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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学者对基于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为特征的网络组织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在分析已有的理论 

基础上，考察了网络组织的内涵、形成与发展基础及其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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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葑言 

在当今这一全球经济不断增长和不确 

定性 日益增加的时代，产生于工业化大生产 

阶段的层级组织模式正 日益受到来 自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管理的挑战。层级组 

织的高成本和低效率 、高投入和低创新 、高 

控制和低沟通等弊端越来越成为组织发展 

的桎梏。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保持方向 

和生存 ，所有的机构都不得不变得更加流 

动、敏捷以及以顾客为导向。与此同时，许多 

公司也不得不接受新的弹性组织形式 ，以便 

能够持续调整而适应新的环境。 

“网络组织”是近 20年来在一些大型公 

司和公共机构逐步推行的组织结构变革实 

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们首先集中出现在一 

些进行外包生产和服务的企业 中．这些企业 

使它们的组织结构逐渐变得扁平化，以此让 

它们的组成单元变得更加独立。最近几年， 

随着网络组织在不同产业的出现，网络组织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考察已有理 

论的基础上 。试图对网络组织的内涵、形成 

基础、特征及其对未来组织发展的启示进行 

探析和思考。 

l 网络组织是一种动态 的新 型有机 

组织模式 

关于网络组织的内涵 ，目前尚没有一个 

统一的认 识 ，国内外学者分 别从 不同的角度 

对网络组织 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 

erico Butera(1989)认为网络组织是 

一

个 可识别 的多重联 系和多重结 构的系统 ． 

在组织内部，“节点”和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 

(或 者说 是有机组 织 )的网络组 织在 “共 享” 

和“协调”目标 以及松散 、灵活的组织文化理 

念 的支持下共 同处理组织事务 ，以维持组织 

的运转，实现组织的合作(为了处理各种类 

型的有效交易)。网络组织的文化理念可以 

概括 为 ：组 织系统具 有一定 的活力 ．它 由一 

个或 者更多 的焦点组织 (战略机构 )来进 行 

设计和监控 ．这些组织可 以在一段 时间以后 

按照组织程序的需要实现相互继承(领导关 

系建立的机动性和多元性)。Baker(1992)认 

为网络组 织可 以灵 活地 为每一个项 目构 筑 

一 套特定的内外联系的系统 ．而不像层级组 

织那样在处理问题时遵循固定的联系准则。 

此外，网络组织模式本身是针对问题需要而 

形成的，并不是为适应高层管理的需要，网 

络组 织 旨在实 现问题 、人 员 、资源 的相 互作 

用与协调。从企业战略角度来看，网络组织 

成员能够自主地在一起工作。总而言之，网 

络组织是一个社会网络 ．它 渗透 了正式组织 

的边界 ，消除了正式群体和部门的限制因 

素。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人际关系。Miles& 

Snow(1992)将网络组织定义为在价值链的各 

个 点上作 出贡献 的若 干个企业 集体 资源 的 

结合。David W．Cravens、Shannon H．Shipp和 

Karen S．Cravens(1994)认为，网络组织是独 

立 的组 织为共 同的 目标 而在相互 依赖 的组 

织之间建立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在价值增 

值系统的成员之间建立的垂直联系，也是在 

现实存在的和潜在的竞争者之间建立的水 

平联系，柔性和适应性是网络组织的关键。 

不象传统的以命令和控制为基本特征的官 

僚层 级组织 ，网络组织 是扁平 的 ，成 员之间 

的相互作用胜于多层次的职能控{II。Podolny 

和Page(1998)从跨组织的角度来界定网络组 

织 ．他们认为网络组织是组织之间以“互相 

依赖 ”为纽 带紧密联结在 一起以提高组织的 

可信赖程度和满足大规模的生产需要(当组 

织基础相对较小的时候)。林润辉 、李维安 

(200o)认 为 ，网络组织是一个 由活性结点 的 

网络联结构成的有机的组织系统。信息流动 

驱动网络组织运作，网络组织协议保证网络 

组织的正常运作 ．网络组织通过重组来适应 

外部 环境 ，通过网络组织成员合作创新 实现 

网络组织 目标 。 

国内外学 者从 不同的角度 ，包括组织 的 

目标 、组织 的资源依赖性 以及组 织的结 构 、 

组 织 的运作 基础等方 面来诠 释 网络 组织 的 

内涵。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网络组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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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传统组织和市场组织之间的新型组织， 

它以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活性节点纵横交 

错的多维网络联结为其结构特点 ，以节点之 

间的“融合共生”和“互相依存”为其作用基 

础．以信息技术为其运转支撑的有机的动态 

的组织管理模式 。 

最近几年．不同产业中相继出现的诸如 

“超层级”、“群集组织”、“虚拟组织”、“增值 

合伙”、“有机组织”、“模块团队”等组织形 

式。实际上都是“各个独立的商业单元联结 

而成的共同运转的团体”。是网络组织的具 

体表现形式。 

2 网络组织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形 

成与发展的 

网络组织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信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 

展密不可分。Rockan(1998)认 为，“今天的组 

织结构⋯需要广泛的交流，信息交流技术能 

够促进。事实上可以实现大规模的交流和提 

高协调能力，离开了信息技术 。目前进行的 

组织变革和实践根本不可能存在”。Marshall 

Van Alstyne(1997)也强调了信息技术在影 

响网络组织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支持，包括信 

息流通路径的重组、信息不对称的减少以及 

组织成员角色和地位的变化。由此可见，信 

息技术是网络组织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它在网络组织结构、制度 、技术以及组织学 

习等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技术和理念的支持 ， 

保证了网络组织的有效运转。 

(1)基于计算机网络拓扑结构变迁的组 

织结构理念支持。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经 

历了星型一总线型一网状的变迁。随着网络 

拓扑结构的变迁．网络中的节点也经历了从 

集中控制的中心节点模式一线性组合节点 

模式一分布式协作节点模式的变化，任意节 

点之间都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路径，节点的 

活性自由度相应提高。与此相适应，网络中 

的信息流向也呈现发散型的趋势 。网络组织 

结构的形成正是基于网状拓扑结构点与点 

之间纵横交错的链路连接与开放互通的信 

息流向以及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活性节点 

之间的自由链接理念而形成 的。 

(2)基于网路协议的组织制度理念支持。 

网络协议是指通过网络联结的计算机系统 

之间在通信中必须遵守的一定约定和规程， 

以便保证能够相互连接和正确交换信息，这 

些约定和规程是事先制定的 ，并以标 准的形 

式固定下来。网络协议为保证网络组织中各 

个分散独立的单元节点围绕组织 目标协同 

运转提供了制度理念的支持。 

(3)基于协调和合作式信息支持系统的 

组织运转的技术理念支持。网络组织依赖于 

实时和充分的信息．以促进内部节点之间的 

协调，垂直权威和控制关系被水平的信息流 

所代替 ．实时的信息不断地促进网络中每个 

节点的相互作用 ．如果网络组织的成员不能 

快 速 、准确 、跨距离地进行交流 ，网络组织就 

不能有效地运作。目前 ，包括分布式数据库、 

组织内部网络、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数据 

交换、计算机会议系统、群件 、协同工作支持 

系统、可视交流系统(例如可视电话和可视 

会议系统)等协调和合作式信息支持系统的 

发展将各个“单独存在”的电脑联结、整合， 

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信息的交流，为网 

络组织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技术支持。 

(4)基于大容量和高速度信息流通和信 

息传播的组织学习理念支持。全球因特网使 

用人数的指数增长使得以网络为载体的信 

息呈“爆炸式”的发展态势．人类近 30年来 

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所积累的科 

学知识总量的9o％。传统等级权力组织向网 

络组织模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促进创 

新知识 的传播 以及在 网络 企业 内部 创造协 

同性作用优势。日益增加的信息共享和广泛 

的信息分配，为以个体竞争力水平识别、信 

息构造 、信息流通 、竞争和协作为主要方式 

的组织学习提供了可能和现实条件。目前的 

网络组织实践中．许多公司都将顾客的需求 

建立在“知识反馈”系统中，如美国航空公司 

建立了以SABRE为知识基础的 AMR信息 

服务 系统 。 

3 网络组织是对传统组织模式的继 

承与创新 

网络组织是 介于 传统组织 和市场 组织 

之间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超越了传统组织的 

有形界限．但它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的层级 

组织结构．而是在继承与创新旧有组织范式 

的基础上形成如下特点： 

(1)一致性目标的协同作用。从一般意 

义上说，组织是指导协同作用的有 目标的社 

会系统。在网络组织结构中，作为多个组织 

共同运转的联结体 。当代理人要在集团内部 

的成员和组织内部的集团之问达成一致性 

的时候，“目标”显得尤为重要。网络组织成 

员具有“双重身份”，既从属于项 目团队，又 

从属于自己的企业组织。他们在集团之间和 

集团内部结成了纵横交错的联接系统。网络 

组织的成员需要有 “共同的目标”、“共同的 

背景”以及集体“观念”。同一性通过解决由 

一 体化和边界渗透所引起的混乱状态来实 

现组织的边界重组，它是髑络组织的基石 ， 

对于指导和促进决策分散的同络组织的协 

同作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一致性 目标的指 

引下 ．网络组织成员 的同步性保证 了组织 运 

转 路径 的一致性。 

(2)活性节点的动态组合。网络组织的 

利益实体包括个人 、集团、组织乃至整个社 

会，每一个实体又包含不同的层级，因此网 

络组织是一个松散连接的组织系统。网络组 

织 的节点 既响应组织 一致性 目标的号召 ，也 

保持 了节点活性的特点 。节点活性首先表现 

为节点对于流经它的信息具有加工处理能 

力：其次表现为节点具有决策能力。随着组 

织向扁平化的转变，网络组织中的共同控制 

形成了集体管理的倾向。权力结构发生相应 

的变化。战略制定实践中的参与制和水平管 

理模式为单个独立的节点提供 了自我决策 

的机会。在网络组织中。权力可以被看作是 

节点独立性的衡量标准 ，它决定了节点对组 

织的贡献程度以及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路径 

长短。 

(3)超越法人实体的超组织模式。网络 

组织不一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网络组 

织既包括组织内部独立单元的松散联合，如 

企业内部以资产或事业划分的独立单元所 

形成的“专业化联盟”的内部同络，它可以是 

一 个具有独立法人实体的组织模式；也包括 

组织的跨边界整合，如以资源的互相依赣性 

和信息的共享、合作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定制 

等为目的所形成的由特定的人、团体以及组 

织单元构成的跨组织动态网络，是超越了法 

人实体的超组织模式。超组织模式没有固定 

的组织 结构 和层 次，可 以按照需要 由几个 经 

济实体任意形成；组织节点的构成会随着网 

络组织的运作进程、目标完成状况或项 目进 

展增减、调整 ，网络组织边界具有可渗透性 

和模糊性 ：联盟目标一旦完成 ，先前组成的 

网络组织便可以宣布解散。成员公司又可以 

寻求新的合作伙伴组成新的丹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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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任和协调机制的相互作用。信任 

和协调机制是网络型组织的基本运行机制。 

信任是维系网络中企业成员间效能与维持 

组织存活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组织允许参 

与者选择高风险和高回报的行为，成员的信 

任降低了网络组织的运行风险。信任建立在 

共同的目标、文化 、责任以及价值观基础上． 

因信任而产生的组织成员的“忠诚”表明了 

组织联结的价值所在 ．组织成员将会投入更 

多的努力以达成组织的共同目标。信任促进 

了“职能冲突”的解决．离开了信任机制．网 

络组织的运转将出现功能不良的情况．最终 

导致网络组织的解体。协调是对组织间的相 

互依赖性的管理。协调包括资源的协调、网 

络组织成员的协调、企业间战略关系的协调 

等．协调机制的形成是通过成员间一系列的 

契约，包括章程、协议 、法律合同等 ，以此建 

立共同的规则与约束机制。 

4 网络组织代表了 21世纪组织发展 

的方向 

以对持续变化的环境的灵活而快速的 

反应能力 ．扁平 的 

结 构 、职 能的一体 

化．注重提高内部 

组织 的有效性 以及 

发展 与外部组 织的 

网络联 结为特 点和 

优势 的网络组织 模 

式代表 了 2l世 纪 

组织 的发 展 方 向。 

网络组织对 未来组 

织发展的启示有： 

(1)组 织 规 模 

缩 减和扁平化 。网 

络 组织替代层 级组 

织 是 现 实 的选 择 ， 

传统的以命令和控制为基本特征的层级组 

织将 向扁平的 、规模适 当的 “水平组织”转 

变，降低管理层级和组织的官僚主义。 

(2)组织工作团队化。网络组织节点持 

久的联 系是基于 节点之 间知识 和技 能 的互 

补性 以及 由此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组织工 

作团队化有利于整合独立节点的专业化力 

量 ，提高整体竞争力。未来的组织将致力于 

发展高绩效跨职能团队，强调持续的创新能 

力。 

(3)组织 分权 化。网络组织是一个分权 

结构的组织模式，组织成员在强大的信息和 

知识系统的支持下参与企业管理过程 ．分权 

化的组织更易于支持创新思想 。 

(4)组织学习化。网络组织对外部持续 

变化环境的快速反应能力基于组织的不断 

学习与创新。以知识和技能相联结的网络组 

织是 一个学 习型组织 。事实上 ，扁平化 的网 

络组织结构以及强大的信息交流系统也在 

一 定程度上支持 了组织的学 习，组织成员在 

共 同的 目标指 引下进行 知识 和技 能 的学 习 

和传播是网络组织的优势所在。学习型的网 

络组织提升了组织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未 

来组织的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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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twork Organization：The New 

Organization M ode in the 21st Century 

Abstract：The scholars have made many studies about the network organization，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infor- 

mation technology，knowledge and skil1．Based on analyzing the existed theories，examining the meaning,the 

formed foundation and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the network organization will be great academic an d practical 

significan ce to direct the organization transition in the 2 1 st century． 

Key words：the network organization；meaning；inform ation technology；characters；apocalypse 

140 科技进步与对策·2月号·2O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