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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遽變的企業經營環境，建構核心競爭力，已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全球著名的連鎖零售通路－沃爾瑪百貨

（Wal-Mart）公司，藉由低成本的競爭策略，建構高效的資訊系統和完善的後勤運輸系統的策略方針造就其核心競爭力，

使沃爾瑪零售帝國至今仍處於指標性企業之一。然而對於沃爾瑪百貨如何一步步的建構其核心競爭力的過程，大多只能見

樹不見林之分析模式。因此，本研究透過擅長處理整體、長期、動態分析的系統思考模式，以因果環路圖的整體觀點，試

圖解析其環環相扣背後的整體結構，以了解其個別策略行動及背後結構所產生之動態性複雜的因果關係，來進一步釐清其

策略背後之相互關聯性以及一連串的變化過程。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及理論基礎之整理，發現個案公司不斷在核心競爭力

擴張成長，形成一環扣著一環看不見的運作，是其他競爭者難以突破的網絡，也是一般企業難以模仿的資源及能耐，進而

能保有其持續的競爭優勢。在本研究中，將試圖以其策略行動為基礎，來描述其核心競爭力的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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