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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企业和家庭是构建这个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性组织，前者创造的是

社会财富，后者则是人口的摇篮。围绕这两个特殊的组织，不同的人文和

社科领域都派生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都努力为解释客观现实以及有效

地预测未来服务，管理学也正是其中之一。

作为经历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历史变革特殊时期的管理学研究，

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始终与变换的环境紧密联系。回顾过去３０多年的

历程，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为基本表现形式的经济、社会重大转型，对于

社会组织而言，这无疑是本质性的制度变革，从经济社会主体的构成到整

个经济社会的制度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国际环境也经历了全球

经济高速发展到金融危机的大起大落，从各国政府、区域联盟到国际企业

都处于巨大的压力和变革之中，这无疑给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

素材，也为管理学研究平添了许多压力。从某种意义而言，“管理是由这

个社会２０％的人员所从事，但是却肩负着其余８０％人员的福祉”。

作为承载管理学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高校，如何在变革的时代有效地

发挥自身的价值，以知识和人才为途径传递学者对时代呼唤的响应就是

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论题。这个论题有三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应该关注

谁？我们关注他们什么？我们如何关注？

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很广泛，涵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现实全景，由

于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更多地从属于工商管理专业，因此企业就成为关注

的焦点。基于企业，我们确实可以打开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以往的主

流研究强调企业的股东属性，因此立足企业的所有者。我们分析和探讨

了价值链各个环节以及不同时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丰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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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企业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我们必须从一个更为广

泛的范畴去审视管理学本身，这个问题在公司治理研究中尤为明显。公

司治理是管理学的经典研究领域之一，也是指导现实企业发展的有力工

具。公司治理文献长期关注的是经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相

应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基于代理成本问题的分析，Ｊｅｎｓｅｎ和 Ｍｅｃｋ－

ｌｉｎｇ（１９７６）的开创性工作引发了对公司治理中管理层激励的规范性思

考，而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１９７９）则第一次尝试以最优契约的方式解决外部投资

者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对于古典企业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代企

业基于企业规模和风险规避的需要将股权进行分散和交叉，股东由个体

转变为一个群体，经典管理研究的诸多成果遭到质疑。

按照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和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Ｐａｇａｎｏ和Ｒｏｅｌｌ（１９９８）等的研究结

果发现控制性投资者（例如股份公司的大股东等）凭借其实际控制权，以

合法或者法庭很难证实其非法的方式，谋取私人利益，使分散投资者（小

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害，以至在这些公司中，基本的代理问题不是在经理

人与投资者之间，而是在控制性投资者与其他分散投资者之间。Ｊｏｈｎ－

ｓｏｎ、ＬａＰｏｒｔ等（２０００）甚至把大股东利用金字塔式的股权结构，把低层企

业的资金转移到高层企业，从而使小股东利益受到侵害的行为称为隧道

行为（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这些成果已经证实，尽管都是企业的所有者，但是不同

股东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协调关系，股东利益群体产生了分化。

与此同时，对于企业就是股东所有的争论也不断升级，特别是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理解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微观机理，

就成了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尽管以布莱尔（Ｂｌａｉｒ，１９９５，１９９６）为

代表的学者主张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分析主体，认为这些利益相关者在企

业中注入了一定专用性投资后，他们或许分担了一定的企业经营风险，所

以应该分享公司的控制权。但是在一般经营情况下，企业的外部非决策

类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和债权人、消费者等是不需要参与企业经营的，一种

“隐形”的委托—代理关系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授权给内部的股东和经理

层。但是当企业处于特殊状态时，如创业期或濒临破产时，债权人或政府

就要参与治理。在此基础上，在利益相关者思想的影响下，企业现有的所

有权和经营权表现为货币资本、异质性人力资本和环境所有者在内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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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所有权，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利益主体在微观层面博弈的平台，因此所有

的利益相关者都不可避免地步入我们研究的视野，而管理学对于这些主

体的共性归纳就是———组织，也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主体。

将组织再次作为我们关注的核心主体，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其存

在的意义是什么。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菲佛和杰勒尔德·Ｒ．萨兰基

克教授所著的《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一书中指

出，“组织是充满巨大的力量和能量的社会工具，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提供

一个场所或框架，组织行为参与者用自身的诱使因素与组织的贡献相互

交换的场所”，为了实现这个意义，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生存。“为了生

存，组织需要资源，为了获取资源，组织就必须与控制管理的组织相互交

往，在这一意义上，组织就会依赖它们的环境。由于组织对它需要的资源

没有控制力，资源需求就会成为问题并具有不确定性。组织为了获取资

源而与其他组织进行交易，资源控制权使得其他组织具有对组织的控制

权，组织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对环境偶然性进行管理的能力。

因此大多数组织活动的焦点在于通过交换协商来确保所需资源的供给。”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生存是组织存在的唯一目标，而战略就

成为实现该目标的有效途径。因此，战略就成为我们关注组织的重要特

征。当前中国企业都力求通过制订和执行有效的战略决策来获取竞争优

势，进而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寻求生存和发展，因此对于战略管理理论的

研究和应用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战略管理分析强调企业与环

境的互动，对于环境的普遍认识是将其划分为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企业

内部环境。经典战略管理理论更侧重于行业环境分析指导下的企业定位

研究和企业内部环境分析指导下的企业能力研究，相对弱化宏观环境对

于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事实上，新时期的中国企业战略决策研究必须

强调特殊历史环境下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战略发展的影响，应该将宏观环

境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分体现中国转型经济发展特色的情境因素和适应

全球化新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进而对企业战略分析提出全新的视角解

析。

组织在变、环境在变、管理实践在变，管理学研究也同样需要变，这种

变就是创新。创新不仅仅是一种内容的体现，更是我们的一种态度。管



基于运营能力的运作系统应急管理研究

００４　　　　

理学发展的方向就是利用创新的手段将管理理论与组织实践紧密结合的

过程，就是利用创新的态度将管理学不断推向前沿的过程。

浙江工商大学企业管理学研究基地是浙江省政府设立的首批省属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理念

下，基地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科学研究与专业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思

路，秉承“学科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科学研究为专业教学和人才培

养服务”的发展目标，以企业管理领域现实问题和前沿问题为研究中心，

完善组织架构，推出科研精品，凝聚学科特色，提升发展水平，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形成了良性的发展态势，逐步形成了四个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企业管理理论与方法，公司治理与战略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营销

与创新管理。基地科研人员众多科研项目都是围绕企业管理学科以及组

织、战略和创新研究方向展开的。“组织·战略·创新”学术文集第二辑

收集了近期基地青年博士的研究成果，普遍为省部级以上项目的研究成

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郝云宏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００１　　　　

前　 言

在过去的１０多年时间里，地球环境持续恶化带来的极端气候灾难以

及政治冲突带来的人为恐怖事件频频爆发，对许多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

击。芯片封装厂因地震损毁、电网因冻雨失效、炼油设施因恐怖活动被破

坏等事件，已经让企业充分地意识到无论运作系统设计得多么完善和安

全，都无法让企业在自然灾害、运营意外和人为灾难面前完全免疫，企业

因灾遭受巨大损失的事件仍频频见于媒体。

自２００１年美国“９·１１”事件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和学者

开始意识到应急管理的重要性，而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发生在我国的两场巨大

的自然灾害对国家电网、通信以及一些大型企业的冲击更是让我们清醒

地意识到，就这类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型运作系统

而言，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的应急管理将造成更广范围的损失和破

坏。而２０１１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在海啸之后彻底损毁这一事件，更是让我

们意识到，即便是管理有序、防范较为周全的运作系统，在许多灾难面前

也是那么脆弱。

然而，当前运营管理和供应链管理领域中对应对非常态下的应急管

理研究非常缺乏，管理者几乎找不到一个系统的理论去指导实践。丰田、

福特、爱立信等企业的经历和实践已经证明：面临突发事件时，企业最先

考虑的应是如何快速从应急状态中恢复至正常态，而运作系统能力的应

急管理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基于该原因，本文将运作系统能力的

应急管理作为研究的对象。

本文定性和定量地对运作系统能力的应急管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

运作系统能力的应急管理的分析框架，重点对突发事件后运作系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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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急协调策略模型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七章，各章

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

的总体思路和结构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范围进

行了界定，明确了运作能力的应急管理在供应链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中

所处的地位。然后从供应链风险管理、应急运作管理以及运作系统能力

的应急管理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国内外文献综述，明确了一些对本

文研究具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基础和文献。

第三章，运作系统能力应急管理分析框架。本章首先对运作系统的

能力和对应的应急管理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并基于此提出了针对突发

事件运作系统能力的应急管理的分析框架。本文第一次提出了损失项目

图谱的概念，并将其应用到灾后运作系统能力损失评估的工作之中。然

后本章提出了基于业务持续性计划的能力应急管理执行标准模板和管理

流程框图。最后，本章从面向业务流程的合理化组织架构的可视化管理、

增强运作系统能力冗余度以及能力导向型企业联盟等７个方面讨论了提

高运作系统能力的应急管理可采取的措施。

第四章，运作系统能力受损后的应急管理模型。本章针对运作系统

能力应急管理内外两个环境的特点：内部能力恢复的多阶段性和外部能

力支援数量的不确定。综合考虑了应急期间企业内部的运作成本和能力

缺损可能引致的社会惩罚成本，以应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构建了多阶段

的能力应急恢复和采购模型。通过对模型理论上的证明和数值上的仿真

分析，本章针对服务型和生产型两类运作系统能力的不同表现形式得到

了９个有意义的管理学结论。

第五章，考虑管理者风险态度的运作系统能力应急管理模型。本章

在第四章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管理者风险态度在应急管理过程中

的影响。本章借鉴了供应链制造商和分销商联盟中的风险度量因子，针

对服务型和生产型运作系统能力的特点分别建立了单阶段和多阶段的决

策模型，并从理论和数值仿真上证明了风险态度存在将明显改变应急期

间的能力协调决策行为。类似的，本章亦得到８个有借鉴意义的管理学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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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外部两种能力支援并存时运作系统能力的应急管理模型。

本章在第四、第五两章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能力应急的特点，即应

急期间能力的补充不仅有“数量”上的要求，更有“时间”上的考虑。然而

与运作系统结成联盟的企业由于各自的技术水平差异以及地理距离远近

等特点，使得运作系统存在能力快速供应和正常供应两种模式。本章借

鉴了供应链多源采购的问题，研究了风险中性和风险态度影响下的多阶

段能力订单分配问题，通过理论上的证明和算例仿真，得到了关于服务型

和生产型运作系统能力应急的５个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第七章，总结与展望。本章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对后续

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进行了展望。

本文综合了供应链风险管理理论、生产运作管理理论以及现有的应

急管理研究，针对生产型和服务型两类运作系统运营能力的不同体现特

点，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突发事件后运作能力的应急策略。本文在以下

４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创新。

第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运作系统能力应急管理

的分析框架。第一次提出了基于能力损失项目图谱（Ｌｏｓｓ　Ｉｔｅｍ　Ｍａｐ，

ＬＩＭ）的灾后能力评估体系，基于ＢＣＰ的能力应急执行标准模板和流程

图以及提高运作系统能力应急管理的７大措施，为实际的应急管理和后

续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思想借鉴。

第二，本文重点研究了大型生产和服务运作系统的事后能力应急协

调模型，第一次考虑了应急期间系统能力可逐渐恢复的现实情况，并以此

为主线构建了更符合现实应急特点的多阶段随机动态规划模型，利用最

优化原理对模型从理论上进行了证明，并设计了相应的 Ｈｏｏｋｅ－Ｊｅｅｖｅｓ算

法和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ｒｉｔｈｍ，ＧＡ）对应急的最优决策序列进行数值

仿真分析，得到运作系统应急管理决策的一些内在规律，为将来管理者的

能力应急管理决策依据奠定了数理基础。

第三，在研究管理者风险态度对能力应急管理影响的模型中，本文借

鉴了制造商和分销商联盟中关于分销商风险态度的测度方法，通过引入

管理者风险态度因子对风险中性下的能力应急协调模型进行了改进，从

而更进一步地逼近了现实中企业管理者的应急行为，通过数理证明和数

值仿真分析得到的结论能够对社会相关部门在应急期间的管理、企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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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联盟伙伴的选择以及自身能力恢复部门的投资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第四，本文借鉴了供应链采购理论中产品库存的紧急订货思想，研究

了突发事件爆发后运作系统能力的应急管理中从联盟获得多种能力支援

的情况，重点研究了两种能力支援模式以及管理者风险态度对能力受损

运作系统在应急期间运作成本的影响。从理论和数值分析上证明了现实

应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的最优决策是最大化利用快速供应的能力。

虽然笔者试图探索运作系统在能力受到损伤之后如何进行有效的应

急管理，但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运作系统尤其是一些关于国计民

生的大型运作系统，其应急管理涉及了政府监管、社会舆论甚至管理者的

决策心理稳定性等因素，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本书涉及的内容，本书虽然

将应急成本的高低（时间也映射至一个具体的成本罚值）作为主要的抓

手，但并没有深入探究上述提及的复杂因素，因此，研究难免有所偏颇和

欠缺。笔者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结集成册，一方面是为了总结前人和本

团队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为本领域研究者提供一个新视角来看待运作

系统的应急管理。最后，也希望读者和专家能够不吝赐教。

包兴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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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和经济的全球化的不断

加深，企业运营所需原材料的供应、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以及销售已经跨

越国界甚至洲界，企业的运作已朝全球供应链网络运营的方向发展，众多

的网络参与者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构建了庞大而复杂的供应网络

系统，企业运营环境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往。

而２０世纪后几十年盛行的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的一些商业模

式，如准时化和敏捷化的生产方式以及精益化的运作理念已被越来越多

的生产型和服务型的运作系统所采用。这些商业模式，尽管在稳定的市

场环境中确实让企业获得了成本上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然而过多强调

节点企业间的协作以及过分注重供应网络效率反而增加了供应网络的脆

弱性和运作系统的运营压力。

在过去的１０多年里，各种类型的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如战争、火灾、

地震、海啸、ＳＡＲＳ、罢工潮、计算机病毒以及恐怖活动等，这些突发事件

不断对供应网络造成冲击，使得原本脆弱的企业运营系统更具风险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Ｔｏｗｉｌｌ，２０００）。在这样的环境下，供应链节点中任何一个

节点或线路因突发事件的冲击而发生任何中断事件，往往会在整个运营

网络中迅速蔓延开，对企业的短期和长期的经营效益造成重大的影响，甚

至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而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

２０００年３月，菲利普公司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２２号半导体封装厂

因雷击发生火灾，致使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破坏，火灾使菲利普公司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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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万美元的订单，但这仅占其当年销售额的０．６％。然而，北欧最大的

移动电话制造商之一爱立信却因此丧失了手机芯片的唯一来源而不得不

停止生产高档手机，订单和市场损失高达２３．４亿美元，股票价格下跌

１３．５％，更可怕的是，这场大火直接导致２００１年爱立信退出手机市场，而

不得不与索尼联合成立合资公司进行手机生产（Ｌａｔｏｕｒ，２０００）。这次火

灾事件也成为应急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２００１年发生在美国的“９·１１”恐怖袭击活动，世界上最重要、最权威

的金融中心———世界贸易中心被毁，设置于其中的金融机构的信息系统

几乎完全崩溃，金融交易被迫中断；保险公司因巨额赔偿而被压垮；全球

航空公司在一个星期内财产损失高达数百亿美元；几乎所有与美国有联

系的供应链系统因机场关闭和边境封锁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许多供

应链发生中断，其中福特公司因无法从供应商处获得足够的零部件而不

得不关闭在美国境内的５个工厂，第四季度的产量比计划下降１３％，而

这对计划性很强的汽车工业而言无疑是很大的一个打击。此外“９·１１”

期间大众和克莱斯勒两家公司也因配件输送障碍而关闭了部分生产线。

２００３年发生在中国的“非典”也影响了中国甚至全球企业的供应链

网络。“非典”期间，中国交通运输业损失３８０亿人民币，批发零售业损失

１２０亿人民币，制造业收入增加值减少２７０亿人民币，大量原材料和零部

件滞留在海关，导致大量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的严重不足，“非典”致使中国

当年经济损失了０．８％。

２００５年英国石油公司（ＢＰ）在美国得州的炼油厂因意外发生严重的

爆炸事件致使英荷壳牌盈利下降２１％，ＢＰ为免于该次爆炸的刑事诉讼，

支付了５０００万美元的赔偿金。２００６年２月沙特Ａｂｑａｉｑ石油和天然气加

工厂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后发生爆炸，该消息直接导致了国际原油市场的

恐慌，ＮＹＭＥＸ原油期货价格一路飙升。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台湾海峡的地震造成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

海底光缆断网事件：途经台湾海峡６条国际海底通信光缆发生中断，１１
条影响中国大陆网络的海底光缆受损。中国大陆至港澳台和欧美等方向

的通信线路大量中断、互联网大面积瘫痪，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国际语

音和专线业务受到严重中断、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访问质量严重受损，通信企业和互

联网企业损失严重，而由此引发的信息交换延迟和中断等事件的间接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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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无法估算。

２００８年１月中旬至２月上旬，中国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严重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天气，交通系统和电力系统遭受巨大破坏。京广、沪昆铁路

运输受阻，京珠高速公路等“五纵七横”的交通干线近２万公里瘫痪，２２
万公里普通公路交通受阻，１４个民航机场被迫关闭，大批航班被迫取消，

加之正值中国春节，交通系统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持续的低温冻雨天

气造成中国南方１３个省（市、区）电网大面积倒塔断线，输配电系统受到

严重破坏，１７０个县（市）的供电被迫中断，３．６７万条线路、２０１８座变电站

停运。电力系统和交通系统灾难相互交集，造成灾区工业企业大面积停

产，湖南８３％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江西９０％的工业企业一度停产。据

统计，此次极端灾害天气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１５１６．５亿元，而由此引

发的连锁性和次生性灾害的损失无法估计。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在中国四川的地震影响面涉及四川１８个市

（州）和甘肃、陕西、重庆部分地区，受灾面积超过１０万平方公里，受灾地

区交通、电力、通讯、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１１９６
个规模以上企业停工，５５０１个规模以上的企业遭受不同的影响，工矿业

企业因灾直接损失１９６１．３亿元。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此次地震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１万多亿元。地震可能造成全国消费增速下降０．６个

百分点，２００８年ＧＤＰ增长率下降０．８—１．４个百分点。此次地震造成的

人员伤亡、次生灾害的间接损失无法计算。

上述突发事件对许多大型的跨国企业（爱立信、丰田、福特、美国西南

航空和Ｄｏｌｅ等）和基础性工业及公共服务系统（国家电网和中国电信）的

冲击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供应链网络系统还是企业自身的运作系

统多么安全，都无法对自然灾害、运营意外和人为破坏等突发事件完全免

疫，而这些公司的痛苦经历表明，某个地区的突发事件甚至对全球整个产

业和经济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图１－１给出了近１０年爆发的主要突发事件的时间图。从图中可以

看出，近１０年全球环境的巨变所造成的灾难数量占绝大多数（３８．９％），

而因政治原因导致的恐怖活动也呈上升趋势（１６．７％）。

自２００１年美国发生“９·１１”事件以来，应急管理的重要性也越来越

受到世界各地政府、学者和企业领导者的关注。我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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