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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and high penetr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
gy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actice, the Internet has merged with 
the traditional real economy to form a new Internet economy. This new economic ecology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flow of business transactions,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organiza-
tional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mak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lat,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virtualiza-
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fuzz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ill 
be evolved towards such a trend: To optimize the user experience as a precondition; To activate 
the ability of employees as the goal; To internal entrepreneurship as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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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及互联网技术在企业经营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和高度渗透，互联网与传统实体经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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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种新的互联网经济生态。这种新的经济生态不仅改变了企业的交易运作流程，而且对企业的组

织结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为互联网环境使得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

组织形式虚拟化和组织边界模糊化，提出组织结构将朝着“以优化用户体验为前提、以激活员工能力为

目标、以内部创业为创新机制”的趋势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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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的组织结构是指为了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分工协作体系。在组织理论指导下，组

织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层次之间经过组织设计会形成固定的排列方式。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对企业的

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原有的企业组织结构模式包括直线制、直线职能制、职能制、矩阵制和事业部

制，绝大多数形似“金字塔”，具有职能分工细、管理层级多的特点。在互联网环境下，采用传统科层

制组织结构的企业纷纷出现内部消耗严重，协同效率低下，市场反应迟缓现象。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

如何设计更为高效、灵活、极具创新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的组织架构，以优化组织反应速度、激活员工

工作热情，从而实现企业的良性循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定地生存和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 

2. 理论回顾 

本关于组织结构的研究始于组织理论的兴起，20 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 Frederick Taylor 首次提出在

组织中专门设置计划部门。以 Frederick Taylor、Henry Fayol 和 Max Weber 等为代表的古典组织结构理论

派认为所有的组织都共同拥有一种最好的组织模式能使所有组织都实现效率最大化并致力于寻找一种最

有效的结构。被管理学界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 Max Weber 认为这种组织应该是“科层结构”，这种

金字塔形的结构一直被广泛采用。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外部环境和用户需求变化莫测，信息流

巨大，应用于传统稳定外界环境下的传统金字塔型结构弊大于利。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权变理

论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与古典组织结构理论相比，权变理论更强调组织结构的“适应”性。

1988 年，Peter F Drucker 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新型组织的出现》一文指出：20 年后的典型大

企业，其管理层将不及今天的一半，管理人员也不及今天的 1/3。在组织结构、管理对象和控制范围上，

这些企业将和 50 年代以后崛起的、今天仍被教科书奉为经典的大制造业公司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而更接

近于那些被现在的经理人员和管理学家所忽略的组织[1]。Tom J Peters 也在论著中表达了他对德鲁克的柔

性组织理论的支持，他将阶层制、职能化和科层制视为被组织或他组织的代表，他在 1992 年出版的《管

理的解放》一书中预言说，科层制必将走向灭亡[2]。 
国内对企业组织结构的研究相对滞后。赵文(2001)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促使未来的企业组

织弱化甚至取消中间层次，中层管理人员和职能管理部门人员将大量减少，严格的层级概念也渐淡薄，

从而形成一种“扁平化”的网络组织[3]。芮明杰(2005)对组织转型和重组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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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小组为主的组织变革的观点[4]。金光熙(2002)在《管理变革》一书中提出组织环境的变化，必将引

起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5]。杨蕙馨、刘明宇(2002)等从技术角度研究了技术变迁与

企业组织演进的关系，认为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符合企业的技术特点[6]。综上所述，完善的组织结构必

然随着企业运行过程中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进行适应性调整，只有这样，企业的组织结构才

能历久弥新，支持企业稳健的成长和发展，避免老化与衰亡的命运。 

3. 互联网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使得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市场变化莫测，信息流巨大，商业流加

速，机遇转瞬即逝。企业的活动量显著增加，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企业要适应多变的市场，就要对组织

结构进行变革，让每个部门小巧且灵活，使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组织形式虚拟化，组织边界模糊化。

企业的信息资源能被充分有效地利用，从而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3.1. 组织结构扁平化 

3.1.1. 管理层级减少 
传统的组织结构是自上而下、递阶控制的金字塔式结构，庞大的中间管理层在其中起“上传下达”

信息的作用。这种组织结构运作模式一方面占用资源和时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中间管理着对所传递的

信息拥有解释和筛选权，可能导致顶层无法全面了解企业面临的问题，从而无法做出有效决策[7]。随着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系统逐渐取代了中层管理人员这一“传声筒”的作用，企业需要的员工人数相

应减少。而随着企业信息网络和自动化管理系统以及专家系统的逐步建立与完备打破了传统的纵向层级

结构，横向的信息交流得到了加强。从高层管理者到低层一线员工的信息沟通更为方便直接，决策和指

挥更为迅速而敏捷。随着员工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其社会化的行为规范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管理人

员的管理跨度扩大，组织的管理层级将减少。 

3.1.2. 管理幅度增加 
互联网使管理幅度大大增加。管理幅度是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有效地管理下属的人数。由于互联网

信息技术的改进，组织中中层管理人员上通下达高层领导意图的“放大器”功能和收集加工大量底层信

息的“过滤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大容量通讯技术所替代[8]。管理人员

可以更多地应用电子邮件、互联网在线会议、视频会议等形式来支持组织成员之间、各部门之间或各组

织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由大量中层管理人员逐级去执行的任务，交给

了各种互联网技术工具，比如企业内部网、微信公众号、企业微博等，以及企业信息系统去完成。高层

管理者和一线员工可借助互联网直接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因此，借助互联网和信息系统应用，使得管理

者的管理幅度得以大大增加。 

3.1.3. 员工能力激活 
组织扁平化使得管理幅度增加，管理者无法具体而细微地对基层员工进行深入指导，此种情况必然

导致各层管理权限的下沉，员工拥有更多自主权和决策权，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极大程度上得到提

升。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让员工不在拘泥于部门的限制，不再受限于多层的管理层级，而是以群体的协作

及知识资源的共享作为企业新的劳动分工思想，让系统和协作观念贯穿在组织结构建设和运作中。组织

结构将更富有弹性和灵活性。扁平化所带来的为基层员工股赋能能在极大程度上减少决策和行动之间的

时间延迟，加快对市场和竞争动态变化的反应，从而降低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成本，提高企业组织结构的

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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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组织形式虚拟化 

3.2.1. 快速整合优质资源 
互联网技术促进了新的组织形式出现，如虚拟组织。斯蒂芬·P·罗宾斯对虚拟组织定义为：虚拟组

织是一种小型的核心组织，通过外部资源提供主要的企业功能，而且虚拟组织是一种规模不大，决策集

中化程度却很高的企业形态。虚拟组织的管理相对的灵活、松散，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和信息工具进行交

流和沟通，协商内部事务[9]。目前，企业常见的虚拟组织有两种合作形式。一是企业为满足新的市场需

求，往往会构建虚拟组织在一个特定的项目内进行临时性的合作经营，还有一些企业会把虚拟组织作为

永久性组织形式进行管理，成员公司加入到一个灵活的网络中，建立生产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永久关系，

但其成员公司在虚拟组织之外仍然保持着独立性，并进行自主经营。虚拟组织的出现，反映了在信息技

术条件下企业组织的法定界限已被打破，传统的组织概念也开始发生彻底性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渗透，企业组织结构由过去的封闭型日益转向开放的网络型。通过互联

网，企业可以将组织成员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创造出仅仅依靠各独立成员难以达到的组织整合力量，

大幅度降低各企业组织之间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资源，提高企业的应变能

力。 

3.2.2. 跨区域合作成为可能 
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提高了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加强了组织机构间、组织机构和个人间的互

动联系，无论在横向和纵向上将企业组织内部的层级机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加强了企业组织本

身同外部机构和个人间的联系。处于纵横交错的密集信息网络中的人、组织机构和组织本身，虽然有责、

权、利的划分，但其工作都已通过互联网的信息网络技术互相交织在一起，打破地域限制，拓展了合作

边界。本企业的员工可以实现跨国家地区工作，如一家企业的分公司员工可以通过互联网建立虚拟团队

合作完成工作任务。 

3.3. 组织边界模糊化 

3.3.1. 弱化职能部门界限 
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各部门的职能和界定依然存在，但部门间的边界却打破了过去的僵硬界限，

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其功能大大增强，已经远远超过各个部门功能的总和。组织边界趋向模糊化，各种边

界更易于扩散和渗透，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减少，更有利于信息在各部门的传递和对称分布，便于各项

工作在组织中顺利开展[10]。企业为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会与其供应商、经销商等建立各种战略伙伴关系，

形成多种形式的组织结构，企业可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经营业务及其组合，各种职能部门边界的严

格划分已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加之随着信息系统应用的深入，组织内部职能部门间的界线、组织间

的界线也将由于信息畅通而淡化。 

3.3.2. 加速人力资源流通 
互联网时代信息更加公开透明，本企业的员工可以自由向外流动，员工不再忠诚于企业而是忠诚于

自己的客户和职业，员工的知识具有流动性，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同时选择其他适合的企业工作。互联网

信息技术的应用要求企业员工比过去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特长，根据企业的需要随时组成特定项

目的团队，各种岗位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在这种组织情境下，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大大激活，

利用互联网自主选择一家或多家企业发挥所长。员工的自由流动一方面激活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减少企业

的雇员人数，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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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改变组织规模大小 
互联网对组织规模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打破了地域空间的界限和约

束，降低企业对信息的搜索成本，缓解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使交易透明化，减少了企业之

间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交易频率，降低外部交易费用，导致组织规模的减小。布莱·杰夫逊等人针对

此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信息技术的应用导致了公司规模下降的结论，主要原因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

市场交易成本降低，即信息技术缩减了组织规模。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利用无边界化，创新自己

的组织，将设计和研发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并从外部选择可靠的生产商，与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由

此节约了信息成本，缩小组织规模。另一方面，从企业生产运营的角度看，互联网的应用解决了传统企

业多层次组织结构所引发的信息不流畅、机会损失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内部信息流动的问

题，在某种程度上缩小组织层级，缩短信息传递时间，达到提高企业运作效率的目的。而精简组织结构

带来的直接好处是组织内部的协调费用以及管理费用大幅削减，组织管理者通过互联网管理的组织规模

扩大。 

4. 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组织结构演化趋势 

4.1. 以优化用户体验为前提 

根据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大师迈克尔·汉默先生提出 BPR 理论，企业必须充分掌握客户信息，准确把

握客户需求，在了解客户价值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企业的各项活动是否具有价值，并进一步判断各

项价值活动给企业所带来的利润。以往，企业只需要研发生产出质量好的产品并将它卖给顾客，就可以

完成交易获得可观的利润，而现在的交易模式已经从 B2C 转变成了 C2B。互联网重新定义了顾客与消费

者之间的关系，顾客需求驱动决定着企业的产品及服务，在此前提下，顾客需求信息的传递流程必须简

短快捷，各部门也需要快速协作实现顾客的需求[11]。企业应只有改造对象和中心、以关心客户的需求和

满意度为目标，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快速响应用户的个性化需要，以优化用户体验为前提设置组织结构，

才能建立长久的竞争优势。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企业有机会通过各种社交渠道和用户建立强关系，组织要实现和用户零距离，主

动与用户产生互动从而精准的把握用户的兴趣点，深度挖掘用户需求，进而产生交易行为。以海尔为例，

与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相比，海尔集团的“倒金字塔”企业组织结构模式改变了“由上至下”的管控模

式。以覆盖全球各区域、各部门海尔供应链高效、完善的信息网络为基础，构建并完善了从客户 → 企
业 → 一线员工 → 中层管理者 → 高层管理者的“倒金字塔”结构。海尔围绕终端用户的需求将一线

员工组建为一个个“自主经营体”，一线经营体根据用户需求发送指令，倒逼二级资源平台和三级级战

略经营体提供资源、资金以及专业支持[12]。并且，海尔通过激励机制将员工的个人利益直接与市场用户

的最终利益相互绑定，以客户的满意度作为企业运行的测度，从而成功实现组织与客户的无缝对接，促

进了企业资源的高效配置。 

4.2. 以激活员工能力为目标 

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以后，组织层级减少。组织管理者的管理幅度增大，负荷重，精力分散，难以

对下级进行深入具体地管理，这时候就需要将权力下放到基层。赋能授权理论是罗莎贝斯·莫斯·坎特在

1983 年所著《变革大师》当中提出的概念，她认为赋能授权包括某人向另外一个人指派一项特定的任务

或项目，被指派者对于完成该任务或项目做出承诺，管理者对具备资格的员工职责授权。通过授权将使

管理者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需要发挥自身专业能力和制定部门计划当中，而员工能够更多地参

与企业经营。随着互联网的纵深发展，劳动分工必然也会产生新概念从而打破原有的岗位职责概念，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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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不再拘泥于部门的限制，不再受限于多层的管理层级，逐渐形成以群体的协作及知识资源的共享作

为企业新的劳动分工思想，让系统和协作观念贯穿在组织结构建设和运作中[13]。在企业为员工赋能授权

的过程中，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会被充分挖掘和调动，从而唤醒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决策管理。 
扁平化组织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企业资源和权力侧重于基层。权力地位不再取决于某职位，而是

在于他们拥有的不同知识和信息。Jensen 和 Meckling (1992)在论述组织结构时提出专有知识的概念，专

有知识是指在不同成员之间转换需要支付高成本，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失真”的知识[14]。它往往表

现为只有当事人才能完全获得和理解，而局外人很难获得和理解的信息，或者说局外人获得信息的成本

很高。这部分知识很难数字化，大都属于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信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形容

的就是专有知识的特点。对于基层员工来说，它一般包括产品质量和技术改进的知识、员工操作和实践

知识、与特定企业和岗位相关联的经验知识等等。这部分专有信息无论信息技术如何发达，也无法完整

无误的传达给管理者，因此，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需要以激活员工能力为目标，将决策权下放，为员工

赋能。 

4.3. 以内部创业为创新机制 

新生代员工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对于新生代员工来说，相较于物质回报，他们更看重的

是成就感、地位、实现理想和创意的机会以及自主使用资源的权力。在激烈变革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许

多大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大企业病”现象严重。为解决这一困境，许多企

业纷纷采取“内部创业”的创新机制，提出“员工即创业者”的口号，在企业内部鼓励创新创业[15]。内

部创业不仅能够帮助大型企业留住核心员工，防止人才流失和客源流失，还能帮助企业克服“大企业病”，

解决企业后劲乏力的问题，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动态能力的重要途径。 
互联网环境下，为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组织结构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最大程度激活组织能力，

使企业稳健发展。内部创业正是互联网时代组织结构设计面临的良好选择。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积累的实

力为员工构建一系列的技术知识共享网络，以搭建一个创新创业平台，引导员工主动创业。企业主动进

行一系列的资源整合并制定相关的资源配置原则和政策，向创业个体提供制造设备、供货商网络、技术

资源、人才资源、营销资源以及企业品牌等资源，使得创业个体可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解决最终用户的

痛点问题。若通过此机制，产品成功上市，员工与用户成为企业的口碑营销者，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成

为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企业则实现了产品创新、与创业个体互惠共赢的局面，为企业的成长奠定了基

础。 

5. 结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悄无声息的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协

作方式。互联网的发展激化外部环境高速变化的同时也将企业的资金流、物流、智力流汇集成的信息通

过各种信息网络系统快速加工生成新的信息资源，提供给企业各层级管理者，指导企业的经营和决策，

从而优化生产要素，有效配置资源，这使得企业管理幅度大大增加。为了适应互联网浪潮的冲击，组织

结构也要把握组织结构变化趋势重新升级，本文在梳理了组织结构相关理论之后，总结出互联网环境对

企业组织结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形式虚拟化，组织边界模糊化。面

对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组织结构将朝着“以优化用户体验为前提、以激活员工能力为目标、以内部创

业为创新机制”的趋势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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