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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的组织创新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结合管理学理论研究成果和企业实践经

验 ,对现代企业组织创新的历程、规律和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重点基于竞争和能力的视角 ,对当代企业特

别是知识型企业的组织创新策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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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正不断“推平”

着整个世界。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的时代背

景下 ,现代企业正处在一个变化越来越迅速、竞争越

来越激烈、竞争对手分布越来越广泛的市场环境

中[1 ] 。单纯的地理条件、资源条件和客户关系已越

来越难以维持企业原有的市场地位。企业通过持续

的组织创新 ,不断提升自己对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

和对企业战略的执行能力 ,充分发挥和构筑自身相

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赢

得生存和发展机会 ,这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目标和

必然选择。

1 　现代企业组织创新的历程和趋势

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发展史来看 ,企业的组织

创新整体上经历了 3 个主要阶段 :从简单组织向 U

型组织和 H 型组织转变 ;从 U 型组织和 H 型组织

向 M 型组织转变 ;从 M 型组织向网络型组织转变。

第一阶段 :从简单组织向 U 型和 H 型组织转变。

简单组织向 U 型组织 ( unitary organization) 的

转变和工业革命带动的机器大生产密切相关 ,而 H

型组织 (holding company organization) 的出现则与

同行业企业之间的联合和一体化进程紧密关联。从

作用和影响上看 ,U 型组织和 H 型组织的出现满足

了企业规模化生产经营战略的需求 ,促进了大企业

的形成和成长[2 ]2102233 。

第二阶段 :从 U 型组织和 H 型组织向 M 型组

织转变。

M 型组织 (又称为事业部制组织、分权制组织)

的出现是组织创新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M 型

组织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美国企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巨大的资本和生产能

力 ,战争结束带来的产品需求调整使得这些生产能

力显得相对过剩。为了消化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 ,

企业迫切需要发展新产品、进入新市场。这种多元

化的发展战略要求企业在组织创新方面进行相应的

调整 ,这样 ,M 型组织就登上了历史舞台[2 ]2492262 。

第三阶段 :由 M 型组织向网络型组织转变。

如果说 M 型组织的出现与多元化发展战略具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网络型组织的出现则与知识经

济、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

剧密切相关。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改变

了整个经济模式 ,而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也对企业的

管理模式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些变化都要求企

业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组织创新来加以应对。从现

实情况看 ,网络型组织创新具有如下特点和趋势 :

第一 ,在许多现代大企业中 ,既有以“专业技能”

为划分依据的研发、市场等传统部门 ,同时又有与多

元化战略相对应的、按产品划分的“产品线部门”,还

有以贴近客户为目标所设立的“客户群部门”,以及

多个以实现特定的市场目标或管理目标所设立的

“委员会”等组织 ;同时 ,企业中各基层组织和部门的

自主性、灵活性也大为增强 ,从而形成了复杂的网络

型组织。

第二 ,在网络型组织中 ,许多员工发现自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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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止一个“上级”汇报工作 ,需要向多个周边岗位

提供支持 ,同时更需要从多个“上级”或周边岗位寻

求支持和帮助。在这样的网络型组织中 ,沟通、协调

和求助而非单纯的汇报和命令成为更为重要的工作

手段。

第三 ,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 ,使组织的扁平化趋

势更加明显。企业中的信息流传递不再遵循传统的

逐级传递方式 ;通过网络 ,公司最高领导和最基层员

工之间也能建立直接且双向的联系 ;这样 ,就使得中

层经理那种传统的“上传下达”职能大为减弱 ,在其工

作职责中 ,专业性的一面将更加突出 ,同时对下属知

识型员工的支持和服务的角色要求也将更加突出。

第四 ,知识型员工的兴起 ,推动着企业的管理模

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企业越来越重视让知识型员

工获得必要的信息、参与必要的管理和决策 ,越来越

重视建设学习型组织 ,以支持知识型员工的创新活

动 ,同时促进个人智力资本向组织资本的转化[3 ] 。

激发知识型员工的创新热情 ,为知识型员工创新能

力的持续提升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成为众多知识

型企业组织创新的重要目标。

第五 ,虚拟和外包的规模和范围正不断扩大 ,

这对现代企业的组织创新活动也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企业在保证自己对价值链核心环节的控制力的

前提下 ,正越来越倾向于把价值链中的非核心环节

交给外部合作伙伴来承担。市场竞争已日益从企业

与企业间的竞争向“企业链”和“企业链”间的竞争转

变 ,于是 ,企业中的许多“传统部门”正日益面临“市

场中的替代者”的挑战 ,企业组织也相应变得更加敏

捷、灵活和富有弹性[ 4 ] 。网络型组织创新的深入发

展 ,正在为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巨大

活力。

表 1 归纳了 U 型组织、H 型组织、M 型组织和

网络型组织的形成途径及作用与影响。

表 1 　U型组织、H型组织、M 型组织和网络型组织的形成途径、作用与影响

组织类型 代表企业 形成途径 作用与影响

U 型组织 美国钢铁公司
专业化分工、职能化管理、正规化建设、层级组

织结构建设。

满足了企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战略需要 ,是现代企

业后续组织创新的重要基础。

H 型组织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
通过联合和一体化方式形成 ,以避免同行企业

间的过度竞争。

以企业的“内部契约”替代外部市场 ,避免了过度竞

争 ,提高了行业的整体利益 ,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M 型组织

美国杜邦公司
通过按产品加强分权 ,从 U 型组织转变成 M

型组织。

美国通用公司
通过加强内部整合 ,从 H 型组织转变成 M 型

组织。

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组织形式 ,满足了企业

多元化战略和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范围的需求。

网络型组织 美国苹果公司

在保留传统的按“专业技能”划分的部门外 ,建

立各种打通内部壁垒的横向组织 ,以实现贴近

客户、快速创新的目标。

支持了企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竞争战略的实施 ,

并为企业能力的提升和知识型员工的成长提供了

更好的基础条件。

2 　现代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因和规律

如何认识现代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因和内在规律

性 ? 如何把握未来企业组织创新的趋势和发展方

向 ? 众多管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 ,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了解企业组织创新

的内在规律性提供了基础。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5 个学派的观点。

1)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交易费用理论学

派认为 ,企业组织创新的动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 ,企

业组织创新的历程就是企业通过减少“有限理性”和

“机会主义”的影响 ,逐步减少交易费用的过程。企

业由于“有限理性”的压力 ,逐步采取分权发展 ;而为

了克服分权过程中由于“机会主义”可能造成的损

害 ,又必须实行有效的控制 ;这两种力量的不同结合

造成了各种不同的组织模式。U 型、H 型和 M 型

组织分别是偏重于集权、分权和集分权统一的组织

模式 ,见图 1。

图 1 　组织创新的交易费用理论解释

2)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解释。企业生命

周期理论认为 ,企业的成长会使企业面临的内外部

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 ;而伴随企业的成长 ,内部人员

自我实现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 ,

企业组织结构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 ,以适应企业

的生命周期进程。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中比较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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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 Greiner 模型为例 ,该模型指出企业在不同

的成长阶段面临着不同的主要矛盾和危机 ,这种主

要矛盾和危机决定了企业组织创新的发展方向[5 ] 。

表 2 显示了 Greiner 模型中企业的各成长阶段所对

应的组织结构和推动组织创新的主要矛盾。

表 2 　组织创新的 Greiner 模型

内容
企业成长阶段

创立阶段 引导阶段 分权阶段 协调阶段 合作阶段

对应的组织结构 简单组织 U 型组织 M 型组织 SBU 组织 网络型组织

推动组织创新的主要矛盾 领导危机 自主权危机 控制危机 官僚主义危机 新的未知危机

　　3) Mintzberg 理论。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管

理学大师之一 , Mintzberg 吸收了众多组织理论的

精华 ,创造性地把企业组织与企业内承担不同职能

的人员的重要性结合起来。他认为 ,企业内存在战

略顶层、技术机构、操作层、中间层以及协同人员等

承担不同职能的人员 ,他们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差别

决定了哪种组织模式最终被采用。

表 3 　组织创新的 Mintzberg 理论解释

内容 战略顶层 技术机构 操作层 中间层 协同人员

权力 所有者控制 技术和外部控制 专业的操作者控制 中间层控制 专家控制

对应环境 简单环境 稳定环境 复杂而稳定的环境 多样化的环境 复杂而动态的环境

对应结构 简单组织 机械官僚制 专业官僚制 分权制结构 专家控制结构

　　4)组织创新的权变学说。权变学说认为 ,不存

在最优的组织模式 ,各种内外部因素都会对企业的

组织结构适用性产生影响 ,因此企业必须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组织模式。权变学说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钱德勒的“结构追随战略”学说、

劳伦斯的“分工 - 整合”理论、伯恩斯的“机械 - 有

机”模型等。表 4 列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创新权

变学说的主要观点及代表性人物。
表 4 　组织创新的权变学说

学说 代表性人物 主要观点

“结构追随战略”学说 钱德勒 组织结构创新是企业对变化了的战略所做出的一种组织反应 ,目标是支持新战略的实施。

“分工—整合”理论 劳伦斯 分工和整合都是企业面临的重要任务 ,业绩良好的企业能够同时实现良好的分工和整合。

“机械—有机”模型 伯恩斯
企业的组织结构既要有稳定性 ,又要有适应性 ;机械型和有机型组织各有其适用范围 ,两者

都强的企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5)基于核心能力理论和组织资本理论的解释。

核心能力理论的兴起引起了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核心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竞争的基础在于企业的能

力 ,特别是难以模仿的核心能力。而组织资本理论

则指出 ,虽然传统的财务计算体系没有把组织资本

和企业能力等因素的价值计算在内 ,但在现代企业

竞争中 ,这些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 ,企业

组织创新必须有利于企业增长能力、积累组织资本 ,

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3 　基于竞争和能力视角的再审视

众多管理学者的研究工作和众多企业的现实实

践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企业组织创新规律提供了

基础条件。本文重点基于竞争和能力的视角 ,对当

代企业特别是知识型企业的组织创新策略提出如下

建议。

第一 ,企业组织创新将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的

综合影响。企业所处产业的特征、企业的发展阶段、

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动程度 ,以及企业自身的竞争战

略、能力基础、人员状况等 ,都会对企业组织创新的

方向和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 ,根据自身实际

选择“适用”的组织模式 ,而非单纯照搬其他企业的

经验或试图寻求“普遍最优”的组织模式 ,是企业组

织创新的基本立足点。

第二 ,企业组织创新作为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根本上说服务于企业整体竞争战略。

正如 U 型组织的出现适应了大规模生产、经营战略

的需要 ,M 型组织的出现适应了多元化发展战略的

需要一样 ,网络型组织模式对于企业在不断变化的

市场中充分地贴近客户、打通内部部门壁垒、调动一

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全力满足客户需求 ,具有良好的

支持作用。同时 ,网络型组织还能够维护专业团队

相互之间的沟通渠道 ,通过这种全面沟通提升组织

的智力资产 ,因此对于知识型企业有重大的作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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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现代企业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价值链构成和

关键竞争能力要求 ,确定有效的竞争战略 ,并采取相

应的组织模式去加以执行和落实。第三 ,企业组织

创新的成败 ,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能力基础的影响。

这种能力基础 ,不仅包括各种“硬资产”,如资产实

力、信息基础结构完备程度等 ,还包括企业的各种

“软实力”,如企业文化、企业执行力、人员素质等。

知识型企业需要充分尊重、重视和运用知识经济给

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以更加平等和开放的姿态 ,

在企业组织创新过程中不断营造强调学习、成长、合

作、和谐的组织氛围 ,不断增强支持企业组织创新取

得成功的“软实力”。“为知识工作者提供更有利于

成长和创新的组织环境”,本身就将成为未来企业管

理和组织创新的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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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 h t he dynamic model and t he multi2agent model ,and compares estimation result s wit h t he real data. The result shows t hat t he substantial eco2
nomic effect of a innovation technology can be embodied only t hrough diffusion. The result also demonst rates t he effectiveness and t he validity of

t his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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