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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研究及其理论模型

叶广宇　蓝海林　李铁瑛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面对经济转型期的特殊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制约，实施横向整合战略的中国企

业在管理模式选择和设计方面做出了适宜的变通。针对此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情境和管理实

践，明确了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权变维度，从制度基础理论、市场基础理论和资源基础理

论３个角度分析了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梳理了其权变维度与权变情

境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了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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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是新形势下中国企业

有效实施横向整合 战 略 面 临 的 重 要 研 究 课 题。
现有企业在国内市场有效实施横向整合战略的

管理模式的研究，是 建 立 在 市 场 统 一 性 假 设 前

提上；关于企业在国 际 市 场 上 有 效 实 施 全 球 整

合战略的管理模式研究，是建立在市场分割（国

家之间的市场存在明显的制 度 差 异）的 假 设 前

提上。然而，ＹＯＵＮＧ［１］关于中国市场分割性的

研究强调中国市场结构兼具统一性和分割性的

特征，即中国市场的 统 一 性 在 改 革 开 放 进 程 中

受到一定 程 度 的 挑 战［２］。另 外，有 学 者 认 为 中

国市场结构 具 有 联 邦 制 的 特 点［３］，中 国 企 业 实

施横向整合战略所面临的市场是一种既具有统

一性又具有分 割性 的 双 重 性 市 场，在 这 样 的 市

场结构中企业管理模式选择缺乏有效的理论研

究和实证研究。
企业实践表明，少数中国企业在市场双 重

性条件下成功 实施 了 横 向 整 合 战 略，其 管 理 模

式表现出较强 的适 应 性 和 有 效 性，企 业 的 国 际

竞争力也得 到 了 有 效 提 升。由 此，这 些 企 业 的

横向整合 管 理 模 式 或 者 未 受 市 场 双 重 性 的 影

响，或者这些企业 已 经 找 到 了 一 些 行 之 有 效 的

方法来对中国市场的双重性特征做出了适当的

“变通”或“权变”。对中国企业在市场双重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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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的横向整合管 理 模 式 进 行 深 入 的 研 究，不

仅是在中国情境下 实 现 理 论 创 新 的 需 要，也 是

指导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１　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权变维度构建

企业管理模式是指以一定的管理理论或者

管理思想为指导，结 合 管 理 环 境 的 具 体 情 境 所

制定的管理 制 度 体 系［４］，是 使 企 业 成 功 的 多 种

管理活动和手段的综合系统。从资源配置方式

角度而言，“管理模式”是 一 种 系 统 化 的 指 导 与

控制方法，它把企业的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
高质量、低成本、快速及时地转换为市场所需要

的产品和服 务［５］；从 制 度 角 度 而 言，“企 业 管 理

模式实际上就是指一个企业在管理制度上的那

些最基本的和其他 企 业 不 一 样 的 规 则 和 做 法，

也就是各个企业在管理制度上的最基本的不同

特征。……把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中不一样的

地方概括出来，所形 成 的 内 容 就 成 为 这 个 企 业

的管理模式”［６］。

ＧＯＯＬＤ等［７］认 为，企 业 管 理 模 式 的 基 本

构成 要 素 包 括 企 业 价 值 观 念，结 构、过 程 及 系

统，职能、重要服务和资源，人员和技能，权力机

制合同等。从经济学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而

言，实施横向整合战 略 的 主 要 目 的 就 是 通 过 市

场区域的扩大和各种资源与能力的优化配置和

管理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实施横向整合战略

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企业能否在最大限度地利用

范围经济和规模效 益 的 同 时，保 持 企 业 在 区 域

市场和业务市场上的适应和反应能力。本文采

取文献研 究 和 企 业 横 向 整 合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方

法，综合考虑企业有 效 实 施 横 向 整 合 战 略 所 需

要的结构、机制和文化上的支撑，重点研究下列

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 将 其 作 为 企 业 横 向 整 合

管理模式的权变维 度，从 而 探 究 实 施 横 向 整 合

战略的中 国 企 业 在 管 理 模 式 上 是 否 具 有 共 同

性、稳定性和可复制性。

（１）组织结构　对 于 实 现 横 向 整 合 战 略 的

企业而言，组织结 构 的 选 择 主 要 包 含２个 方 面

的内容：①分支机构之间关系的选择，即在竞争

性事业部结构、合作性事业部结构、矩阵结构之

间的选择［８］；②总 部 与 各 分 支 机 构 之 间 关 系 的

选择，即母 子 公 司 结 构、总 部分 部 结 构 或 者 中

间结构的选择。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市场

环境下，实施横向整 合 战 略 的 企 业 有 可 能 面 临

两难选择：一方面各 级 地 方 政 府 期 望 横 向 整 合

企业在当 地 的 分 支 机 构 能 够 按 照 母 子 公 司 运

营，企业对当地政府 的 迎 合 就 会 具 有 更 高 的 合

法性及相关利益；另 一 方 面 行 业 特 点 决 定 了 总

部分部制有可能为企业带来重要的竞争优势。

面临这种 两 难 处 境 的 企 业 有 可 能 选 择 中 间 结

构，例如，按 照 总 部分 部 制 运 营 的 母 子 公 司 制

结构。
（２）权力机制　企 业 横 向 整 合 权 力 机 制 的

设计主要涉及企业权力在总部和各分支机构之

间的配置问题，其 可 能 的 选 择 范 围 包 括 高 度 集

权、高度分权以及集权与分权结合。一方面，部

分学者认为，企 业 集 团 总 部 对 分 支 机 构 高 度 集

权的金字塔式权力机制能使企业以较少的资本

获得绝对的控制地位［９］；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

为，总部对分支机 构 高 度 集 权 机 制 会 对 企 业 绩

效产生负面影响［１０］。这导致了横向整合企业在

权力机制方面 需作 出 权 衡 与 选 择：高 度 集 权 意

味着权力高度集中 于 企 业 总 部，企 业 在 获 得 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的同时可能会降低在区

域市场的合法性；高 度 分 权 意 味 着 绝 大 多 数 决

策权分布于各分支 机 构，企 业 在 区 域 市 场 获 得

较高合法性必须以放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

代价；集权与分 权 结 合 意 味 着 企 业 会 对 不 同 的

权力采取不同程度的分权或者集权机制。
（３）高 管 团 队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等［１１］认

为，可以从高管团 队 来 源 和 高 管 团 队 能 力２个

方面来理解高管团 队，来 源 与 能 力 的 不 同 会 使

高管团队成员职业经验、任期、文化水平和专业

技术等因素存在异质性［１２］，团队的异质 性 与 企

业战 略［１３］和 企 业 绩 效［１４］之 间 存 在 着 显 著 的 相

关关系。中国企业实施横向整合战略所面临的

特殊问题在于企业在当地（分支机构所在地）的

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处理问题，因此，在管理模

式设计方面，其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问 题 就 是 各 分 支

机构高管团队的来源和能力。从高管团队的来

源方面，分支机 构 的 高 层 管 理 者 可 以 完 全 由 总

部派出，可以完全在当地选拔，也可以部分由总

部派 出、部 分 从 当 地 选 拔；高 管 团 队 的 能 力 方

面，可以高度重视 高 层 管 理 者 的 专 业 能 力 和 关

系能力，或两者择一。

（４）高层管理 者 的 评 价 与 激 励　实 施 横 向

整合战略的企 业一 般 会 依 据 其 整 合 战 略、运 营

模式和企业管理模式的选择决定对高层管理者

采取何种评价与激励机制。从评价与激励的独

立性角度，管理 模 式 的 选 择 可 以 在 完 全 独 立 到

完全不独立之间选 择；从 评 价 与 激 励 的 客 观 性

角度，管理模式 的 选 择 可 以 在 完 全 客 观 到 完 全

主观之间选择；从激励模式的角度，管理模式的

选择可以在注重长期激励到注重短期激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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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般而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低的区域，
选择长期激励的方法更有利于激励区域管理者

建立当地关系和规避触犯法律和法规所带来的

风险。
（５）控制机制　在 实 施 横 向 整 合 战 略 的 过

程中，企业还需要根 据 管 理 模 式 中 的 上 述 选 择

决定总部对各分支机构采取何种有效的控制方

式。在财务控 制 和 战 略 控 制 方 面，总 部 的 控 制

程度有别，总部可以对各分支机构绝对控制，积
极参与分支机构的管理活动，也可以采取“放任

主义”，只作为分支机构的协调人［１５］，因此，企业

可以在高 度 控 制 和 低 度 控 制 的 区 间 内 进 行 选

择。在财务控制和战略控制上选择高度控制的

企业也会对区域经 营 单 位 实 施 行 为 控 制，反 之

则不会。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
业总部需要放松财 务 控 制、战 略 控 制 和 不 实 施

行为控制，从而使区 域 管 理 者 在 处 理 当 地 事 务

和关系的过程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快的反

应速度。
（６）企业文化　企 业 文 化 的 一 个 重 点 是 文

化的认 同 性［１６］，企 业 文 化 的 选 择 影 响 企 业 绩

效［１７］，良 好 的 企 业 文 化 是 一 种 难 得 的 战 略 资

产［１８］。对于中国企业横向整 合 战 略 而 言，塑 造

何种企业文化需要在高度的总部认同文化或者

高度的区域认同文 化 之 间 进 行 取 舍，进 而 影 响

企业横向整 合 绩 效。一 般 而 言，如 果 企 业 在 管

理模式的上述变量 上 选 择 了 低 度 整 合 的 模 式，
那么总部并不要求区域经营单位建设高度总部

认同的文化。
综上，结合中国企业实践经验，本文认为企

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构成包括如下的权变维

度（见图１）。

图１　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权变维度
　

２　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依据以市场为基础的观点，多区域市场 的

趋同性特征和市场多样性特征决定了企业横向

整合战略的两难处 境：获 取 规 模 经 济 效 益 还 是

获取地 方 灵 活 响 应。从 结 构 追 随 战 略 的 观 点

看，企业所选择的 横 向 整 合 战 略 是 影 响 其 选 择

管理模式的 最 主 要 因 素。一 般 而 言，以 整 合 效

益最大化为目的的 企 业，会 根 据 其 整 合 战 略 的

需要，选择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即图１右侧）；

以地方反应能 力最 大 化 为 目 的 的 企 业，会 根 据

其整合战略的需要，选 择 低 度 整 合 的 管 理 模 式

（即图１左侧）；以 整 合 效 益 和 地 方 反 应 能 力 同

时最大化的企业则会选择 中 间 模 式（即 图１中

间区域）。

文献研究和企业实践表明，中国横向整 合

企业对其管理模式的选择并不这么简单。①在

相同的市场中，不 同 行 业 的 企 业 有 可 能 选 择 不

同的管理模式；②在相同的行业中，实施相同整

合战略的企业 有可 能 采 取 不 同 的 管 理 模 式；③
对于实施横向 整合 战 略 的 企 业 而 言，企 业 横 向

整合战略和管理模式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匹配的

关系；④企业管理模式中包括了多种变量，但是

企业选择或者 设计 管 理 模 式 的 时 候，并 不 一 定

对这些变量都做出高度一致性的选择。也就是

说，企业有可能对不同的变量做出不同的选择。
按照资源基础观，企业管理模式，尤其是企业的

结构、机制和文 化 并 不 是 完 全 由 企 业 战 略 所 决

定的一个单纯 的和 被 动 的 因 变 量，也 有 可 能 因

为其具有的惯性和重要性而成为企业选择战略

和经营模式的自变量。

上述４种情况的存在不仅表明企业在管理

模式上的差异性来 源，而 且 也 说 明 了 企 业 在 管

理模式 选 择 上 的 独 特 性 来 源。按 照 资 源 基 础

观，这种独特性可 能 成 为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来

源或企业核 心 障 碍 所 在。由 此，在 双 重 性 市 场

条件下，与环境 相 适 应 的 独 特 管 理 模 式 是 企 业

有效实施横向整合战略的关键。

２．１　与区域制度因素有关的情境变量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的

战略行为构成了巨大的影响［１９］。区域制度因素

影响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方式包括下

列３种：①管制性制度影响，主要是指正式制度

系统和政府授权的 保 障 机 制；②规 范 性 制 度 影

响，它规定了实现价值目的的合法手段［２０］；③认

知性制度影响，主 要 是 指 组 织（包 括 政 府、社 会

机构等）固有的信念和价值，它们可能是内部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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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也可能是外部社会 角 色 赋 予 的［２１］。按 照

制度基础观，企业横 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的 设 计 必

须符合制度 要 求，从 而 获 得 外 部 合 法 性。企 业

在管理模式上的外 部 合 法 性 越 高，企 业 就 越 容

易从各种施加制度 影 响 的 机 构 那 里 得 到 认 同、
支持，并且最终转化为一系列经济效益。反之，

企业可能缺乏或者 失 去 外 部 合 法 性，无 法 从 各

种施加制度影响的机构那里得到认同、支持，并
且最终转化 为 一 系 列 经 济 损 失。由 此，实 施 横

向整合战略企业的管理模式必然反映来自制度

的强制 性 和 诱 致 性 影 响。在 双 重 性 市 场 条 件

下，与区域制度因素 有 关 的 情 境 变 量 主 要 有 如

下２个方面：
（１）地方政府 的 经 济 和 产 业 政 策　经 济 转

型期的制度环境赋予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地方

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职责，为此，各级地

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制定符合

本地实际的经济和 产 业 政 策，并 区 别 对 待 在 本

区域设置的各类企业。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规

定了重点扶植、鼓励发展和抑制发展的产业，并
且制定了相 关 的 鼓 励 政 策。一 般 地，优 惠 政 策

都是给予在当地按照独立法人方式运营的子公

司，而不会或者很少 给 那 些 不 按 照 独 立 法 人 运

营的分公司。那么企业在当地建立经营单位时

就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和能够获得多少当地政府

的各种优惠政策。

（２）区域市场 的 制 度 差 异　中 国 市 场 分 割

性还表现在区域制度的差异较大。区域市场的

制度差异构成了企业有效实施横向整合战略的

人为障碍［２２］。区域市场的制度差异导致国内市

场的进入成本高于国际市场［２３］，各地区 企 业 迅

速将注意力转向国 际 市 场，并 形 成 不 同 程 度 的

“对外贸易偏好”，这种对 外 贸 易 偏 好 在 很 大 程

度上不是国内市场 自 然 扩 张 的 结 果，而 是 国 内

区域市场的制度差异严重制约着产品市场的扩

大、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２４］。

如果与企业横向整 合 相 关 的 制 度、规 则 和 政 策

仍然差异很大，或其 执 行 的 严 格 性 和 公 正 性 差

异很大，实施横向整 合 战 略 的 企 业 必 须 根 据 区

域市场制度差异的 性 质 和 程 度，调 整 在 这 个 区

域经营单位 的 管 理 模 式。例 如，如 果 所 进 入 区

域市场的制度差异 大，那 么 在 选 择 企 业 横 向 整

合管理模式时，必须 关 注 区 域 市 场 制 度 差 异 的

反应能力。为 获 得 对 当 地 市 场 的 灵 活 反 应，企

业总部会选择在当 地 选 拔 分 支 机 构 高 管 团 队，

采取战略控制的方式，以高度的地域认同意识，
放手让各地的分支机构依据其所在市场特征自

我管理。

２．２　与资源基础相关的情境变量

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应对区域制度因

素影响的方式和态度。默认或屈从区域制度环

境可以提升企业的 合 法 性 水 平，从 而 增 加 企 业

的生存和发展能力［２１］；回避、否 定，甚 至 改 变 区

域制度环境，也可以获得 竞 争 优 势［２５］。在 相 同

的制度环境下，企 业 横 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所 表 现

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需要从企业自身资源能力

的角度加以解释。企业管理传统能够在较大程

度上反映企业的战略导向［２６］，企业实力 的 变 化

和演 进 会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变 企 业 的 管 理 传

统［２７］，这些因素共同对企业横向整合管 理 模 式

构成影 响。依 据 ＭＥＺＮＡＲ 等［２８］的 研 究，资 源

能力较强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利用和改变”的

管理模式；资源 能 力 较 弱 的 企 业 则 倾 向 于 选 择

“默认或屈从”现有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特征的管

理模式。在双 重 性 市 场 条 件 下，影 响 企 业 横 向

整合管理 模 式 的 企 业 特 征 表 现 在 以 下３个 方

面：

（１）企业的管 理 传 统　管 理 传 统 是 指 一 个

企业在其 发 展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价 值 观 与 行 为 模

式，这与企业 的 创 立、成 长 过 程 有 关，与 其 成 长

过程中 的 成 败 及 其 认 知 有 关。面 对 自 己 的 历

史，多数企业选择 以 路 径 依 赖 的 方 式 去 对 待 其

中的成败，也有 少 数 企 业 则 选 择 了 以 路 径 修 正

的方式去对 待。受 企 业 管 理 传 统 的 影 响，企 业

在选择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会不顾企业

战略、经营模式和区域市场制度因素的要求，在
管理模式中所有变量或者具体变量的选择上采

取符合自己管理传统的方式。
企业管理传统对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的

影响可以从３个 方 面 进 行 解 释：①企 业 原 有 的

管理传统。企业在实施横向整合战略之前的管

理模式对实施横向整合战略之后的管理模式选

择的影 响，因 为 前 者 更 能 够 体 现 其 管 理 传 统。

②总部所在区域与分支机构所在区域的制度距

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跨地区管理模

式的选择，因为 企 业 的 传 统 和 行 为 方 式 与 其 总

部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③
企业横向整 合 战 略 的 路 径。案 例 研 究 表 明，如

果企业在实施 横向 整 合 战 略 的 最 初，先 进 入 市

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并 且 采 取 了 相 对 高 度 的 整

合管理模式，或者相反，那么这种路径及其成败

将会对企业在其他地区的管理模式产生影响。

（２）企业的制 度 地 位　企 业 制 度 地 位 是 指

企业所拥有的能够带来制度优势或增加企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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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的特殊地位，这 种 地 位 能 够 帮 助 企 业 在 金

字塔形的政府层级 中 获 得 高 一 级 政 府 的 帮 助，

从而提升企业在较低层级政府中的合法性。国

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是影响企业制度地位的重要

因素［２９］。各级地方政府都对其他地区来本地区

投资的企业施加巨 大 的 制 度 影 响，希 望 这 些 企

业能够 在 本 地 设 立 子 公 司，从 而 增 加 本 地 的

ＧＤＰ和税收。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以同样的

方式作用于不同制度地位的企业，例如，同样是

国有企业，地方政府 对 于 隶 属 于 中 央 和 上 一 级

政府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影响就相对小。

（３）企业自身 的 资 源 能 力　依 据 资 源 基 础

观，在双重性市场条件下，实施横向整合战略的

企业应对区域制度因素而选择的管理模式与其

自身的资源 能 力 具 有 紧 密 的 关 系。资 金 实 力、
技术实力和品牌实力强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议价

能力，从而较少受区域制度因素的限制，并能够

获得包括土地、税收和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同时，这些实力强大 的 企 业 也 更 有 能 力 应 对 区

域市场不完善、区域 制 度 差 异 所 带 来 的 经 营 问

题，因而在管理模式 选 择 方 面 具 有 更 高 的 主 动

性。反之，资源 能 力 弱 的 企 业 则 不 得 不 被 动 响

应区域制度和市场差异。

３　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的理论模型

企业战略与 其 管 理 模 式 之 间 的 匹 配 关 系，
不仅是企 业 战 略 制 定 必 须 慎 重 考 虑 的 重 要 因

素，而且是企业战略 实 施 所 要 求 的 重 要 方 式 和

手段。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和企业战略实践均表

明：企业管理 模 式 必 须 与 其 战 略 相 适 应。一 方

面，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３０］关 于“结 构 追 随 战 略”的 论

述，以及相关学者关 于 企 业 管 理 模 式 适 应 战 略

的论述，从理论上表 明 企 业 战 略 要 求 与 其 相 适

应的管理模式，因此，管理模式是企业战略的因

变量。另一方 面，也 有 众 多 的 学 者 认 为 管 理 模

式对战略具有制约 和 限 制 作 用，即 企 业 战 略 的

制定必须充分考虑 企 业 现 有 管 理 模 式 的 特 征，
因此，管理模 式 是 企 业 战 略 的 自 变 量。管 理 模

式与企业战略之间 互 为 因 果 的 关 系 表 明：虽 然

企业战略要求其管 理 模 式 与 之 相 匹 配，企 业 既

定的管理 模 式 对 企 业 战 略 制 定 的 具 有 约 束 作

用，但是，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战略之间的错位

或两者之间的不匹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现有理论认为，企业战略与管理模式之 间

匹配是企业取得高 绩 效 的 基 本 前 提，而 企 业 战

略与其管理模式之间不匹配的基本事实却经常

困扰企业战 略 管 理 者。在 双 重 性 市 场 条 件 下，

企业横向整合战略与其管理模式之间也同样存

在不匹配的 情 况。其 中，企 业 横 向 整 合 战 略 是

企业依据其对外部环境长期判断以及企业自身

特征所做出的综合 性 长 期 决 策，具 有 相 对 稳 定

性；企业横向整合 管 理 模 式 作 为 企 业 战 略 实 施

的重要手段，是 企 业 在 其 原 有 管 理 模 式 基 础 上

依据其对外部环境 的 即 时 判 断，以 及 企 业 自 身

特征所做出的响应性调整。这种差异构成了企

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与其战略之间不匹配的理

论和现实基 础。从 这 个 角 度 而 言，本 文 必 须 重

点关注这种 即 时 响 应 性 调 整 是 否 有 效。由 此，

本文的因变量是实施横向整合战略的企业为适

应环境变化而对其管理模式做出的即时响应性

调整。

依据前文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选择影

响因素的分析，在双重性市场条件下，企业横向

整合管理模式选 择 的 自 变 量 包 括２类 因 素：与

区域制度因素有关 的 情 境 变 量，以 及 与 企 业 资

源基础有关 的 情 境 变 量。其 中，企 业 对 前 者 的

考虑将导致企业在管理模式的设计上更关注区

域地方制度的影 响 以 及 企 业 的 地 方 响 应 能 力。

这种考虑意味着企业可能要牺牲管理模式与企

业战略之间的匹配性以及企业管理模式的内在

一致性，从而更加适应外部的区域制度环境，提

升企业的地方响应能力。企业对与自身资源基

础有关的情境变量的考虑将导致企业在管理模

式的设计上更关注企业管理模式的原有属性及

其内在一致性。这意味着企业可能为保证管理

模式与战略的匹配性以及管理模式的内在一致

性而回避区域地方 制 度 的 影 响，以 较 低 的 地 方

响应能力换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文关于企业横向整合管理 模

式理论模型的构 建 基 于 以 下 思 路：①企 业 横 向

整合战略与其 管理 模 式 之 间 的 不 匹 配，根 源 于

企业战略的长期综合性与管理模式的历史传承

性及其对外部环 境 的 即 时 响 应 性 之 间 的 矛 盾，

虽然战略管理理论要求管理模式与其战略相匹

配，但其实两者经常是不匹配的，本文将企业依

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管理模式做出的即时响应

性调整作为 因 变 量，重 点 研 究 其 有 效 性。②中

国经济转型的 制度 特 征 和 市 场 特 征，尤 其 是 双

重性市场条件 下的 区 域 制 度 因 素，限 定 了 企 业

横向整合的外部环 境，要 求 企 业 的 管 理 模 式 必

须因区域 制 度 环 境 做 出 适 当 的 即 时 响 应 性 调

整。③企业自 身 的 资 源 基 础，尤 其 是 企 业 管 理

模式的路径依 赖性 和 内 在 一 致 性，要 求 企 业 横

向整合管理模式的即时响应性调整不能跨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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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模式的历史路径和内在逻辑。④区域制

度因素和企业自身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企业横向

整合管理模式与其 战 略 之 间 的 匹 配 性 程 度，影

响企业横向 整 合 战 略 的 绩 效。按 照 上 述 思 路，
构建企业 横 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研 究 的 理 论 模 型

（见图２）。

图２　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研究的理论模型
　

４　研究结论与展望

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横向整合国内

市场面临着理论和 现 实 的 两 难 困 境：一 方 面 是

横向整合战略从理论上对管理模式所提出的匹

配性要求；另一方面 是 经 济 转 型 期 制 度 因 素 所

导致的市场双重性特征对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

式提出了响应性要 求，以 及 企 业 自 身 资 源 基 础

的传承性要求。导致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与

其战略之间的不匹 配 越 来 越 突 出，甚 至 成 为 企

业横向整合国内市场难以逾越的障碍。为理清

企业横向整合管理 模 式 选 择 的 基 本 思 路，本 文

基于中国经济转型 期 的 制 度 因 素 和 市 场 特 征，
以企业横向整合管 理 模 式 为 研 究 对 象，以 制 度

理论和资源基础理 论 为 研 究 视 角，以 全 球 化 战

略为参照，提出了中 国 企 业 横 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研究的理论模型。
长期综合性的企业战略与既传承管理传统

又即时响应环境的管理模式之间难以做到完美

匹配，而是经常处于 努 力 实 现 匹 配 的 动 态 平 衡

过程。即企业横向整合战略与其管理模式双方

都具有相互匹配的愿望，并主动相互配合，但由

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事实上并不匹配。
在经济转型期，制度 因 素 尤 其 是 区 域 制 度 因 素

成为驱动企业灵活响应地方市场特征的主要力

量，并驱动企业横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不 断 做 出 即

时响应性调整；企业自身资源基础，尤其是企业

管理传统、制度地位 和 资 源 能 力 成 为 历 史 路 径

的典型代表，并驱动 企 业 横 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不

断做出传承性调整。区域制度因素驱动的响应

性调整和企业自身资源基础驱动的传承性调整

共同作用 于 企 业 横 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的 各 个 维

度，促使企业 的 组 织 结 构、权 力 机 制、高 管 团 队

构成、高管团队评价与激励、控制机制和企业文

化等方面不断发生 变 化，从 而 成 为 企 业 横 向 整

合管理模式与企 业 战 略 之 间 匹 配 的 异 化 力 量。
企业横向整合 管理 模 式 本 身 的 有 效 性，以 及 企

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与战略之间匹配的有效性

共同决定 了 企 业 横 向 整 合 国 内 市 场 的 战 略 绩

效。
后续的研 究 将 主 要 从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展 开：

①在本文研究模型 的 基 础 上，采 取 案 例 研 究 的

方法，以典型案 例 企 业 的 横 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实

践检验本文研究模型的理论价值。②在案例研

究的基础上，形成若干研究命题，并结合文献研

究构建相应的研究 假 设，采 取 问 卷 调 查 和 统 计

分析的方法，实 证 研 究 企 业 横 向 整 合 管 理 模 式

的相关命题。③结合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

果，进一步推演中 国 特 殊 情 境 下 的 企 业 横 向 整

合管理模式理论。

参 考 文 献

［１］ＹＯＵＮＧＡ．ＴｈｅＲａｚｏｒｐ’ｓＥｄｇｅ：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

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１１５（４）：

１０９１～１１３５．
［２］蓬切特Ｓ．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中国

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 比 较 分 析［Ｊ］．世 界 经

济文汇，２００２（１）：３～１７．
［３］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Ｇ，ＱＩＡＮＹ，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ＢＲ．Ｆｅｄ

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５，４８
（１）：５０～８１．

［４］李众．企 业 管 理 模 式 研 究［Ｄ］．武 汉：武 汉 大 学 经 济

与管理学院，２００３．
［５］李胜馨．我国现 代 企 业 管 理 模 式 的 发 展 趋 势［Ｊ］．引

进与咨询，２００５（２）：１０～１１．
［６］魏杰．国企苦旅［Ｊ］．改革与理论，２００１（３）：４～９．
［７］ＧＯＯＬＤ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Ｍ．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ｌｅｖｅ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

１９９４．
［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ＯＥ．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Ｆｉ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ｉｎｇ［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９］ＧＨＥＭＡＷＡＴＰ，ＫＨＡＮＮ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ｉ

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ｒｏｕｐｓ：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１９９８，４６（１）：３５～６１．
［１０］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ＢＯＯＮＥＰ，ＢＲＥＡＣＨＡ，ｅｔａｌ．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Ｆ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５８（１／２）：

·４０５·

管理学报第９卷第４期２０１２年４月



１４１～１８６．
［１１］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Ｓ，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Ｄ 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Ｔｏｐ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Ｓｔ．Ｐａｕｌ：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１２］ＺＥＮＧＥＲＴＲ，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Ｂ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ｇｅ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３２
（２）：３５３～３７６．

［１３］ＢＡＮＴＥＬＫ，ＪＡＣＫＳＯＮＳ．Ｔｏ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ａｎｋｉｎｇ：Ｄｏ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ＴｏｐＴｅａｍＭａｋｅ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１０（ｓ１）：１０７～１２４．
［１４］ＭＵＲＲＡＹＡＩ．Ｔ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Ｈｅｔｅｒｏｇｅ

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Ｆｉｒ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１０（２）：１２５～１４１．
［１５］ＧＯＴＯ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ａ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２，１９（１）：

５３～７０．
［１６］ＳＨＥＮＫＡＲ Ｏ，ＬＵＯ Ｙ，ＹＥＨＥＳＫＥＬ Ｏ．Ｆｒｏｍ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ａｎｄＲ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Ａｃａｄｅ

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８，３３（４）：９０５～
９２３．

［１７］ＤＥＡＬＴ，ＡＬＬＥＮ Ａ，ＫＥＮＮＥＤＹ Ａ．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Ｍ］．Ｂｏｓｔｏｎ：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８２．
［１８］汤谷良，夏怡斐．母公司文化控制力：中外合资企业

文化陈述的差异与融合———基于中外合资汽车公司

的多案例比较［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９（ｓ１）：６５～７４．
［１９］ＰＥＮＧＭ Ｗ．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３，２８（２）：２７５～２９６．
［２０］ＳＣＯＴＴＷ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Ｔｈｏｕ

ｓａｎｄ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５．
［２１］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Ｐ，ＰＯＷＥＬＬＷ．ＴｈｅＩｒｏｎＣａｇｅＲｅｖｉｓ

ｉ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ｅｌｄ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３，４８（２）：１４７～１６０．
［２２］赵奇伟，鄂丽丽．行 政 性 分 权 下 的 地 方 市 场 分 割 研

究［Ｊ］．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０９（１１）：１２３～１２８．
［２３］朱希伟，金祥荣，罗德明．国内市场分割与中国 的 出

口贸易扩张［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５（１２）：６８～７６．
［２４］钟昌标，李富强，王林辉．经济制度和我国经济 增 长

效率的实证研究［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６
（１１）：１３～２１．

［２５］ＯＬＩＶＥＲ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１，１６（１）：１４５～１７９．

［２６］吕源，姚 俊，蓝 海 林．企 业 集 团 的 理 论 综 述 与 探 讨

［Ｊ］．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０５，８（４）：３９～４３．
［２７］杨东宁，周 长 辉．企 业 自 愿 采 用 标 准 化 环 境 管 理 体

系的驱动 力：理 论 框 架 及 实 证 分 析［Ｊ］．管 理 世 界，

２００５（２）：８５～９５．
［２８］ＭＥＺＮＡＲＭ，ＮＩＧＨＤ．Ｂｕｆｆｅｒｏｒ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ｉｒｍ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５，３８（４）：９７５～９９６．

［２９］方军雄．政 府 干 预、所 有 权 性 质 与 企 业 并 购［Ｊ］．管

理世界，２００８（９）：１１８～１４８
［３０］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Ａ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ｐ

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编辑　杨妍）

通讯作者：叶广宇（１９６８～），男，河 南 西 平 人。华 南 理 工

大学（广州市　５１０６４０）工 商 管 理 学 院 教 授，管 理 学 系 系

主 任。研 究 方 向 为 企 业 战 略 管 理。Ｅｍａｉｌ：ｂｍｇｙｙｅ＠


ｓｃｕｔ．ｅｄｕ．ｃｎ

首届“创新与创业：与中国相关的理论

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２０１２年）

　　经过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于２０１０年发展成为

仅次于美国的全球 第 二 大 经 济 体。但 随 着 国 际 金 融 形 势

的动荡不安以及经济 发 展 的 趋 缓、停 滞 甚 至 倒 退，中 国 经

济也正经受着严峻考验。因此，中国政府在制定十二五规

划时明确提出，要通 过 鼓 励 和 培 育 社 会、企 业 和 个 人 的 创

新与创业，以及促进 产 学 研 紧 密 合 作，以 进 一 步 推 动 其 经

济的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然而，到 目 前 为 止，有 关 中 国 的 创 新 与 创 业 的 国 际 研

究还不够深入和广泛，能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的论文更是

少见。因此，武汉大 学 经 济 与 管 理 学 院、武 汉 大 学 中 国 产

学研合作问题研究中 心 联 合 英 国 兰 卡 斯 特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及其创业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中国管理中心等联合举办

有关首届与中国相关 的 创 新 与 创 业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国 际 学

术会议。

本届会议将广泛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企业家和中国

政府的高级官员前来与会，共同探讨中国政府及企业的创

新、创业理论、实践与政策。

会议时间：２０１２年７月９～１０日

会议地点：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联 系 人：雷昊

联系电话：１８６２７８８３５８８

Ｅｍａｉｌ：ｈａｏｌｅｉ＠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会议网 址：ｈｔｔｐ：／／ｅｍｓ．ｗｈｕ．ｅｄｕ．ｃ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ｕｍｓ．

ｌａｎｃｓ．ａｃ．ｕ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ｓ／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ｒｅ／

·５０５·

中国企业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研究及其理论模型———叶广宇　蓝海林　李铁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