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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过去的百年（1900～2010），见证了组织演变的戏剧

性进程。回顾过去，也许人们会为组织管理理论所取得的

成就而高声欢呼。但是，这样的欢呼是否为时尚早呢？ 

实际上，每一种试图对现有组织中存在的问题或缺

陷进行修正的新观念，在出现之时都埋下了破坏的种子。

它会引发新的问题，而这个新问题是以前那个旧观念所引

发问题的翻版。

那些试图掌握规律的人会发现，追求一劳永逸是多

么的荒谬。毫无疑问，组织理论的持续更新有时会要求我

们放弃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成功的实践经验。

正如美国管理思想家斯图尔特·克雷指出的，“大

多数管理组织的寿命都是有限的。他们就像飞毛腿导弹一

样，很快从公司的雷达屏幕上消失”。

但这并不能说，每一种组织理论或组织结构都是“短

命鬼”。一些组织形式的寿命，因受到与其相联系的更大

历史力量的影响，而得到延长，更多的组织结构，却因市

场环境的激荡起伏，而很快退出舞台。

当市场需求无限的时候，人们渴望一种可以实现大

规模生产的组织形式，这个时候出现了高度集权的官僚

制组织。当企业变得庞大而臃肿的时候，管理的减负和

组织的瘦身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这时职能制和事业部

制应运而生，并结束了集权制。当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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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市场的时候，要求企业必须把注意力从产品转向市场。

这时候，职能组织没落了，人们更多地转向矩阵组织或网

络组织。知识经济的兴起，劳动队伍的多元化，要求企业

应对智力资本的冲击并解决需求多样化的劳动问题。此时，

团队组织和学习型组织成为“救星”。

企业正在采用或将采用的组织模式，不能因为某个人

的某句话或某种理论的某个观点而发生动摇。否则，这个

企业的生存能力就会受到怀疑。企业结构的选择和抛弃，

是历史的、市场的、文化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笔者不做鼓吹者。那些构建完美组织的美梦破

灭了。我们虽然不是鼓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地图。我们

所能做的，就是把企业组织的演变史摆在您的面前，供您

辨别、选择和创造。

在本书里，您可以看到每种组织的发展背景、理论基础、

组织形式及优势和不足。这些东西可以为您提供思考的方

向，但不会限定您的思考范围。有些东西即使已成为历史，

也有其现实意义。“存在即是合理”，只有明确事物背后

的意义，历史才会闪光。

当然，笔者能力有限。对于书中的不足，欢迎读者批

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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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克·泰勒（1856～1915），西方古典管理

理论的开创者，尊崇科学调研和实验，强烈希望遵照事

实改进和革新事物。泰勒的研究使管理从经验走上科

学，“泰勒制”也成为管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式的理论。主要著作：《计件工资制》（1895）、《工

厂管理》（1903）、《科学管理原理》（1911）、《在

美国国会众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词》（1912）。

马克斯·韦伯（1864～1920），西方古典管理理论

的三位先驱之一，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明确

而系统地提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利为基础，

并阐述了规章制度是组织得以良好运作的基础和保证。

主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经济与社会》（1921）、《经济学通史》（1927）。

亨利·福特（1863～1947），福特汽车公司的创立者，

是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福特

的生产方式不但革命了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对现代社会

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有社会理论学家将这

一段经济和社会历史称为“福特主义”。主要著作：《我

的生活和工作》（1923）、《今天和明天》（1926）、《前

进》（1931）。



3第 1 章
速度与激情 （1900 ～ 1920）

更快的才是更好的

“不断扩大的产品销售需求，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

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也供世界各地消费。”这是马克思、恩

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留下的名言，时间是 18世纪上半叶。那时，正

值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高潮，我们现在称作“管理学”的东西还没正

式出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都预见到了一个事实：大规模的物质需

求必然会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及至生活方式的重组，当然也包括作为社会

单元的企业。

全速前进

到 20世纪时，事实变得越发明朗起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世界市场对

产品有极大的需求。“无限”的市场需求，促使企业家们不断思索如何才

能更有效地生产出产品。他们需要不断地询问自己，“现在是不是企业的

最大生产能力？”或者“还有没有更快的生产方式？”

伴随着这样的思考，科技创新发展起来了。机器替代了手工，工厂替

代了作坊，电力替代了水力，汽车替代了马车……而几乎是必然的，当科

技进步的时候，就需要寻求一种更高效的组织方式，来融合科技、人力和

物质资源，以便满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需求。



4 组织之美
一部组织变革思想的演变史

而科学管理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也标志着管理从经验化

走向科学化。

提到科学管理，很多管理者都会产生一种它已“过时”的感觉，但是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它的技术仍然支配着当今的工作与生产，它的思想仍

然影响着当今的管理实践。

科学管理主张通过细分工作流程，寻找最优（省时省力）的工作方法，

以实现劳动效率的最大化。而在科学管理论中，隐含着两个关键点：一是

个人的作业控制，二是组织的流程设计。

前者关注的是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即如何提高个人单位时间的生产量。

在这方面，科学管理理论开发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测量方法和测量体系。后

者关注的则是在群体生产中，工作如何分配，才能实现高效率，这一理论

的基础就是劳动分工。

显然，前者讨论的是工作方法，而后者讨论的是组织方式。这两者虽

不同，却又密不可分。因为不同的工作方法需要不同的组织方式，不同的

组织方式也将产生不同的工作方法。

劳动分工

关于分工的论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柏拉图在《理想国》

中谈到：除了农业之外，市场还需要手工业者、商人和店员等，以避免

农民和艺术家在市场上耗费大量的时间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买主。同样，18

世纪荷兰的经济学家孟德维尔也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如果

一个人全身心地生产弓箭，而另一个人生产器具，第三个人建造房子，第

四个人提供衣物，第五个人提供食物，那么在同样的时间里，各行各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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