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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兴技术发展管理不 仅仅是
“

技术发展 管理
” , 而 是广 泛 涉及新兴技术发展所带来的 管理 思 维

、

管

理模式
、

发展战略
、

组织 结 构等方 面 的 变革管理
,

而 这 些 变 革管理 的前提和基础 是新 兴技术企 业 必 须 具 有

和新兴技术产业 特征相适应的持续创 新的企业 文化
。

本文首先讨论 了新 兴技术 的 产业 特征
,

然 后 在

的 文化纬度模型和 的文化层 次模 型框架下
,

分析 了新兴技术 的产业特征对新兴技术企 业 管理

的文化创新要求
,

总结 出新兴技术管理的 文化和文化创新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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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电脑公 司在主要商业刊物上推

广其个人数字助理产品
“

’’
,

宣称这预

示着一个 万亿美元 的新数字信息工业 的诞生
,

而此时 公 司才刚成立
。

到 年
,

已

成为有史 以来 销 售 客户 电子 产 品最 多 的公 司
,

在

年至 年上半年期间
,

它售 出 多万件

产品
。

而同年
,

公司在
“ , ,

上花费 亿

美元后
,

停止 了这项失败产 品的生产
。

尽管拥有

优厚的资源
,

但为什 么 在 产品上会输

给年轻的对 手 —小公 司 呢 答案在 于
,

面

对和管理基于新兴技术的商业实践
,

需要不 同的管

理框架
、

管理战略
、

管理技术图
。

李仕明
、

李平 提

出应对新兴技术挑战的利器是能力 动态 和资源柔

性
,

而支撑基础是企业 的知识资源体系和学习能力
。

鲁若愚
、

张红琪闭 通过分析技术变化不断加快给企

业带来的各种影响
,

提出了基于快变市场的企业产

品更新的新策略
。

赵振元
、

银路 研究 了新兴技术

对传统管理的挑战
、

新兴技术 的市场特点和新兴技

术特殊 的市场开拓问题
。

本文首先讨论 了新兴技术的产业特征
,

然后在

的文化纬度模型和 的文化层次模

型框架下
,

分析了新兴技术产业特征对新兴技术企

业管理的文化创新要求
,

总结 出新兴技术管理 的文

化和文化创新特征
,

指 出变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

新兴技术企业必须具有和新兴技术产业特征相适应

的持续创新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思维
。

新兴技术的产业特征

新兴技术的概念和特点

新兴技术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革新
,

它

包括革命性创新产生 的飞跃性技术
,

如生物治疗学
、

数码照相技术等
,

以及 由过去多个独立研究成果集

成创新形成的技术
,

如核磁共振成像
、

电子银行等
。

这些新兴技术正在改变现有 的行业或创造新 的行

业
。

在技术层面上
,

与现有技术相 比
,

新兴技术有以

下特点〔 ,
一 ,

见表
。

表 现有技术与新兴技术在技术层面的比较

现现现有技术术 新兴技术术

科科学基础及应用用 已建立立 不确定定

体体系结构或标准准 在变革革 新出现现

功功能或利益益 在变革革 未知知

新兴技术的产业特征

新兴技术常常通过吸收新的
、

不 同的科学基础

来发展现有技术
,

引发技术发展 的原有轨迹产生 巨

大偏离甚至颠覆
。

无论是新兴信息技术还是新兴生

物技术
,

新兴技术的产业特征主要表现在

技术创新速度不断加快
。

一个领域的发展会

引起并促进 另一个领域 的发展
,

网络技术
、

生物技

术
、

材料技术等众多领域新近取得 的重大发展是众

多领域多年来交叉 碰撞发展 的必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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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提高
,

反映了不断加快的技

术进步的总体速度
,

、

皿电由军易
、

全球绎济一体化
、

知识传播又使不断加快的技术进步速度快上加快
。

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 在新兴技术发展 的最

初阶段
,

新兴技术产业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
,

主要表
现在

、

技术的不确定性
,

即新兴技术科李基础的不确

定性
、

新兴技术应用前景 的不确定性
、

新兴技术结构
体系和技术标准的不确定性等 需求的不确定牲

,

即
用户需求的模糊性

、

使用行为与模式的不确定性
一

、
服

务对象与需求空间的不砷定性等夕声兔的杰肺定性
,

即竞争结构的不确定性
、

竞争规则的不确牟性。竞争

对手的不确定性等 商业模式的不确牟
,

即市场的不
确定

、

业务经营模式哟不 确定
、

盈利模式的不确定

等甲
。

江多样化的复杂性
、

新兴技术系统作为技术复

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

具有 巨大的享杂性 ,其演化方

式为非线性发展
·

新兴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主要表现

在 它由大量新兴技术及热成要素相耳作用
、

相互影

响组成 它是开放的反
飞

馈系尊 它具有自组织
·

自适
应

、

自加强
、

自协调 的特点 ,

并随之扩大。发展
,

出
‘

现

突变现象
。

新兴技术哟产业特征给新兴技术管理带来了诸

多挑哉几使相 当多 的传统管理思路和方法在新兴技

术管理中不再适用
。

这种挑战不仅是外在 的 、更是

内在 的
,

与企业思维模式的偏见和局限紧密关联
,

是

一种
“

认识的风险
” 、 “

文化的风险
”

‘

。

新兴技术企业

通过企业文化重」新来减少认知模式和认知的片面性

和
·

局限
,

比
,

降低企业的认知风险
、

文化风险
,

是应对

新兴技术管理诸多挑战和实现新兴技术企业变革管

理的前提和基础
。

下 面我们在 的文化维

度模型和
,

劲郁的改化层次模型框架下来分析新

兴技术的产业特征对浙兴技术管理文化纬度和文化

层次要素的影响 进 而从整体上把握新兴技术管理

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创新
。

二

新兴技术管理的文化创新 一

烧 的文化维度模型

冬
‘

欢 尹 〕将文化看作是
“ 区别一个 团体成员

与另一个团体成员 的集体思维模式 ” ,

认为可以用个

人主义一集体主义倾向
、

权力距离大小
、

不确定性的

规避倾向
一 、

男
’

性化 一女性化倾 向这 个基本文化维

度来测量文化的类型
,

如表 所示
。

表 由 的文化维度模型

纬纬度度
厂

一
,

内容容

个个人主义 一集体主义义 ,’个人主义
”
是指企业内部睡个员工都重视 自身的价值与需要

,

依靠个人努力来为 自己谋取利益
。。

“““

集体主义
”

是指企业 内部每个鼻工往往以“
在群体之内

”和“
在群体之外

”

来划分
,

他们期望得到
“
群体之内

”
的人人

员员员的照顾洞时也对搏私途持绝对的忠诚
。 ‘ ‘

一
·

权权力距离离 权力距离表明了组织或社会中权力的分配状况愁在高辉力距离文化电人们对于独裁八 权利 以及财富的分配不公公

易易易于接受和容会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中
,

人们则髻尚
,

公平与民主
·

高权力距离容易形成以权威
、

科层制
、

集权化为为

标标标志的讲求控制钓企业罄且织结构
。。

不不确定性的规避倾向向 不确定性规僻表示人呻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做脚顾
。

规避倾向低
,

绮示对李化的锄 ”挂力强
,

回“不确定性性
时时时安全感强烈‘

担易如果划树于未来感到焦虔不安
,

产是主动地规避风险并尽下切手段以控制未来的
毕尹就就

具具具有高的风险规避倾向 ,,

男男性度 一女性度度 在男性化文化中
,

人们充满 自信
,

追求成就感
,

目的明确
,

鼓励相互之间的竞争和通过努力取得 比别人更大的成成

就就就 在女性化文化中
,

人们更关注他人
,

注重合作
,

重视人际关系
飞

和教养
,

主张严守规则
,

通过谈判和妥协解决神神

突突突
。。

基于 模型的新兴技术管理文化维度

创新分析

我们在 的文化维度模型框架下对新
兴技术管理的文化维度进行分析

。

企业文化中的个

大主义 止集体主义在一个企业内部是对立统一的
,

现有技术企业
’

的文化或为集体主义倾向
、

或为个人主

义倾向
,

但新兴技术产业对于新兴技术企业文化具

有新
、

的
、

更高层次的要求
,

即强调崇徜 个人自由
、

追

求个人利益
、

鼓励个性发展的个人主义文化
,

又重视

人们之间相互依存
、

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文化
,

要求
‘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看似矛盾 的两者竞合
,

通过对
个人主义

‘

的推崇
,

使企业赏土个体保持活力和效率
,

通过团
‘

队学习
、

集体配合来获得协向效应
,

同时避免

个人可能带来 的偏差
。

通过对微软发展 历程的研

究
,

可
‘

以发规作为新兴技术企业的微软
,

其独特的企

业文化是其持续成功的基破
。

微软文化把部些不喜

欢大量规负工组织 戚少、强烈皮对官僚主义 的程序

员有机组织起来
。一

微软不设置盗专职
,‘的管理人员

,

授权专业部门自己界定 自己 的上柞规范
,

使员 工尽

可能地保持独立息考
,

力戒看似合理
, 、

实则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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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谓规则及其不 当干预
,

同时注重在工作 中相互

学习
,

经理人员精干且平易近人
。

这种尊重个性
、

注

重团队学习的文化为员工提供了有趣且不断变化的

工作及大量的学习 和决策机会
,

同时促进 了企业不

断发展
,

保持活力
。

新兴技术企业要求员工更有创造力
、

更有效率

地工作
,

这就要求员工 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要更融

洽
、

更平等
。

这种更
“ 以人为本

”

的氛围使企业员工

更乐于学习
、

更善于学习
,

更乐于工作
、

更善于工作
。

权力距离的缩小既是企业组织架构扁平化 的产物
,

也是企业 “ 以人为本
”

精神的更实质体现
。

在

公司内部
,

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一样守时上班
,

没有预留的车位
,

餐厅没有管理人员
,

每个员工都有

平等的机会获得股权奖励
。

新兴技术产业的巨大不确定性给新兴技术企业

带来机会和风险
,

这就要求企业管理思维必须进行

巨大变革
,

由回避不确定性转为接受不确定性
,

即管

理层和企业员工主动并习惯接受新兴技术产业固有

的不确定性
,

能够接受更多矛盾性意见
,

员工倾向于

自主管理和独立工作
,

能够积极地 明确风险
,

最大可

能地控制和降低风险
。

作为主动面对不确定性的一

个典型实例
,

通用 电气 的韦尔奇始终 强调 注 重业

绩
,

渴求变革
,

成功是过去的事
,

认真应对每个挑战
,

每个事业单位应通过
“ ”来变革

业务
,

变革组织
,

变革文化
。

新兴技术产业 的多样复杂性及不确定性要求企

业管理层必须迅速甚至是直觉地做出企业的重大决

策
,

要求企业文化 的男性度高 同时
,

由于企业 的风

险既是管理层的风险又是员工 的风险
,

企业 的创造

力 的基础主要在于广大员工充分发挥其巨大的个人

能力
,

这就要求企业员工对企业有认同感
,

乐于并能

积极参与企业管理
,

也就是说企业文化 的女性度也

要求要 高
。

现 任 帕 尔米 萨诺

年在对 市场做 出长期增 长
、

短

期低迷 的判断后
,

为实现削减 亿成本 的 目标
,

在

与工会协商后
,

坚定地裁减 了 的员工
。

他充分

意识到企业 和谐是企业 协 同创 造 的基 础
,

他既像

的创始人汤姆
·

沃森 那样
,

办

公室的大门永远 向员工敞开
,

又借助
一 、

、

企业内部 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鼓励 员工 开

诚布公
、

毫无拘束地和 自己交流
,

实现 了企业 的无等

级交流
、

跨等级交流
,

从而更好地协调 了企业中的各

种关系
,

大大提高了企业文化的女性度
。

综上分析
,

新兴技术管理文化 维度创新如表

所示
。

表 新兴技术管理文化维度创新

文化维度度 现有技术管理理 新兴技术管理理

个个人主义一 集体主义义 集体主义强
,,

集体主义强
,,

或或或个人主义强强 且个人主义强强

权权力距离离 大大 刁
、、

不不确定性的规避倾向向 高高 低
,

但积极面对对

不不不不确定性性

男男性度一 女性度度 男性度强
,,

男性度强
,,

或或或女性度强强 且女性度强强

的文化层次模型
‘

新兴技术企业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
,

它难

以理解但又需要理解
。

对于企业文化内涵 的界定有

各式各样 的定义仁
一

, 。〕,

本文主要采用 月 的定

义
,

即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学 习处理外部适应和 内部

综合的问题时所发明
、

发现和发展起来 的一些基本

假设和信念
,

这些基本假设和信念 由于运作得很好

而被认为是有效的
,

并且传播给企业 的新成员作为

感知
、

思考和感觉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
,

企业下意识

地依靠这个方式连续不断地解决这些外部和 内部的

各种问题
。

的企业文化可 以分为三个层次

存在于企业表面的行为和物质表象 外显物 共 同

拥护的价值观 存在于企业更深层次的处理环境的

正确方式 基本假设
,

其中企业 的基本假设是企业

文化的本质 和核心
。

的文化层次模型如图
, ,

“ 〕所示

外外显物物

共共同拥护的价值观观

基基本假设设

可见的组织结构和流程

难以解码

战略
、

目标和理念

受拥护的理由

下意识
、

认为理所当然的

信仰
、

感知
、

思想和情感

价值观和动力源

图 文化层次模型

从图 中可 以看 出 有怎样 的企业文化 的基本

假设就有怎样的共同价值观
、

文化制度和行为规范
,

这个过程是一个企业文化基本假设的源状传播和发

散过程 反过来
,

从企业文化的外显物可以部分推断

出企业共同拥护的价值观
,

部分回溯出企业文化 的

基本假设
,

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汇状的过程
,

在回溯过

程中
,

容易变味和僵化
,

致使员工对于企业文化的本

质 —基本假设真正要传递的信息产生误解
。

基于 模型的新兴技术管理文化层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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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析

我们在 乙 的文化层次模型框架下对现有

技术管理和新兴技术管理 的文化层次进行 比较分

析
。

在现有技术阶段
,

,

由于现有技术处于技术 的成

熟期甚至衰退期 因此现有技术被多数企业所掌握
,

其平均边际收益递减
,

企业主要在生产
、

、

流通和服务

环节寻求收益递增来实现企业的价值增长
,

即通过

生产的低成本 专业化
、

规模化 或技术 向流通环节
「

和服务的延伸来实现价值增长
,

或通过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来实现价值增长
。

现有技术管理的文化基本

假设之一是现有技术平均边 际收益递减
,

企业 的价

值观是整体价值链导 向
,

企业 目标和模式 的侧重点

主要是基于整体价值链的管理
。

比如在 世纪

年代
,

在失去产 品技术优势后
,

成功通过 向服
务阶段延伸

、

为客户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来实现

企业收益的增长
,

而且随着 提供整
『

体解决方案

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

在整体 解决方案的服

务领域上获得了新兴服务的技术优势
,

又一次实现

了新兴服务 技术 的技术边际递增
。

,

相应地
,

当企业技术处于新兴 阶段或技术生命

周期的成长阶段时
,

加之很多新兴技术处 于专利保

护期
,

新兴技术的技术边际收益递增
,

企业主要通过

加大技术研发和投人来实现企业基于技术 的价值增

长和相应的企业收益 的增长
。

因此
,

新兴技术管理

的文化基本假设之一是 新兴技术平均边 际收益递

增
,

企业 的价值观主要是技术导 向的
,

企业的 目标和

模式主要是基于 新兴 技术的管理
,

比如早期

对国际商业机器 如打孔机 和计算机的研发投人就

是技术导 向的企业价值观的体现
。

在外显物方面
,

无论是现有技术企业还是新兴

技术企业
,

即搏企业 的基本假设
、

价值取 向趋 同
,

其

外显物也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 的特征
,

同时 由于 由

外显物推求企业价值观和基本假设是一个汇状的过

程
,

其作用机制极其复杂和微妙
,

如前所述
,

容易被

误解
,

故不作分析和归纳
。

新兴技术管理的文化特征

我们从
、

所述的新兴技术文化维度创新

的分析出发
,

得到关于新兴技术管理所需要 的文化

维度特征
,

如表 所示
。

同样
,

我们从
、

所述 的新兴技术文化层

咖」新的夯析出发
,

得到关于新兴技术管理所需 的

文化层次特征
,

如表 所示
。

表 堪于文化维度的新兴技术管理的文化特征

文化维度度 新兴技术管理的文化特征征

个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义 鼓励个性一 团队学习习

依依依赖现有能力一外部联盟盟

无无无规则
,

打破常规一集体规则则

权权力距离离
‘

企业各层面员工 的参与 多样性观点点

的的的公开存在 鼓励建设性的冲突突

不不确定性的规避倾向向 扩大和调整的周围视野 持续的试验
,,

包包包括试错性试验 不 同商业化模式 的的

试试试验性观点的集成成

男男性度一女性度度 快速决策一 以实物期权为基础的分阶阶

段段段资源配置置

聚聚聚焦思考一情景发展
,

发散思考考

尺尺尺度明确一可调整的判断断

表
‘

基于文化层次的新兴技水管理的文化特征

文化层次次 现有技术管理的文化特征征 新兴技术管理的文化特征征

基基本假设之一一 现有技术平均边际收益递减减 新兴技术平均边际收益递增增

价价值取向向 制造
、

流通
、

服务坏节价值增值
·

,

或整体解决方案 价值链 导向向
一

新兴技术一技术导向向

结束语和研究展望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的管理不仅仅

是
“
技术管理

” ,

而是广泛涉及 由于新兴技术 的挑战

所带来的管理思维
、

管理模式
、

发展 战略
、

组织结构

等方面的变革管理
,

而这些变革管理 的前提和基础

是新兴技术企业必须具有和新兴技术产业特征相适

应的持续创新 的企业文化
。

在 。

今 的文化纬

度模型和 的文化层次模型框架下
,

本文总结

出新兴技术管理的文化特征

文化层次方面 新兴技术平均边 际收益递

增的基本假设和新兴技术的技术价值导 向
。

文化维度方面 集体 主义 强
,

且个人主义

强 权力距离小 不确定性 的规避倾 向低
,

但积极 面

对不确定性 男性度增强
,

且女性度增强
。

本文讨论了和新兴技术产业特征相适应 的企业

文化特征和企业文化创新
,

进一步 的研究可 以针对

和新兴技术企业文化创新对应 的制度
、

组织创新 和

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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