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物（包含人）流动的速度和效率

得到快速的提高；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制造、市场中的信

息循环、反馈流程周期缩短，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改

善；计算机软件、图形化等基于思维虚拟重构工具的发展，
使思维的效率大大提高，实现了产品概念设计，创新过程

的缩短。 无论是什么学科、持什么观点的学者都认识到环

境的变化越来越快 ［1］，环境的快速变化衍生复杂性，而静

态机制上复杂性带来动态机制上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经

济中的现象多半是变化多端、十分复杂的超自然湍流 ［2，3］。
根据协同学理论，市场发展的演化是由系统的慢变量决定

的，作为物和信息的流动，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系统原本的

慢变量的速度的提高， 从而加速了系统环境的演化速度，
增加了企业管理中的复杂不确定性。

现代的企业管理越来越面临自身和环境不确定性的

影响和冲击。 但是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不确定性的内涵本身就很难被还原和归化到一个单独的

思维平面层次上去，而能够成为系统理论往往需要有统一

的形式 ［4］， 系统地认识和划分需要在同一思维层次中进

行。 因此，目前对不确定性的内涵和划分还没有较系统的

思想和方法，即使有相关的划分也是相互交叉、从不同角

度的描述。
企业也早已认识到必须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特别是

现代柔性思想的兴起，为企业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提供了

一种重要的策略和方法。 所谓柔性，是指事物通过自我调

整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是相对“变化”和“不确定性”而

言的一种应变能力。柔性思想反映的是以动态的自身行动

来应对动态的环境变化不确定性， 从而形成与环境的协

调，达到系统不确定性的消减。 本文拟从思维科学不确定

性的视角对企业柔性作进一步探讨。

1 主体的概念与内涵

1.1 主体概念的提出

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多维度、多层

次的。对于这种多维的非线性问题，在许多的管理理论体系

中，经常提及不同层次活动主体的概念。主体可以看成管理

研究中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但这一概念并非仅仅指人，根

据分析研究的目的，还可以将组织中的团队、组织本身以及

更大规模的由人组成的有机系统作为智能主体 ［4］。 在社会

层次中，企业作为活动的智能主体；在企业内部活动中，各

部门是活动的智能主体 ;在企业的各个部门中，各个员工

是活动的智能主体。主体的内涵体现出在不同层次的活动

中，它是起着主要作用的单位。 根据分形理论的近似迭代

性质，这种由人组成的更高层次的有机复杂系统本身也是

一个主体，所以作为智能体的人的有机结合能够形成更高

层次、更大规模的主体。主体只是不同层次下，一定时期内

各个要素构成的一种稳定的形态。
1.2 主体的内涵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等技术的发展，伴随

着对社会经济研究的深入，人性假设也逐步地细化，默认

了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开始给管理经济研究模式下的

“人”更多的自由。 然而，伴随对不确定性和思维科学的层

次复杂性理解的深入， 传统管理中仅仅用思维层面上的

“个体人”来解释和管理各个层次的不确定性，于是遇到了

巨大的挑战。笔者倾向于把管理的对象从“个体人”向更为

广泛的不同层次的主体转移，用不同层次的主体来探讨该

层次的不确定性，从而形成了企业克服不确定性的柔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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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思路。
广义主体概念的内涵可以用图1来表述， 其相互关系

构建了主体内涵的3个层次：

图1 主体概念的内涵

主体的内涵可细化为以下3个方面： ①主体的有限思

维性：假设主体具有个体思维能力，和个体一样受到自身

“体质”结构的影响，在思维上保持着有限的理性；②主体

的能动性：假设主体思维指导着主体的行动，主体具有一

定程度的“个体人”的能动性；③主 体思 维 和 行 动 的 协 同

性：假设主体具有机体和思维协调能力，假定主体的机体

和思维处在协调一致状态为主体的和谐健康发展状态，在

该状态下，主体具有良好的绩效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2 柔性的概念和层次性

2.1 主体柔性的概念及不同层次主体的柔性

“柔性”一词最早出自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出的“柔

性制造系统的概念中，根据Mandalbouem对柔性的定义：制

造系统应付变化的环境或环境带来的不稳定性的能力 ［5］。
Nagarur从企业内部作业层面定义柔性为： 企业系统适应

相关因素，如产品、工艺、负荷、机床故障等的变化的能力。
更进一步，企业主体柔性可以具体地解释为：企业具有不

断学习、开拓创新、系统而持续地整合内外资源应对环境

变化和因果模糊性挑战的能力。而企业是由不同层次的主

体构成的， 主体不同层次的柔性共同构成企业的整体柔

性。
主体概念是从”个体人“的概念演化而来的，由此可以

认为企业不但具有由物（生产设备等）要素构成的机体，还

有由文化、制度、个体人思维要素构成的思维现象，因而企

业柔性也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企业行动的柔性（企业执

行活动的柔性）和企业思维的柔性。 企业行动的柔性可以

解释为企业机体的柔性，使企业能像“个体人”一样拿起工

具，通过动态的行动，对企业外来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作出

反应。企业思维的柔性体现为企业内部各要素间间关系的

协调，企业要素间的耦合性是由“个体人”的思维和要素间

的关系，以及相应的规则，共同构成的企业思维柔性。企业

的行动柔性和思维柔性共同构成企业柔性的内涵。
2.2 企业主体不同层次的机体柔性

企业物的要素构成了企业的机体柔性，机体柔性又可

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1）柔性加工工具：指直接与加工过程有关的工具柔

性，如机床、刀具、夹具、测量机、清洗机等。 各工具在主控

计算机和程序的监控下，以较快的速度在加工和刀库间完

成不同加工工艺的工具的选择。
（2）柔性加工单元：指完成一个工序柔性加工单元，通

常需要完成以下4方面的柔性：①加工柔性；②工件装卸柔

性；③工件搬运柔性；④工件存储柔性。柔性加工单元是系

统柔性实现的基本单元，也是系统优化设计的基本单元。
（3）柔性生产线、加工车间：由柔性的加工单元和人的

“嵌入”，形成了柔性的加工车间和生产线。 生产管理中产

生了“准时生产制”、“柔性制造系统”、“敏捷制造”等多项

基于生产线的革命化的管理柔性技术，体现了应对客户需

求和环境变化的系统柔性。
2.3 企业主体不同层次的思维柔性

（1）企业产品设计的柔性：在产品设计中约40%是采

用过去的部件， 约40%是在原有设计基础上稍作修改，而

只 有 约 20%是 全 新 的 设 计 。 因 此 在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

CAD\CAP，CAF的帮助下， 在原有产品簇设计的基础上实

现设计的动态柔性。
（2）企业组织的柔性：通过采取权力的适度分散、鼓励

学习与创新活动等措施，快速适应环境变化，使企业组织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柔性 ［6］，强调企业主体的不断学习的能

力。
（3）企业战略柔性和柔性战略：在战略内容中更多地

考虑环境变化，并加入可能的措施。 在国内，汪应洛等 ［7］学

者提出了“柔性战略”的概念。所谓“柔性战略”是指在动态

的环境下，主动适应变化、利用变化甚至于制造变化，以提

高自身竞争能力，并且为此而制定一组可以选择的行动规

则及相应方案。

3 基于不确定性角度的柔性内涵阐述

3.1 主体思维基准变换企业柔性的微观解释（内涵1）
作者认为主体思维的基准 ［8］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思维

的发散基准oi和思维的判断基准ri，思维的发散基准是思维

思考的起点，是我们对以往经验知识的一个“积” 体现在

Ni，Nj之间的oi→oj。 而思维的判断基准在我们的传统科学

中起着判断辨别“度”的作用。体现在思维判断的粒度和精

度ri的伸缩中。
可以用来表示主体思维的基准，主体在不同的情境Ci

…Cj下，对问题p形成不同Ni…Nj的思维基准，并会同时产

生一系列的不同的vi…vj判断，进而称vi（Ni，Ci）为在Ci情景

下，以Ni为基准的一个判断。 如果Ni，Nj两个基准存在一个

基准变换Tij使得Tij（Ni）=Nj，称为基准从Ni经过Tij到基准Nj的

一个基准变换。 同时Ni可以用一维球形邻域的形式，即Ni=
Ni（oi，ri）来表示，其中oi和ri分别表示维基准Ni邻域 的 球 心

和半径［8］。
现在大部分企业的实际情况是产品不断创新，而加工

技术则基本保持不变。加工技术保持不变的这一时期可以

称为量变时期。而企业加工技术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时期称

为企业的质变时期，这是一种质变 ［9］。 它也正好反映了企

业思维的发散基准和判断基准的辩证统一。当企业技术改

造加工过程也是企业思维发散基准的确定过程（质变），而

后企业主体思维进入了判断基准的阶段，也就是加工技术

保持不变的量变时期，形成了连续和谐的企业主体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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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企业系统在质变时期改变的是企业的机体柔性，在

量变时期增加的是企业的思维柔性，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

企业的整体柔性（参照主体内涵1）。

图2 思维基准的变换

主体思维的基准变换体现了动态柔性的本质，一方面

企业思维伴随着外部环境变动，动态的调整企业的广义认

知图，达到企业的思维基准的变换；另一方面企业主体思

维的变换，反映了企业工作主题的变更，与和谐管理理论

中的和谐主题的飘移是一致的。
3.2 主体的能动性：企业柔性的传统内涵（内涵2）

现代管理理论的柔性内涵可以解释为不同层次的主

体，在外部环境难以预测、快速变化情况下，主体能主动适

应变化、制造变化、利用变化，以提高自身在动态环境下的

竞争能力。 传统柔性的内涵体现为主体的能动性，能动地

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柔性的内涵见图３，即从简

单到复杂依次为：减少和缓冲变化、适应变化、创造变化３
个层次的柔性能力。企业主体的假设能够很好地解释企业

柔性的３个层次， 也体现了 “个体人”３个层次上的能动性

（参照主体内涵2）。

图３ 应对外生不确定性的柔性能力构成

在主体思维假设下，企业柔性的内涵还不仅仅表现为

动态性，它既指企业动态应对产品变化的能力 ;还追求应

对不确定性能力的相对稳定性，表现了企业主体思维具有

的自我保护意识。
3.3 “替代性”与“相长性”———企业柔性的宏观本质

企业柔性不是只有一个变量， 而是多个变量的集成。
相关的研究成果有Gerwin等的“7维分类法”和Kosta等“5维

分类法”［10］，还有万伦来教授 ［10］采用机械维、产出维、协调

维、人力资源维、学习创新维、原材料供应维、产品市场维6
个维度来表征企业柔性，并用维长、维宽、维的易变性、维

的反弹性４个要素来分析企业柔性。

表1 企业柔性的4个要素内涵

维 宽 在某一维度上系统选择可以容忍的差异程度

维的易变性

企业系统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难易程度,
反映企业系统中不同维度和不同要素之间可 “替代

性”的大小

维的反弹性
反映企业系统发生维变时 , 具有保持企业规模和 “个

性”不发生多大改变且能获得一定利润的能力

维 长
在某已知维度上,企业系统可能选择的数量，体现在

生产加工中为可供选择的路径

要素名称 要素内涵

企业柔性各维之间相互替代和相互推进是柔性作用

的表现形式。 首先，由于各维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转

化，使得企业系统可以自发调节不同维度的柔性以取长补

短，从而使企业表现出柔性作用。其次，企业系统中各维之

间可以相互推进， 当增加某维柔性时能引起连锁反应，导

致其它维的柔性增加，使系统表现出柔性的整体提升。
企业柔性的“替代性”与“相长性”，解释了企业作为虚

拟组织存在的基础和合理性，即组织物理结构的维度缺失

时，可由别的维度柔性来替代，在主体思维的假设下，企业

柔性的“替代性”与“相长性”体现了企业的机体和思维的

协调性，此点与主体思维内涵3相对应。

4 基于柔性内涵的企业不确定性管理思路

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内生不确定性和外生

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了企业应对外生和内生不确定性的策

略和思路。
（1）企业的外生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思路。 企业的外生

不确定性是企业面对外界环境变化带的来不确定性，这类

不确定性由于是外界强加给企业主体的，不是企业能够控

制的，所以应对这类不确定性的唯一方法就是提高企业主

体的整体柔性，提高企业主体能动性，以动态应对动态从

而达到对外界环境的适应。
我们给企业的每个要素一个不同的柔性度（柔性度指

企业各个要素能动性的程度）， 假设其取值范围为［0，1］，
企业的整体柔性度由企业的各个要素的柔性耦合而成。企

业具有整体柔性度越高，企业对外来的环境具有越高的适

应、能动性。由于企业柔性是企业整体柔性度的耦合，在分

析企业的柔性度耦合的瓶颈，提高企业单个要素单位的柔

性度，使企业的整体柔性度进一步提高，这是传统的企业

柔性一直寻求的方法。但根据主体思维内涵2可知，主体的

机体柔性要通过主体思维，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体现了企

业在应对外生不确定性过程中，企业管理、文化等企业思

维的重要性，也体现了现代柔性管理的人本化研究趋势。
（2）企业的内生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思路。 企业的内生

不确定性是由企业不同层次的不确定性构成的，也是探讨

未来企业不确定性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目前迫切需要对

企业内生不确定性源头进行探讨，并对企业内生不确定性

进行系统的划分， 企业内部的要素不是柔性度越高越好，

104· ·



第 9 期

Facing Uncertainty:Enterprise Flexibility on the
Basement of Intension of Agents

Chen Junhua，Wu Jing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Southwest Petroleum，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n examination on the enterprise flexibility from the uncertainty approach, then gives an assumption
of agents thinking on this basement of notice science,discusses the concept and new annotation of flexibility, Finally A new kind
of system thinking about Flexibility- solidifying Management is established for the uncertainty at the corporate level.
Key Words:Intension of Agents；Enterprise Flexibility；Uncertainty

而是需要达到企业整体柔性的协调一致。单个要素的柔性

度过高，比如说“个体人”常常是系统不确定性的来源，所

以，企业的管理思路不只是提高柔性度低的“物”要素的柔

性度，而且要克服企业中柔性度比较高的“人”要素的柔性

度，从而有效地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性。
针对企业由于“人”等柔性度高的要素的过剩柔性衍

生的不确定性，笔者提出了思维固化的思路。 固化管理理

论提出了思维的基准变换和反馈，形成思维的上升可累积

性，而思维对不确定性的反向累积，是不确定性消减的有

效机制。 固化管理理论的特点可以阐述为：固化是对主体

思维和意识的固化， 固化的过程体现了思维的不断累积

性，固化的内容是主体思维活动的内容，固化的方法是和

谐固化， 固化的结果是能够在思维中快速地重构呈现方

式，固化的目的是消除系统基于主体思维和客观事物的不

确定性。 动态审视和评价企业的质量、文化、规章制度、组

织机构等， 都是企业应对内部不确定性思维固化的工具，
都是为主体思维服务的。

5 结语

本文在阐释主体内涵的基础上，对企业柔性的内涵作

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企业的行动柔性（机体柔性）和思维

柔性的划分，探讨了企业不同层次的主体。
通过对企业的内、外的不确定性的探讨，认为企业的

整体柔性度越高，代表企业的能动性（柔性）越强，但企业

的各个要素并不是柔性度越高越好，柔性度远远高于企业

柔性度的“个体人”由于柔性度过剩，从而成为企业内部不

确定性的根源。传统企业柔性管理就是提高企业柔性度低

的“物”要 素 的 柔 性，以 提 高 企 业 的 整 体 柔 性 ，本 文 针 对

“人”要素的过剩柔性提出了固化的思想。 由于篇幅所限，
对思维固化的思想没有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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