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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的经营环境下，企业应当如何实施和管理变革过程才有利于实现持久的改进效果，这是本
书所讨论的主题。
　　企业的变革实质上是要从当前的不满状态转变为一种理想的状态。
本书首先对于企业变革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剖析和探讨。
在此基础上，集中探讨了要跨越横亘在传统企业与理想模式之间的鸿沟所必须实现的三大转变，即在
企业的行为方式上，实现从传统的&ldquo;生产-销售&rdquo;（make-and-sell）模式向聚焦于顾客
的&ldquo;察知-应对&rdquo;（sense-and-respond）模式的转变；在企业的内部运营上，实现从纵向
的&ldquo;职能碉堡&rdquo;方式向横向的过程导向的转变；在对人员的管理上，实现从被动的&ldquo;
指挥与控制&rdquo;向主动的&ldquo;活性化与自我控制&rdquo;的转变。
这三大转变是从根本上改进组织绩效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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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对于企业性质的认识　　现代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研究基本上有两种学说。
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另一种是产权经济学的企业组织理论。
厂商理论认为企业是生产者，是能够进行合理的生产决策的基本经济单位。
企业的目的便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企业组织理论是科斯（Coase）首先提出的，在其1937年出版的《企业的性质》一书中，他提出
了&ldquo;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价值的替代&rdquo;的著名观点。
科斯把企业和市场视为&ldquo;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rdquo;。
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将一部分市场交易纳入到组织内部来实现，通过对一部分市场交易的替代以节约交
易费用。
就研究方法而论，厂商理论是将企业作为一个处在市场中的独立的卖方，着重分析厂商与其他市场进
入者的关系及厂商的市场行为。
而企业组织理论则是将企业作为与市场并列的经济组，着重分析企业产生的原因、企业的性质及边界
，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所有权与控制的分离等。
　　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的观察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认识。
他们把企业视为获取最大利润的单个的人，一个旨在获取最大利润的单个的决策者。
此外还假定，企业都有一个（或多个）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
企业以&ldquo;理性的&rdquo;方式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企业的职能就是将经济投入转变为产出。
企业经营所处的环境是既定的。
特别关注投入和产出方面的价格和数量的变化。
①事实上，这种有关企业或公司的规范模型只是在一些有限的场合下才是适宜的。
在传统的公理论中，至少存在着两个难点。
其一，这个理论中有关激励和理性的设想是与现实不符的。
获得最大利润是否是复杂组织的惟一目标，这是个问题。
其二，正如赛耶特和马奇所言，&ldquo;公司论中的&lsquo;公司&rsquo;与实际的企业公司相比，我们
找不出多少一致的特点。
这个理论中没有复杂的组织，没有控制的问题，没有标准操作程序，没有预算，没有主计员，没有富
有雄心的&lsquo;中层管理&rsquo;。
&rdquo;他们还指出：&ldquo;在现代市场社会中，对价格、产出、产品系列、产品组合、资源分配以
及其他经济变量等做出经济决策的不是企业家个人，而是公、私机构的复杂体。
许多这样的决策都是在大型的、多职能的、人们称之为公司的复杂的组织之内做出的。
这些都是简单的事实。
它们可能不是经济理论所关心的事实，但现实世界中有复杂组织做出决策的过程与经济理论对他们进
行解释的方式之间存在的不同点为持续了几十年的争论提供了材料。
&rdquo;①现实中的许多情况下，人们将这个理论滥用为实际组织与管理者行为的描述性模型！
　　显然，只有经济学上的分析还远不足以指导企业的管理活动，我们还必须从系统的观点来认识和
分析企业。
　　用系统的思想来研究企业由来已久。
英国的安德鲁&middot;尤尔早在1835年就在其《制造业的哲学》一书中指出，在每一个工厂中都存在
着三种有机系统，即机械系统、道德系统和商业系统。
②社会系统学派的代表人物切斯特&middot;巴纳德在其代表作《经理的职能》一书中指出，企业组织
是一个由人们有意识地加以协调的各种活动的系统。
每个人在克服其生理、心理、物资和社会的限制时，必须自觉地进行协作。
组织就是这种自觉协作活动的一个系统，这种系统能否长　　期存在、发展，则决定于组织的内部平
衡和外部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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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纳德还认为，组织包含三个要素，即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信息联系，其中，共同的目标是组
织最基本的要素。
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middot;西蒙认为，&ldquo;组织&rdquo;是人群行为构成的一种体系
，又是协调体系的一个部分；在协调体系中，除&ldquo;组织&rdquo;体系外，还有&ldquo;物&rdquo;的
体系、社会体系、人的体系。
管理系统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蒙特&middot;卡斯特和詹姆斯&middot;罗森茨韦克将企业看做为&ldquo;
相对开放的系统&rdquo;，他们认为企业与环境是子系统与超系统的关系，企业系统一方面必须对外部
环境开放，以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在企业系统中和环境间的输入输出；另一方面，这种开放又是相
对的，企业系统必须有一条可以渗透的、也许界限比较模糊的边界，使自己在环境中保持独立的存在
，同时对自己与环境的输入输出交换起选择作用。
伊查克&middot;麦迪思在其于1988年出版的《企业生命周期》一书中将企业描述为实际上就像生物体
一样，是有生命、有思想、有意志的&ldquo;活&rdquo;的有机体。
②日本学者伊丹敬之和加护野忠男也有类似的表述：&ldquo;企业是存活于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生命体。
企业是由众多的个人所构成的集团。
企业是以矛盾为杠杆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命体。
&rdquo;③　　可以看出，企业系统是一种开放系统，在其整个生命期内每时每刻都在与环境进行着各
种交互作用。
现实系统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还是生物的或社会的，总是处在与外界的相互作用之中，即总是处
于开放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封闭系统是不存在的。
热力学研究已经证明，一个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换的封闭状态必然会走向混乱无序，亦即热力学意义上
的&ldquo;热寂&rdquo;状态。
只有开放的系统才有可能自组织起来，向更有序状态发展。
企业必须从外界环境中获得内部活动所需的各种要素和能量，并将内部活动产生的成果输出到外界环
境中去。
除了实物外，企业与环境问的信息交流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企业根据环境所提供的信息，来决定自身的产出并调整内部的活动。
同时，企业通过产出物所反映的信息来影响环境，改变环境对企业的认识和态度，从而改变企业在环
境中的地位和作用。
另一方面，企业通过搜寻能反映环境特征及变化趋势的信息，主动适应环境变化，保持生存与永续。
　　企业系统是非平衡的开放系统。
非平衡体现在它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的各种交换上。
它从环境中摄取物质、能量和信息，并向环境输出产品和服务。
从环境中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过程也就是获取负熵的过程。
负熵的获得意味着系统有序度的提高，企业就可以自组织起来，形成更高级的有序状态。
若不能从环境中获得足够的维持生存和发展所需的&ldquo;负熵&rdquo;，企业系统便会趋于无序，最
终走向&ldquo;死亡&rdquo;。
　　归纳起来，我们对于企业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即企业组织是存在于环境中的，由包括个人、群体
、态度、动机、正式结构、相互作用、目标、职权、资源等相互依赖的多种要素组成的一个复杂的适
应性系统。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论断：　　（1）企业组织是一个系统，要素的有机结合产生了
新的质，赋予系统以生命，使得系统具有了不同于任何一个要素的特性。
　　（2）企业组织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的开放系统，通过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得以生存和发展。
　　（3）企业组织是一个自适应的系统，具有通过学习而改变自身的能力，企业及各子系统处于不
断的变动之中。
　　（4）企业组织是一个复杂的多目标系统，决非单纯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ldquo;资本的化
身&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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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认识企业组织的两类基本特征　　人们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一个具体的企业组织。
应用结构性特征（struct，ural dimensions）和背景性特征（contextualdimensions）这两类基本特征或基
本维度（dimensions）来描述一。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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