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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动态不确定环境下，柔性是成功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对各种不同的组织柔性定义进行对比分析的基

础上，归纳了组织柔性的内涵。同时对组织柔性研究的理论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组织柔性研究领域中值得探讨

的一些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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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柔性：内涵、理论演化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技术的飞

速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组织面对的外部

环境日益动态和不确定性[1，2]。在高度动态和

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下，柔性是成功组织的一

个基本特征[3- 5]。

1 组织柔性的内涵

在组织柔性研究中，基于不同的研究角

度和研究背景，研究者们对于组织柔性有各

种不同的理解，附表给出了一系列对于组织

柔性的理解，并对其研究领域进行了分析。

根据附表中不同研究者对于组织柔性

的定义可以看出，研究者们认为对于组织柔

性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是，可以从

这些对组织柔性的相关研究中得出以下观

点：

首先，柔性是组织的一组属性特征的综

合体现，它体现的是组织应对环境不确定性

的“潜在能力(capacity or ability)”。柔性是一

种现象，在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环境下，它可

以用于区分优秀的执行者和拙劣的执行者

[16]。柔性本身并不属于组织能力(capability)，

但资源和能力(capability)是柔性最根本的决

定因素[7，8，15]。

其次，柔性可以在组织的各个层次被概

念化：资源和流程层次、子系统层次和组织

系统层次[8，14，18]，目前，对于资源和流程层次

的柔性以及子系统层次的柔性研究较多，而

对于组织系统层次的柔性的关注相对不足。

最后，柔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Garud

& Kotha 认为柔性的两个主要维度是范围

（变化）和速度（时间），系统拥有的适应速度

和变化程度有助于企业或系统的总体柔性

[19]，而 Slack 认为柔性具有范围、时间和成本

3 个维度，范围是指系统所能表现状态或采

取行动的范围，时间是系统从一种状态转移

到另一种状态所需要的时间，费用是系统从

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所需要的费用

[20]。

2 组织柔性研究焦点的演化过程

理论界对于柔性研究的焦点实际上是

不断变化的，早期对于柔性的研究主要是关

注生产和制造柔性，后来研究者们将柔性研

究的焦点逐渐转移至战略层次和其它职能

层面，包括研发、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和

营销等职能柔性，近年来，柔性研究越来越

关注组织系统柔性。柔性研究的发展可以划

分为 5 个阶段，柔性研究焦点的研究过程如

附图所示。

第一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为稳定

性与刚性阶段。这一时期，组织的外部环境

非常稳定，整个市场处于卖方市场，企业以

追求生产稳定性、高效率的规模收益为目

标，强调提高机械化程度和机器体系的主导

作用[21]。实际上，这一时期管理理论研究的焦

点也是提高生产效率，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关注通过改善工作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而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则强调通过组

织的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来提

高生产效率。

第二阶段：20 世纪 50～60 年代为工序与

工艺柔性阶段。在 20 世纪 50 年代，市场从

短缺经济向供求平衡过渡，组织需要寻找能

提高生产灵活性又能达到高效率的新途径，

这一时期数控机床和成组加工以及成组工

艺的出现使得生产流程中一个点或一道工

序的柔性成为可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企

业生产过程的点柔性或工序柔性无法适应

环境的变化，促使人们开始研究生产线的柔

性，此时，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可以完成一组

给定的不同种零件的加工或不同产品、部件

的装配生产，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加工制造效

率，另一方面可以生产多种类、多型号的产

品，这就是线柔性或工艺柔性[21]。

第三阶段：20 世纪 70～80 年代为柔性制

造系统阶段。这一阶段，由于计算机在生产

稳定

性与

刚性

工序与

工艺柔

性

柔性

制造

系统

战略柔

性与职

能柔性

组织系统、

供 应 链 和

网络柔性

附图 柔性研究焦点的演进过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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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普遍应用，生产线柔性扩展为柔性制造

系统(FMS)，柔性制造系统以数控机床或加

工中心为基础，配以物料传送装置，以及由

计算机实现自动控制的生产车间，它具有加

工柔性、工艺柔性、加工路径柔性和物料传

送柔性[21]。

第四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为战略

柔性与职能柔性阶段。在前面 3 个阶段，柔

性研究的焦点限于生产领域，在这一阶段，

除了对于生 产 和

制造柔性的 进 一

步深入研究 之 外

[7]，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认识到，组织

能否适应环 境 的

变化不仅仅 决 定

于生产过程 的 柔

性，还取决于更多

的 其 它 因 素 ，因

此，很多研究者纷

纷将柔性研 究 的

焦点转向组 织 的

其他职能领域，对

战略柔性 [8]、人 力

资源柔性 [11]、营销

柔 性 [22] 或 市 场 柔

性 [23] 等 职 能 柔 性

进行了研究。

第五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为组织系统 柔 性

以及供应链 和 网

络柔性阶段。组织

作为一个有 机 系

统，其整体柔性并

非等同于职 能 柔

性的简单相加，实

际上，职能柔性之

间是有机联系、相

互影响的。在这一

阶段，有些研究者

以组织整体 作 为

柔性研究的对象，

对柔性企业[5]和价

值 链 柔 性 [24] 等 问

题进行了研究。而

且，柔性研究得到

进一步发展，开始

从组织内部扩大到组织外部，供应链柔性[25]

和网络柔性[26，27]开始受到关注。

3 组织柔性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在日益动态的组织外部环境下，组织柔

性将仍然是管理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

关注的焦点之一，当然，组织柔性研究的焦

点将会有所变化。一方面，对于战略柔性和

职能柔性的深入研究将是柔性研究的主题

之一，但是，柔性研究的焦点将逐渐转移至

组织层次的柔性；另一方面，组织柔性研究

将不再局限于目前对概念和分类等内容的

探讨，而是越来越关注组织柔性的可操作性

研究。对于以可操作性为目的的组织层次的

柔性研究，以下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1）组织柔性的内涵与维度：从组织层

次的角度研究柔性，首先需要明确组织柔性

的内涵，对于组织柔性内涵的定义应该体现

其多层次和多维度，并且应该着眼于组织系

统，在此基础上，可以归纳出组织柔性的维

度。

（2）组织柔性影响因素的系统识别：大

量研究所识别的柔性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

一方面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者所研究的对象

和所基于的角度不同，但也反映出对于柔性

影响因素的识别缺乏一个共同的框架。当以

组织系统柔性作为研究对象时，这个共同框

架更是不可缺少的，可以利用各种组织模型

作为参考框架，以系统识别组织柔性的影响

因素。此外，各个柔性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

以及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非常值

得探讨的问题。

（3）组织柔性的衡量：不能衡量就是不

能管理，组织柔性的衡量是柔性管理和提升

的基础。同时，柔性的衡量也存在一定的困

难，一方面，它与成本和质量等不同，柔性是

系统的一种潜在能力，而非系统的一种行

为，它伴随着不确定性而存在，在没有表现

出来时很难衡量；另一方面，柔性不是单一

的概念，它是相对于系统而言的，因此，柔性

的种类多种多样，衡量方法也各不相同[21]。但

是，组织柔性化的目的在于应对环境的不确

定性，故组织柔性的衡量指标和标准应该取

决于环境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组织柔性需求，

换言之，组织柔性的衡量应该采取市场导向

的方法，而这一点在以前的研究中没有得到

应有的重视和体现。因此，如何将市场导向

的方法引入组织柔性的衡量中，从而构建市

场导向的组织柔性衡量方法，是非常值得研

究的问题。

（4）构建柔性组织的系统方案：在明确

组织柔性的内涵与维度、系统识别组织柔性

影响因素和构建市场导向的组织柔性衡量

方法的基础上，可以尝试提出构建柔性组织

的系统方案。在构建柔性组织的系统方案

中，不仅要明确组织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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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Connotation，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bstract:Under the uncertain environments，flexibility is one of basic features of successful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various definitions of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struct.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researches on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some research directions that will deserve much

more deeper exploration in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research.

Key words: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theoretical evolution

些变革，而且要明确组织按照何种方式以及

按照什么顺序完成这些变革。

（5）柔性组织的稳定性基础：柔性并非

是万能的，过度的柔性只会适得其反，柔性

组织并非所有方面都需要高度的柔性，实际

上，柔性组织也需要稳定性基础。探讨柔性

组织的稳定性基础可以明确柔性组织稳定

性基础的构成因素，并说明这些要素的动态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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