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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传统零售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应对新的环境和挑战。本文基于巴

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从该理论中的协作系统和组织平衡入手，对传统零售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对应的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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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traditional retail companies are 
responding to new environment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Barnard’s social system theory, starting with the collaborative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al balance in the theory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
tional retail industry,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fia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2.114041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2.114041
http://www.hanspub.org


马泽铭 
 

 

DOI: 10.12677/fia.2022.114041 279 国际会计前沿 
 

 

Keywords 
Traditional Retail Industr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System Theory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科技的进步，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零售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传统实

体零售企业，面对消费者的消费升级、互联网冲击，线下实体零售商正面对关系自身存亡的巨大挑战。

因此，在数字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传统零售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使自身摆脱低迷、重获新生已

经成为了大部分企业的战略选择[1]。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口增速下降、网民规模趋向饱和，并且伴随

着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变化，电商平台的发展开始进入了瓶颈期，线上交易逐渐衰弱，纯线上模式的弊端

逐渐开始显露。电商平台开始谋求和实体零售企业的合作，实现线上线下销售方式的结合，为传统零售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我国很多传统零售企业已经完成了对商品采购、物流配送、产品

营销、交易支付等环节的数字化升级，实现了从传统零售到新零售的基本转型。本文基于社会系统理论，

从协作系统和组织平衡的视角入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讨传统零售企业如何最

大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效益。 

2. 社会系统理论 

巴纳德提出的社会系统理论从社会系统的夹角角度分析组织问题，他把组织看成人与人之间的协作

系统，提出了以协作系统为核心的研究企业内部平衡和对外条件适应的管理理论。他认为，协作系统的

有效性取决于三个方面：共同的目标、协作意愿、信息沟通。其中，共同的目标是协作体系产生的原因，

协作意愿是协作体系的永续动力，信息沟通是协作体系运行的机制[2]。这三个方面的任意一个出现问题，

都会导致协作系统出现问题。在此基础上，巴纳德指出了经理人员主要职能的三个方面：提供信息交流

的体系、促使组织成员为组织做出必要的努力、提出和制定组织的共同目标[3]。 
此外，巴纳德还提出了平衡理论，并将企业的平衡分为企业内平衡和企业外平衡两个方面。其中，

内平衡分为调节整体以适应外部环境和创造诱因两个部分，外平衡分为企业中系统通过外部环境协调平

衡和企业系统外部环境平衡两个部分。巴纳德的平衡理论在企业实际运行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企业

的经营者必须确保企业中每个成员的诱因和贡献平衡。其中，诱因表示企业成员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

得到满足的效用，贡献指企业成员的绩效。当诱因和贡献相等时，企业员工就会产生工作积极性，对企

业做出正向贡献。如果诱因小于贡献时，企业成员就会产生不满，进而导致协作系统受到破坏，负面影

响企业的发展。当诱因大于贡献时，虽然会使得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大幅增加，但同时也会使企业的成本

上升，负面影响企业发展[3]。李飞强调了技术能力在企业转型中的重要性，其认为传统零售企业应该利

用数字化技术对企业、产业、产品三个方面进行数字化升级[4]。传统零售企业需要改造自身的决策过程

和工作程序，提高组织协同性以支撑企业转型后的快速发展[5]。国外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多，其中，

Demary 也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零售企业的发展进步，零售企业的发展方向是联网化和数字化，

仅仅依赖本地销售人员进行产品和消费者的匹配已经不足以满足消费者当今的需求[6]。开拓企业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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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理念可以加快企业转型速度[7]。 

3. 传统零售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探讨与分析 

下面根据协作系统、组织平衡两个维度对传统零售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与分析。 

3.1. 协作系统 

根据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社会的各级组织都是几个协作的系

统，企业需要通过对组织共同的目标、协作意愿、信息沟通进行调节，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有效转型。 
共同目的是企业转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意义在于它有助于企业明确各部门职能责任以及权力的

划分，确定相对合理的管理幅度和组织层次以提升管理效率，优化组织利用资源的能力，加强沟通效率，

是提升企业转型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重要措施[8]。结合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在传统零售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的过程中，确定企业共同的目标非常重要。企业通过确定组织共同的目标进而产生组织协作体系，

协作体系反过来对企业中的个体产生影响，满足个人的动机，确保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得到

员工的持续支持和贡献，保证今后协作系统的持续发展。 
其次，巴纳德认为，目标的实现程度决定协作意愿的大小，不同人的协作意愿是不同的，他们的目

的可能是为了获得技术支持、资金支持或者合作等等，目标不同，意愿也就不尽相同。企业成员的协作

意愿是动态变化的，当新的目标产生或者行动遇到困难时，协作意愿就随之产生，企业员工协作共进，

当目标完成时，其协作意愿逐渐消失。传统零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必须保证企业协作系统的持续

存在和发展，企业管理者需要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组织目标和协作意愿的调整。不断调整的目标和

意愿容易导致企业内员工的混乱和不适，进而减低企业员工的协作意愿。因此，如何在组织不断调整企

业目标的过程中，为企业中的个体提供各种诱因，并尽可能使诱因大于个体对组织的贡献就十分重要。 
此外，巴纳德认为，在任何企业中，信息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通过信息技术可以将组织的共同目

的和协作意愿连接起来，对组织的结构、规模和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运用互联网思想、大数据、AR 等

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等一系列过程进行升级改造，推动线上的网络力量和线下实

体零售中的数字化整合，促进信息沟通，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是传统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9]。
第一，在当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果企业不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打破原有的经营模式，那

么企业可能很快就会遇到发展瓶颈。通过数字化转型，传统零售企业可以拓展传统岗位的深度和宽度，

充分共享部门之间的信息和数据，提升企业运营管理的效率。第二，通过数字化转型，传统零售企业可

以大大节省生产、销售和物流成本。第三，传统零售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消除传统经营管理的视野

盲区，解决企业内部员工职责不分、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因此，企业通过建立和升级信息系统的方式

来打破企业发展瓶颈、提升信息交流和协调效率、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对于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也是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组织内平衡 

巴纳德认为，企业从建立时起，其最终目的就是使企业能够一直存续。只有组织内部保持平衡，企

业才能发展。这对于传统零售企业转型同样适用。传统零售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不断

调整贡献与诱因，调动企业内员工的积极性，保证组织内部平衡，如此企业才能以持续的高效率进行运

转进而成功转型[10]。 
技术升级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果同时受到原有技术和新技术的影响。第一，原有技

术的影响。对于传统零售企业来说，其过去的业务模式和技术水平是有效的，它们曾经为企业做出了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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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贡献。因此，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对原有技术的淘汰会使得企业员工产生一定程度的自我否认

和不安全感，同时，环境变迁和技术障碍的产生会进一步加强这种不适，对企业的转型产生一定程度的

抵抗情绪。因此，如何设置合理的企业培训体系来削弱员工的抵制心理，对企业成功进行数字化转型十

分重要。第二，新技术的影响。新技术的出现，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场景和传统企业价值链，使得传统

零售企业的整体业务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众多传统零售企业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

说，新技术的发展为传统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提高了零售业在管理、营运、物流

上的效率，扩大了服务范围和市场规模。并且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企业打通内外部资源之间的壁垒，

实现企业数据内外部同步更新共享，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信息利用效率，增强零售企业精准管理消

费者的能力。 
传统零售企业打造的内部社会化平台和职能数字化进程对于数字化转型十分重要，通过合理的社会

化平台建设，企业员工可以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下与其他员工进行互动交流，丰富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

提升企业凝聚力和员工协作，维持组织内平衡，正向促进企业转型。此外，通过组织职能数字化转型对

组织职能进行整体贯穿和链接，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并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企业文化对于数字

化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拥有创新文化和理念的企业的员工对于转型的积极性强、抵制性弱，可以

有效提高企业内平衡。 

3.3. 组织外平衡 

巴纳德认为，组织对外平衡十分重要，其对企业转型和转型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赵昌文从宏

观角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对于企业转型升级有重大影响[6]。毛蕴诗则从微观角度提出，

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环境的压力，主要包括企业间竞争激化、供应链关系变化等[11]。结合巴纳德

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相关学者研究，本节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对传统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外平衡

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从宏观角度来看，政治因素、技术和经济因素、文化环境是传统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影响因

素。第一，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是影响中国零售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一切

的经济活动都是在国家的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存在的。2019 年开始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在保护各方合法

权益的同时，对维护市场秩序、促进中国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传统零售企业才

能放心地在这种健康发展态势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中进行数字化升级。第二，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技

术和经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中国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决定着零售业的发展方向。近年

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持上升态势，整体发展稳中向好，激发了零售市场的潜能，促

进了传统零售业数字化升级。第三，文化环境的影响：互联网和信息革命为中国带来了大创时代，从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中国的宏伟目标早已为中国企业指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创新这一词汇已经慢慢变成了中国新兴企业的

一种必备的文化和理念，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力量、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 
从微观角度来看。目前，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严重挤压了传统零售企业的发展空间，客户忠诚度急

剧下降，这使得传统零售业存在的问题开始逐渐体现。其中，企业规模较小，缺乏规模效益；零售业区

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最为突出。首先是企业规模效应问题：我国传统零售企业的管理方式几乎都是通过

以总店直接投资建立直营店来扩大规模，企业虽然拥有控制权和经营权，但一般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

这正是中国企业薄弱的部分，企业没有足够多的自有资金，并且难以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足够多的贷款，

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其次是零售业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的传统零售业呈现东部强大西部弱小的严

重不平衡状况，城市发展饱和，农村发展滞后的现象严重。在欠发达地区，零售业零散程度高，网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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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不足，并且大多零售企业经营者的业态意识薄弱，规范化程度低，在价格、渠道、管理方面达不成统

一，难以发挥新业态优势，制定合理的转型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数字化转型，解决企业最急迫的问题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十分重要。此外，传统零售企业与供应商密切联系的营运模式对推行数字化转型有着很

高的影响作用。相比较于其他行业，零售行业与供应商的联系密切程度很高，在传统零售企业与供应商

合作的过程中存在很多诸如整合资源、企业间信息数据共享、产品质量维护等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或者

不及时，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使企业的营运成本的增加，甚至威胁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 

4. 传统零售业数字化转型策略与建议 

4.1. 转变思维，制定明确的目标 

互联网时代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先集中研发，再进行产品推广的思路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经营环

境，企业管理者应该转变过去传统的企业经营思维。首先，企业管理者需要在考虑企业自身实力和外部

市场环境后，设计合理的可以被企业成员的理解和接受的企业目标，并使组织成员相信通过协作可以达

到。其次，企业的管理者需要合理使用管理职能，将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目标统一起来，促使企业员工

对组织产生积极的贡献。最后，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使企业的目标适应环境的变化，时刻根据环境的变化

对企业的目标进行微调，保证企业能够随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4.2. 正确利用原有技术和新技术 

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不意味着对原有技术和营运模式的全部抛弃。首先，企业过去使用的技术并不是

一无是处，取之精华、去之糟粕才能最大化提升企业转型效率。其次，企业从过去发展到现在所使用的

技术和模式已经趋近于成熟，如果变革过于迅速彻底，会使得企业员工对于转型的排斥和抵触。最后，

企业应该意识到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深度研究技术的价值，并合理使用。 

4.3. 内部整合高效协同 

企业在建立职能数字化体系、促进组织职能之间的数字化时，应注意到企业众多职能之间的联通性，

尽可能构建职能间的无缝对接。为了高效利用职能数字化体系，企业需要在引入先进技术的同时，招聘

相应技术水平的员工，设计合理的培训机制，对企业的员工进行培训，尽可能快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效

率。同时，企业的经营者还应该有意识地促进企业的文化、理念，形成正向的蝴蝶效应，充分发挥数字

化在文化层面的效应，快速形成一致且协同的组织文化，促进协调系统的产生，提升企业内部建设的质

量和效率。此外，企业还应该注意员工的动机、作风、态度等因素，消除由于企业转型带来的员工之间

还有合作企业之间的隔阂，建立和谐平等的企业成员间关系，维持协作意愿稳定和积极，增进员工之间

的情感和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促进协作系统良性发展。 

4.4. 建立信息渠道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升级时，应整合现有资源优先建立信息渠道，然后再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完

善。第一，优先建立信息渠道可以提升企业内、企业间信息交流的效率，提升效率。第二，建立完善的

信息渠道可以提升企业获取外部环境信息的效率，加快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第三，建立完

备多样化的信息渠道可以加深对企业竞争对手的了解，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来应对。 

4.5. 降低企业的路径依赖 

在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方面，由于路径依赖性的存在，人类社会在技术进步和组织变迁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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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会存在类似物理学的惯性，企业一旦进入这一路径，就可能产生对这种惯性的依赖。这种路径依

赖性在稳定的环境中，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环境变化较快的情境中，会制约企业的发展。

这种依赖性的存在，使传统零售企业在发展上更愿意按照原来的发展思路，当环境变化速度加剧、互联

网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时，很多传统零售企业没有即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因此，企业能否合理对待

路径依赖性对企业成功进行数字化转型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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