓ）的企业资源效能（Ｙ）呈下降趋势，基于熵（Ｓ）
的中国移动资源效能（Ｙ）从Ａ点（２００１年）降至Ｂ
点（２００２年），再降至Ｃ点（２００３年），最后降至Ｄ点

（２００４年）。由此可见，在中国移动的快速成长期，
企业资源效能（Ｙ）会随着熵（Ｓ）的递增而呈现下

降的趋势。
中国移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处于稳步成熟期，中

国移动 的 客 户 规 模 和 运 营 收 入 呈 快 速 增 长 的 趋

势，该阶段的熵（Ｓ）随 着 能 力 熵（Ｓｉ）的 递 减 而 下

降、负熵（Ｓｅ）的递减而上升，基于熵（Ｓ）的企业资

源效能（Ｙ）呈上升趋势，基于熵（Ｓ）的中国移动资

源效能（Ｙ）从Ｅ点（２００５年）升至Ｆ点（２００６年），
再升至Ｇ点（２００７年）。由此可见，在中国移动的稳

步成熟期，企业资源效能（Ｙ）会随着熵（Ｓ）的递减

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这是中国移动企业 能 力 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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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跃演进的示范期。

中国移动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处于二次发展期，该

阶段的中国移动面临２Ｇ网络扩容和３Ｇ网络新建

任务，该阶段的熵（Ｓ）随着能力熵（Ｓｉ）的递增而

上升、负熵（Ｓｅ）的递增而递增，基于熵（Ｓ）的企业

资源效能（Ｙ）呈下降 趋 势。基 于 熵（Ｓ）的 中 国 移

动资源效能（Ｙ）从Ｇ点（２００７年）降至Ｈ点（２００８
年），再降至Ｉ点（２００９年），最 后 降 至Ｊ点（２０１０
年）。由此可见，在中国移动的二次发展期，企业资

源效能（Ｙ）会随着熵（Ｓ）的递增而呈现下降的趋

势，此 时 的 中 国 移 动 迫 切 需 要 通 过 降 低 能 力 熵

（Ｓｉ）或增强负熵（Ｓｅ）来 提 升 熵（Ｓ），从 而 达 到 中

国移动企业资源效能提升的目的。

３．基于熵变模型的中国移动生命周期发展历

程演进规律

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移动企业总熵和资

源效能实证发现：其规律与中国移动经历十年的

生命周期发展历程是基本吻合的：
（１）快速成长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刚筹建不

久的中国移动在２０００年初步完成移动通信网络

建设后，中国移动的客户和业务收入快速发展，中
国移动２００４年 的 变 动 成 本 支 出 比２００１年 增 长

１２６％，而营 运 收 入 增 长１０３％，营 运 利 润 增 长 仅

５０％。该 阶 段 的 特 点：① 变 动 成 本 支 出 的 增 长 相

对于营运收入增长呈现相对快速增长趋势；② 营

运利润增长相对于变动成本支出增长呈现平稳增

长趋势。在图３中表现为中国移动的熵（Ｓ）随着能

力熵（Ｓｉ）、负熵（Ｓｅ）的递增而递增，中国移动企业

资源效能（Ｙ）随着熵（Ｓ）的 递 增 而 递 减，并 且 资

源效能（Ｙ）递减速度减缓并很快达到该阶段的最

小值（Ａ点），这一变化与企业处于快速成长期有

较大关系。在中国移动的快速成长期，企业所投入

的各项资源能量迅速加大，但与外界市场交换的

市场价值却稳步增长，表现为能力熵（Ｓｉ）缓慢增

长，而负熵（Ｓｅ）快速增长，熵（Ｓ）呈现快速增长趋

势，中国移动企业资源效能（Ｙ）呈现递减趋势。
（２）稳步成熟期（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此时的中

国移动已经完成全国性的网络建设，鉴于移动通

信行业的网络规模效应，中国移动的客户规模迅

速增长，运 营 收 入 也 随 之 迅 速 增 长。中 国 移 动

２００７年的营运收入 比２００５年 增 长４７％，变 动 成

本支出增长４７％，但中国移动的营运利润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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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６８％。该阶段的特点：① 变动成本支出的增长

相对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呈现平稳趋势；② 营运利

润的增长相对于变动成本支出的增长呈现较快速

上升 趋 势。在 图３中 表 现 为 熵（Ｓ）随 着 能 力 熵

（Ｓｉ）、负熵（Ｓｅ）的递减而递减，中国移动企业资源

效能（Ｙ）随着熵（Ｓ）的 递 减 而 递 增，并 且 资 源 效

能（Ｙ）递增到达该 阶 段 的 最 大 值（Ｂ点），这 与 企

业处于稳步成熟期有较大关系。在中国移动的稳

步成熟期，企业前期投入的各项资源能量已基本

完成投资，本期的各项资源能量投入呈现递减趋

势，但企业与外界市场交换的市场价值却快速增

长，表现为负熵（Ｓｅ）快速递减，而能力熵（Ｓｉ）有

所降低，熵（Ｓ）也呈现稳定递减的趋势，中国移动

企业资源效能（Ｙ）呈现递增趋势。
（３）二次发展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中国移动

经过快速发展期后，中国移动的全国移动通信网

络面临着扩容２Ｇ和新建３Ｇ网络的形势，所以在

中国移动在平稳成熟期要抓区域客户发展与通信

网络建设。中 国 移 动２０１０年 的 变 动 成 本 支 出 比

２００７年增长５０％，而营运收入增长仅３６％，营运

利润增长仅２２％。该阶段的特点：① 变动成本支

出的增长相对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呈现平稳增长趋

势；② 营运利润的增长相对于变动成本支出的增

长呈现平稳下降趋势。在图３中表现为中国移动

的熵（Ｓ）随着能力 熵（Ｓｉ）、负 熵（Ｓｅ）的 递 增 而 稳

步递增，中 国 移 动 企 业 资 源 效 能（Ｙ）随 着 熵（Ｓ）
的递增而递减，并且资源 效 能（Ｙ）递 减 到 达 该 阶

段的最小值（Ｃ点），这与企业 处 于 平 稳 成 熟 期 有

很大关系。在中国移动的平稳成熟期，企业各项投

入的资源能量又会迅速加大，但与外界市场交换

的市场价值却稳步增长，表现为能力熵（Ｓｉ）增长

平稳，而负熵（Ｓｅ）下降较快，熵（Ｓ）稳定提高，中

国移动企业资源效能（Ｙ）呈现递减趋势。

四、研究结论

本文论证 了 熵 在 企 业 能 力 演 进 中 的 推 导 过

程，构建了基于耗散结构的企业能力熵变模型。本
文选取中国移动为研究对象，将其近１０年的财务

年报数据应用于熵变模型，找到了中国移动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企业资源效能的演进规律，并找到了中

国移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生命周期发展历程所经历

的三个阶段（快速成长期，稳步成熟期和二次发展

期），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能力周期演进的必然性

和系统内外互动的重要性。企业的能力熵函数和

负熵函数的引入，使对企业资源效能分析向定量

分析转换成为可能，对从微观角度研究企业的所

处状态及有序化提供了定量分析的依据和工具，
揭示了企业内外部影响因素等微观因素对企业宏

观资源效率利用的关系，为提高企业资源效能提

供了分析和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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