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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技术既是其它控制方式实施的前提 , 又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控制方式。它改变了母子公司的

决策结构, 促进了组织行为模式化 , 并被广泛用于监督。探讨了信息控制的3种主要模式 , 并剖析了不同母

子公司采用信息控制方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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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控制的内涵

母子公司信息控制指的是母公司根据企业战略设定

公司间信息传递的频率及类型, 或规定子公司信息系统的

运行规则等 , 以保证集团公司能及时获取各子公司的真实

信息, 保证组织目标顺利实现 , 防止子公司出现行为偏差 ,

达到控制的目的。Pat[1]指出 , 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不仅与母

公司所需的信息数量和类型有关, 同时也受到信息传递频

率的影响 , 而信息技术可以以多快的速度把信息从子公司

传送到母公司 , 也属于控制的范畴。母子公司管理层次多、

产品经营多样化、子公司分布区域广 , 致使企业集团内部

的信息传递速度下降。所以在完善母子公司控制关系的过

程中 , 必须注重信息反馈和处理方式现代化 , 减少内部信

息的非对称分布。而信息技术 , 特别是通讯技术, 能够快速

计算、存储、恢复并传递数据和 信 息 , 因 此 非 常 适 用 于控

制。它们既是其它控制方式实施的前提 , 又可以成为一种

独立的控制方式。

2 信息技术对控制的影响

信息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企业中经历了技术提供

者、服务提供者和战略伙伴 3 种角色 , 与之相对应的是信

息技术基础设施管理、信息技术服务管理和信息技术企业

价值管理( IT 治理) [2]。斯科特·莫顿和其他作者如肖夏纳·

朱波夫也指出 , 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已经并正在经历

以下 3 个阶段: 工作自动化、信息管理和经营转型 [3]。信息

技术对企业的战略重要性不断增强 , 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也

不断扩大。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使传统控制机制的 3 种职能获得新

生: 帮助管理人员更有效地使用资源; 统筹安排各部门的组

织目标; 为战略和经营决策收集数据 [4]。这 3 种职能又通过

3 种信息组织方式实现, 即集中、整理和分散: ①集中信息。

母公司现在可以迅速以低成本获取子公司信息, 并对其业

绩进行严密追踪, 防止远程经营单位失控。②整理信息。数

据系统可以让管理人员更快得到信息, 也可以把数据文件

整理成所需的新格式。通过整理报告和原始数据, 从新旧数

据中提取尚未发掘的有价值信息。③分散信息。母公司通过

现代信息控制系统有选择地进行筛选, 把重要数据传送给

子公司, 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总之, 无论是何种信息技术,

母公司都可以用它来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

大量文献显示 , 信息技术还在以下 3 个方面影响并促

进控制 : 改变决策结构、促进行为模式化以及监督各项活

动 [1] , 使之成为母公司的一种控制方式。

( 1) 信息技术对母子公司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产生影

响。信息技术的发展, 对组织权力分配产生双向影响: 既有

助于母公司集权 , 同时又为其分权创造了条件。Wijnhoven

和 Wassenaar[5] 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出 , 信息 技 术 有 助 于 实

现更多集权和无差别控制( impersonal control) 。Currie[6]认

为, 信息技术并不一定导致分权或组织结构扁平化 ; 相反 ,

分权可能使服务水平降低 , 增加成本 , 并降低管理控制。此

外, 由于高层管理者可以远程获取与产品有关的信息 , 因

此计算机网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的控制需求 , 使

权力更集中。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信息技术的使用无疑促进了组织分

权。如 Zenger 和 Hesterly[7]在其研究中直接指出, 企业使用

信息技术会促进分权。Johnston 和 Lawrence[8]等学者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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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降低各部门处理信息的成本, 信息技术可以取代许多

官僚机构的职能, 这常常引起组织结构扁平化和分权。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技术在组织中是中立的 , 它并不趋

向分权或集权的任何一边 [4]。Huber[9]则认为 , 信息技术的

影响和组织原来的权力结构有关 , 先进的技术可能使集权

组织在不降低地方响应率的前提下更加集权化 , 使分权组

织能够以更加分权的方式运营。

作者认为信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 它在组织中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 即信息技术既会促进分权也会导致集权。对

集权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投资战略与发展战略上 , 如在

母公司建立统一的财务结算中心、营销中心、研究中心等 ,

实现资源共享。而分权的各层企业或组织结构拥有较大的

相对自由度 , 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 利用对市场环境的

应变力与灵活性 , 及时进行决策处理 , 直接体现市场需求

与客户需要 , 围绕市场、客户对自我目标进行控制 [10]。因

此 , 企业必须在信息技术的集权和分权作用中找到一个平

衡点, 才能实现组织目标并满足其战略需求。

( 2) 促进管理规范化和行为模式化。信息技术促进了

管理规范化和组织行为模式化, 因为统一的规章制度以及

工作条例很容易在企业网络中传播, 这意味着子公司管理

者很难作出有违常规的决策或继续在工作中保持神秘。同

时, 信息技术将会加速对各事件和活动的记录和恢复 , 使

模式化作为控制行为和过程的手段更加可靠 [9]。另外 , 信

息技术能够减少模式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 子公司为明确

相关标准和程序所花费的成本。Pat[1] 等人也在文献中指

出 , 基于网络的数据库系统是很好的选择 , 这种系统提供

了标准化的方法 , 促进了对子公司的控制。随着信息技术

应用的增加, 一种全新的控制方式应运而生。

( 3) 提高母子公司的监控水平。大量文献指出将信息

技术用于监督活动的可行性, 这是由信息技术的物理特性

所决定的。它可以自动、持续地记录所有设计者想要捕捉

的一切, 翻译、记录和演示人类行为的功能 , 又使工作透明

度大大增加 , 信息技术在工作场所的监督潜能在逐步提

高。因此 , 计算机可以被看作是管理者和资产代理人的工

具, 他们可以在工作场所中进一步集权和控制。

Pat Finnegan 和 Sinead Ni Longaigh[1] 研究了信息技术

在母子公司控制中的作用 , 并把它们总结为下表 ( 见表

1) 。

3 信息控制的分类

母子公司信息控制的方式因信息类型、信息流向、技

术选择及其作用、范围等差异而不同。Leifer[11] 从“组织资

料处理的集中度”和“网络能力”两方面着手 , 将 IT 结构分

为 集 中 系 统 ( Centralized Computing) 、非 集 中 系 统 ( Decen-

tralized computing) 、分 散 式 系 统 ( Hub- and- spoke comput-

ing) 以 及 单 一 独 立 系 统 ( Stand- alone) , 而 Ahituv et al、

Fielder、Sankar 等学者则将其归结为集中式、非集中式以

及分散式 3 类 , 并经由问卷调查后发现 : 集中式系统与低

整合、集权式的功能性组织形式有关 , 非集中式系统与分

权式的产品组织形式有关 , 集中协作式系统 ( Centralized

cooperative computing) 与高整合的功能性组织形式有关 ,

也是该研究中数量最多的架构类型 , 而分散协作式系统

( Distributed cooperative computing) 与高整合矩阵式的产品

组织形式有关。

本人在总结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把母子公

司信息控制方式分为集中式、分散式以及非集中式信

息控制 , 作为母子公司在建立其信息控制机制时最重

要的 3 个选择。需要强调的是 , 这里的集中与分散并非

信息处理设备在物理上的集中和分散 , 而是由组织决

策机制和管理体制所决定的信息资源开发、规划、控制

和使用的基本方式。

( 1) 集中式信息控制。集中式信息控制方式是将所

有信息资源的配置、协调、控制和管理权集中在一个统

一的信息管理机构中 , 企业中任何一个部门的信息需

求都由这个集中的信息管理机构提供 , 其目标在于对

系统规划、实施和使用等多方面进行有效控制。集中式

信息控制需要有集中式的主机系统、通信网络、用户终

端和相应的软件操作系统。它的主要特点是: 便于进行

集中、高度专业化的信息管理与控制 ; 有利于提高信息

技术的运作效率 , 降低系统开发和运营成本 ; 协调和平

衡组织内所有信息资源 ; 便于形成统一的信息标准和

操作规范 , 实现信息资源的完整性约束和安全性控制 ;

使技术人员在专业岗位和环境中不断积累经验 , 充分

发挥工作技能。

( 2) 非集中式信息控制。从 1980 年开始 , 集中式系

作用 结果 信息技术的使用

从 子 公 司 转 移 与 决 策

有关的数据

快 速 的 数 据 转 移 , 数 据

使 用 统 一 格 式 , 使 母 公

司 的 处 理 工 作 更 便 捷 ,

数 据 完 整 且 简 明 扼 要 ,

可以传送大量数据

母 公 司 能 够 获 取 高 质

量 的 信 息 , 可 用 于 战 略

决策

网 络 、电 子 邮 件 、企 业

数据库以及群件

形式化

及时获取数据 , 用简便的

方法存储复杂数据 , 可以

简单快速地找到数据

大 大 加 强 母 公 司 推 行

标 准 及 执 行 战 略 的 能

力

网 络 、企 业 数 据 库 以 及

电子邮件

监督

母 公 司 获 取 数 据 的 速

度 提 高 , 母 公 司 数 据 的

来 源 广 泛 , 且 格 式 统

一、便于操作

母 公 司 可 以 迅 速 了 解

其 整 体 运 营 状 况 , 并 立

刻 对 子 公 司 的 危 险 行

为作出警告

网 络 、电 子 邮 件 、企 业

数 据 库 以 及 主 管 信 息

系统

企 业 上 下 数 据 统 一 、不

失真

表 1 信息技术在母公司控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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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控制型模式 治理型模式 管理型模式

常用的信息控制方式 集中式 分散式 非集中式

信息交

流频率

正式交流 较高 较高 较低

非正式交流 较低 较高 较低

信息类型 较为丰富 最丰富
较单一 , 且受行

业性质影响

信息交

流数量

母、子公司间 较多 较多 较少

子公司之间 较少 较多 较少

信息资源的分散程度 低 较高 高

软硬件购买 母公司统一购买 部分统一购买
母、子公司独

立购买

数据中心的运营
由集中的数据

中心运营

当地系统当地运行, 公

用系统由数据中心运营

母、子公司完

全独立运行

表 2 不同控制模式下的母子公司信息控制方式

统就已经向非集中式系统转变 , 并且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

2000 年。非集中式信息控制方式是将信息资源分别置于

各部门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之下, 部门内有专门的信息管理

人员或机构 , 他们按照部门需求分配所辖的信息资源。其

主要特点是: 信息资源的分散缩小了部门内信息设备的规

模和能力 , 降低了通信费用 , 信息的技术成本和管理成本

较低; 由于信息资源直接由部门进行控制 , 能够较准确、快

速地满足部门的信息需求 , 信息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也十分

方便。

( 3) 分散式信息控制。分散式信息控制介于二者之间 ,

是将信息资源与母子公司控制有效结合

起来的方法之一。它与非集中式信息控

制十分相似 , 信息资源和设备被分配到

需要的地方 , 使信息小组或部门能执行同

时满足局部和企业整体需要的职能。此

外 , 分散又执行集权的职能- - 通过多个

信息小组或部门经由信息系统通道向上

汇报 [12] , 对企业战略和信息需求的反应十

分敏捷。其主要特点是: 信息资源和设备

比集中式信息控制分散, 而各信息部门的

职能较非集中式信息控制更集中; 分散式

信息控制加强了与用户之间的联系, 并与

企业整体运作相统一; 母公司仍保持一定

的集中协调和控制 , 因此信息资源的使用

成本增加 , 并且大部分成本被分散到各企

业, 使子公司压力增加。

4 不同控制模式下的母子公司信息控制方式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母子公司集分权模式进行概括 ,

Michael Goold[13] 将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划 分 为 战 略 规

划 型 ( strategic planning) 、战 略 控 制 型 ( strategic control) 和

财 务 控 制 型 ( financial control) ; Ouchi [14] 分 为 官 僚 式 控 制

( bureaucratic control) 、市 场 式控 制 ( market control) 和 团 队

式控制( clan control) 3 大类型 ; 余明助、秦兆玮 [15]将控制模

式分为行为控制 (behavior control)、产出控制 (output con-

trol)、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 ; 葛晨、徐金发 [16] 则将其分为

4 种类型 : 资本控制型、行政控制型、参与控制型、平台控

制型。基于上述分类和我国实践 , 作者把母子公司控制模

式分为基于子公司治理不作为的行政管理型模式、基于子

公司治理的治理型模式和基于子公司治理的管理控制模

式 [17]。

( 1) 行政管理型模式的信息控制方式。基于子公司治

理不作为的行政管理型模式是一种集权型管理控制模式 ,

广泛的通信和严密的控制系统必不可少。母子公司间与控

制有关的信息传递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 , 子公司只

是一个执行者 , 必须完全执行母公司下达的任务或指示。

而母公司通过各种信息手段, 全面获取和追踪子公司的执

行情况 , 一旦出现问题 , 母公司立刻行使控制权。因此 , 母

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交流往往是正式沟通 , 非正式沟通很少

出现。在这种模式下 , 母子公司更倾向于使用集中式信息

控制方式 , 母公司对各子公司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应用集中

进行协调和控制。而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定义 , 母公司庞

大的数据中心能够提供高效快捷的数据查询 , 及时满足各

层级在控制中的信息需求。这种基于群体导向的信息控制

方式不仅让母子公司的文化紧密衔接, 还可以通过集体购

买软硬件的方式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18]。

( 2) 治理型控制模式的信息控制方式。基于子公司治

理的治理型母子公司实施的是集、分权结合战略 , 既要寻

求集权的高效 , 又要保证对市场的快速响应。母子公司间

建立起广泛的通信联系 , 信息可以在母子公司间自由传

播 , 信息资源和设备往往分散到各子公司 , 由核心管理部

门向操作部门、小组和用户转移; 而另一方面 , 子公司之间

也存在水平的数据交换。此时 , 母公司只是一个协调者, 它

试图通过影响力来指导子公司的选择 , 鼓励资源共享 , 减

少重复开发 , 保证组织战略目标实现。在这种模式下 , 企业

常常采用一种理性协同的分散式信息控制方式 , 要求母公

司将控制权交给当地子公司 , 并通过系统及专业人员对总

体方向保持控制( 正规的管理计划和控制系统) [19]。因此 ,

虽然母公司分散了培训、实施和应变等管理职责 , 但集中

的协调和规划仍占有一席之地。

( 2) 基于子公司治理的管理型控制模式。基于子公司治

理的管理型母子公司为高度分权战略, 其经营重点在于快

速响应当地市场。子公司定期提交报告以便于母子公司进

行监督和控制, 但是母公司的控制力度小, 控制与协调主要

通过母公司与子公司管理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来实现, 而这

种比较人文化的控制方式一般又由某些简单的财务系统来

补充, 以便合并会计报表并管理资本输出与股利返还 [19]。此

时, 信息仍是单向传播 , 不同的是由子公司流向母公司 , 传

送频率较低, 信息类型也较为单一, 多为财务数据 [20]。在这

种控制模式下, 公司更多使用的是非集中式信息控制方式,

各子公司的信息系统独立运作, 并直接从当地供应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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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所需的硬件和软件。另外, 由于子公司信息系统的应用

各不相同, 因此子公司之间的信息流常常是断开的, 不能够

共享信息。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 , 这 3 种信息控制方式各有所

长, 并无优劣之分。确定母子公司信息控制方式时, 不仅要

考虑不同的管理控制模式 , 而且还要虑及企业的决策原

则、经营管理特点、信息需求、市场竞争中的基本策略以及

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而母子公司的信息控制方式也

非一成不变 , 企业中可能存在多种信息控制方式 , 如集中

式和非集中式信息控制方式并存就较为常见 , 即部分信息

资源或部分职能采用集中式 , 而另一部分则采用非集中

式 , 如母公司的财务功能和预算部分的集中度可能较高

( 特别是在投资费用上) , 而生产、销售等方面信息资源的

集中度则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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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nformation Control in Parent- Subsidiary
Companies Based on Different Control Modes

Abstract: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he premise of other control measures, and it also can be an independent method of control.

It changes the decision structure of parent - subsidiary companies, reinforces the modeling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is

widely used to monitor. Information control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centralized, distributed and un- centralized. Under

different control modes, the method of information control in parent- subsidiary companies may be different.

Key Words:parent- subsidiary companies; control mo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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