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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执行风险概述



定义

性质

定义与性质

战略执行风险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可变性等特点，它贯穿于企业战略管理的全过程，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

影响。

战略执行风险是指在实施企业战略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发生偏离的可能性。



来源
战略执行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如市场竞争、政策

变化、技术更新、组织变革等。

分类
根据风险来源和影响程度，战略执行风险可分为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技术风

险、组织风险等类型。其中，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属于外部风险，技术风险和

组织风险属于内部风险。

风险来源及分类



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影响

战略执行风险可能导致企业战略目标无法实现或偏离预期，影响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

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战略执行风险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如收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降低等。

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战略执行风险可能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如损害企业形象、降低员工士气、引

发法律纠纷等。因此，企业需要加强战略执行风险管理，制定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以保

障企业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影响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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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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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收集不完整

在市场调研过程中，未能有效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和信息，导

致决策依据不充分。

01

市场需求了解不全面

未能充分掌握目标市场的消费者需求、消费习惯和趋势，导致

战略与市场实际脱节。

02

行业动态把握不准确

对所处行业的政策法规、技术发展、竞争格局等变化缺乏深入

了解，影响战略决策的准确性。

市场调研不足风险



行业地位自我认知偏差
过高或过低估计自身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导致战略定位不准
确。

忽视潜在竞争者
未能及时发现和关注潜在竞争者的动态，可能在未来面临意想不到
的竞争压力。

竞争对手分析不深入
对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产品特点、市场布局等了解不足，
可能导致战略决策失误。

竞争态势误判风险



1

2

3

设定的战略目标过于宏大或难以实现，可能导致

资源过度投入和浪费，甚至引发企业危机。

目标过于激进

设定的战略目标过于保守或缺乏挑战性，可能使

企业错失发展机遇，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

目标过于保守

设定的战略目标与企业实际拥有的资源、能力和

环境不相匹配，导致战略执行困难。

目标与资源不匹配

目标设定过高或过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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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资金分配不当

可能导致关键项目缺乏资金支持，而非关键项目却占用过多资金。

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

关键岗位人才匮乏，或者人才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

物资资源配置不足

如原材料、设备等供应不足，影响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

资源配置不合理风险



部门间协作不畅
部门职责不清、沟通不畅，导致资源内耗和效率低下。

管理层级过多
决策链条过长，影响决策效率和响应速度。

战略调整与组织架构不匹配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组织架构来支撑，但组织架构调整滞后，导致
战略难以有效实施。

组织架构调整滞后风险



关键人才流失风险

关键岗位人才离职
如技术骨干、销售精英等离职，可能导致企业核心竞争力

下降。

人才激励不足
薪资待遇、晋升空间等不能满足员工需求，导致员工积极

性不高。

人才培养机制不健

全
企业缺乏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导致人才断层和青黄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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