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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上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也因此错过了现代管理史约一个世
纪．进入 21 世纪以后，虽然中国管理研究与西方开始逐步接轨，但却又与中国企业实践渐行渐
远，不得不引发人们深思．伴随当今世界“中国世纪”和“数字化转型”的到来，中国企业的创新
实践为中国管理学界带来了理论创新机遇．文章旨在摆脱现有的将西方管理理论直接搬入东
方情境的现实理论困境，在总结持续跟踪中国领先企业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探讨从“工业时
代”逻辑向“数字化生存”转换后的管理理论创新之方向．具体从工作方式、人力资源管理、财
务管理、组织管理以及战略管理 5 个视角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中国企业实践创新探索管理新
理论提供可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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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现代管理学的百年管理思想史，在一定意义
上就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史． 历史上长期的闭关
锁国使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也因此错过了现
代管理史约一个世纪．早在 1966 年，《财富》杂志
就指出“工业化属于 19 世纪，管理属于 20 世纪．
管理在 19 世纪几乎无人知晓，但现在却已经成为
了文明活动的中心”． 20 世纪后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管理实践蓬勃发展，
但这些管理实践一直都没有自己的“鞋子”，一直
在借助西方管理理论“削足适履”．尽管这些看上
去似乎使中国的管理研究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
轨，但却与中国企业实践渐行渐远．管理学顶级期
刊 AMJ的编辑们曾撰文写道: 2010 年 ～ 2014 年
间在 AMJ 发表文章的 943 名作者中，仅有 8%来
自亚洲( 大多数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内地及新加

坡，近些年又陆续有一些来自印度、日本、韩国及
中国台湾) ．然而，尽管其中的一些研究工作是基
于亚洲情境和样本，却多数却仍然是以西方化的
视角进行———仅仅将西方的管理理论直接搬入东
方情境，并没有提出有重要意义的东方化的新理
论［1］．中国蓬勃发展的管理实践和相对落后的管
理研究不相匹配，不得不引发人们反思［2］．

回顾历史，那些隽永的经典管理理论无不建
立在管理实践基础之上，并创造了无数价值．泰勒
的科学管理原理解决了劳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
韦伯的行政组织与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解决了组织
效率最大化的问题;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解决
了激励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问题; 波特的竞争战
略解决了如何获得企业竞争优势的问题; 德鲁克
让人们了解到知识员工的问题． 细观这些经典的
研究，不难发现它们都根植于和企业有效的长期
互动，并基于对管理实践中重大问题的提炼，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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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管理实践的高速发展，进而引领了世界管理的
发展方向［3］．

在年复一年发布的《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
榜单中，2019 年的榜单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这是历史上中国企业上榜数量( 129 家) 首次
超过美国企业上榜数( 121 家) ． 榜单发布后，《财
富》杂志专门撰文题目为《这是中国的世界》，并
认为:如果说 20 世纪是“美国世纪”，那么在 21
世纪，至少在商业领域，越来越有“中国世纪”的
味道了②．其实，早在 2013 年，被誉为管理思想界
的“奥斯卡”、全球最佳管理思想风向标的“全球
最具影响力 50 大商业思想家”( Thinkers 50) 的榜
单上，已经出现了柳传志，这是该榜单创立 12 年
来，首次出现的中国人面孔; 时隔一届，2015 年张
瑞敏就被授予杰出成就奖之“最佳理念实践奖”．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以及
中国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历史机遇，都预示着
中国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管理世纪”．但是我们
在感受其特殊意义的同时，也更感受到中美企业
之间所存在的差距，而探寻这些差距背后的机理，
或许会是中国产生新的管理理论的契机．

从 2008 年起，人们陆续见证了联想( 2008 ) 、
华为 ( 2010 ) 、京东 ( 2016 ) 、阿里巴巴和腾讯
( 2017) 等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企业接踵登上财富
500 强排行榜．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则经历了
GAP、LOEWS、摩托罗拉等巨头的衰落． 正如《财
富》杂志所指，中国企业带来了世界性的影响，而
中国企业的崛起更为开展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带来
无限可能．因此，希望通过持续跟踪领先的数字化
中国企业，总结与提炼出数字化时代的管理新
理论．

回望过去，在工业时代，企业发展依赖于线性
逻辑，企业与产业边界清晰，规模与效率直接相
关．福特的“福特制”，贡献了泰勒分工理论的实
践样板，使得制造企业产量不断提升与边际成本
不断下降得以实现，让工人减少工作时间，以此推
动更多制造企业快速发展． 丰田的“丰田制”，即
丰田生产方式，一方面保留了福特制大规模生产
的特点，但是同时又给员工自主权，因此可以更好

地保障最高效的制造质量，“精益制造”也随之成
为全球制造企业效仿之道． 福特制和丰田制虽然
有不同，但是共同点更加明显，那就是贡献了提升
大规模制造的效率与成本降低的有效方法，从而
获得规模增长．围绕着这一系列的美国企业、日本
企业的发展而拓展出来的管理理论，也推动了工
业时代企业大规模的成长．

关注当下，企业的“数字化生存”则完全超脱
于工业时代的企业逻辑．其核心的改变，就是效率
不再来自于分工而是来自于协同; 组织绩效的影
响因素由内部转移到外部，企业和产业的边界被
打破并融合;企业处在不确定性之中，技术导致企
业需要跨界与连接方能获得成长空间; 增长也不
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非线性、非连续性的特
点;顾客、用户、企业、同行、相关利益者构建出生
态网络，彼此之间共生共创．这一系列的改变，使
得工业时代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要素也因此发生
改变．因此，无论是现实的管理实践，还是理论发
展本身的要求，对于这些改变和新问题的出现，研
究者们都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 本文试图从工作
方式、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组织管理以及战
略管理 5 个视角上，具体说明可能存在的理论突
破方向．

1 管理新理论视角

1． 1 工作方式的视角
数字化时代与工业时代相比，无论是从增长

速度，价值获取方式，还是战略举措等多个方面，
都发生了与企业原有核心能力完全不同的改
变［4］．面对变化，企业底层商业逻辑，必须由围绕
企业自身的竞争逻辑，即产业条件( 可做) +资源
能力( 能做) +优势选择( 想做) ，转向以客户为核
心的跨界 ( 突破产业条件) + 连接 ( 突破资源能
力) +赋新( 突破优势选择) ［5］． 而这套底层逻辑
的核心则是企业的顾客主义———用不断更新的技
术去洞察、满足和引领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6］．

数字经济时代，一系列的数字化技术塑造了
消费者的数字化消费方式．为适应消费者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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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客户价值为核心，数字化转型为手段，制
定、创新、整合战略内容与过程中的价值创造活
动［7］，以重塑价值创造方式［8］． 通过观察领先企
业重塑价值创造的方式，人们发现个体的工作方
式通过各种价值创造活动深刻地影响着企业战略
制定与执行，而数字化技术则是改善工作方式的
核心要素．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引发其对
组织人员劳动力的替代危机，花旗集团研究预计
人工智能将危及 47%美国劳动力岗位和 57%经
合组织 OECD 国家劳动力岗位，并对亚洲新兴经
济体国家———印度与中国劳动力岗位的影响，分
别达到 69%和 77%③． 而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
“数字时代，新增 10 000 名新顾客，只需要两台服
务器④．”

在 IBM 的研究中，更是得到如下的结论:
95%CEO认为“自动化与 AI 对员工有影响”，这
一切都导致人们将要在全新的工作场景下展开工
作，称之为“数字化工作方式”⑤．在数字化工作方
式中，从运营活动，业务活动，到产业构成成员之
间的活动，都将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价值创造活
动中的数字个体，AI 与机器人、人机协作以及价
值共创与共享方式等，都显示出数字工作方式与
以往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的特征． 研究数字化工作
场景、数字化价值行为、数字化价值角色等就显得
极为重要了．
1． 2 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

企业管理的核心在于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德
鲁克认为，企业中的资源有很多，但真正的资源只
有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要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
好工作［9］．观察世界 500 强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的日志表明，所有企业“基业长青”的共同点在于
人，在于对人这一资源的优先配置［10］． 人力资源
管理的理念、原则与方法一直在理论与实践的互
动中进化，无论是早期的泰勒的科学管理的思想

输入，还是梅奥等人际关系理论的启发，以及后来
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引入，都揭示出，人力
资源管理是与特定的时代情境相联系，并解决相
应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
来源［11］．

数字经济时代下，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对解决
个体频繁跳槽、人际关系及工作倦怠等问题已失
去效力，需要找到新的方式去激活个体，激发个体
主动性与创造力［12］． 相比于胜任力，个体的创造
力对于企业更为重要． HＲ“三支柱”的思想奠基
者戴维尤里奇( Dave Ulrich) 也注意到，人力资源
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他强调，需要思考如何
选择、利用技术简化人力资源实践、创新人力资源
实践，并最大程度上使得员工彼此共享信息、高度
互联⑥．这其中的核心便是激活与赋能个体．这就
意味着，组织需要围绕“共生价值”去构建新的人
力资源管理模式，以此实现最大程度地赋能个体
及组织．

事实上，“数字化生存”对人力资源的影响已
经在多个维度展开，本文仅以个体流动和绩效评
价两个维度为例来说明． 强个体的崛起导致个体
在组织间流动率迅猛增加，有一份统计资料，95
后( 1995 年后出生者) 平均在职时间只有 7 个月，
平均更换城市的时间是 10 个月，而这两组数字在
70 后的从业人群中，分别是 51 个月和 40 个月⑦．
如此高的人才流动率，一方面需要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有能力去动态应对，另一方面需要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找到留住人才，或者让人才高效释放价
值的途径和方法．

如何评价人的价值贡献，并确保每一个人的
发展与组织的发展相契合则是另一个挑战． 大家
都知道，在过去的评价系统中，有效的方式是关键
绩效指标系统( KPI) ，这个评价系统关注了效率、
流程与指标之间的关系． 但因其衡量的是静态结
果，所以又发展出一套新的评价系统( OKＲ) 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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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与关键结果之间的关联，这套系统关注了创新
和及时有效沟通反馈，更是让目标与关键结果之
间动态相关联． OKＲ评价系统虽然解决了动态结
果的问题，但是，对于数字化带来的“未来绩效管
理”的内容并未涉及． 但是，在数字化时代，变化
的速度成为核心影响因素，由此而导致的“未来
绩效”结果，显得尤为突出，因此亟需一套新的评
价体系．

除了上述的挑战和新要求之外，对于 90 后、
95 后新生代员工的管理研究也呈现出新的时代
特点，并开始引发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的探索．
1． 3 财务管理的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管理会计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国内外会计学界的共
识［1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Johnson 和 Kaplan［14］对
于管理会计面临危机的判断震惊了美国会计界．
书中明确指出，“就当今企业所处的环境而言，
目前企业中所采用的管理会计系统远远满足不
了企业管理的需要．”大多数企业只关注经营过
程中的数据统计和整理，遗失了企业效益增长、
市场竞争能力、客户管理、员工管理等重要的企
业经营信息，这样的现状导致企业只能了解日
常的经营，却对于未来的发展情景和方向无法
有效预估［15］．

简单回顾一下管理会计演变的历程． 管理会
计依次经历了决策论、信息提供论、效益论、多元
目标论，演化到以“价值增值”为特征的价值创造
提升论，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管理会计越发接近价
值创造活动，而不仅仅是簿记经营活动，但是，至
今还没有人系统提出管理会计的目标就是“价值
增值”的判断［16］．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需要通过
数字化技术，拥有并分析信息数据，从而更好地洞
察市场，贴近顾客，制定可以实现“有效价值增
值”的科学发展战略，从而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进程，因此新的财务管理模式亟待挖掘和深化．正
因为此，财务系统本身也是最先期待导入数字化
方式的管理系统． 在作者和金蝶公司组建的联合
研究小组调研中发现，超过 97． 1%的企业计划使
用数字化转型的财务相关服务． 69． 6%的企业认
为财务管理关键职能是需要系统对接与跨界业务
核算．

但是，深度调研中发现，财务系统数字化的过
程，与在此之前的计算机财务管理系统、EＲP 系
统等都完全不一样了，其核心差异是，数字化生存
对传统财务管理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打通了产业和场景的可连接
性，打开了产业生态圈，企业成为了产业生态圈的
一个节点，企业因连接而产生价值，这使得财务假
设的主体遇到了挑战．第二，数字技术导致财务管
理的视角不再注重短期的和过去的价值，而是要
注重长期的和未来的价值，这意味着持续经营假
设需要贯穿在全财务管理过程中．第三，如何界定
用户与顾客，如何界定有效市场，海量数据的存
在，对信息的挖掘与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
四，在传统的财务管理中，核算是以经济活动为核
心的，而在数字化时代，人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
如何从“经济活动”转向“人的价值”，则是个根本
性的挑战．第五，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是非连续
的、突破性的，如何在其中界定价值，找到对变化
价值的预判，是提供高可靠性财务体系支撑的有
效途径．第六，财务将从专业管理，转型为业务管
理，甚至转变为“人人财务”的逻辑，其中的变化
如何理解? 第七，传统的财务核算与报表体系，是
否适合数字化生存的要求? 这一系列的挑战，同
时也是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来源．

还有一个独特的挑战，数字化时代，可标准
化、可量化、可程序化的工作，都将会被机器所取
代，而“人”会被充分释放出来． 在财务管理系统
中至少会发生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以“凭证”
为起点的传统财务会计会逐渐被自动化和智能
化，实现“无人会计”．第二，财务作为价值的度量
衡，作为企业大数据的闭环，将在管理广度和深度
上实现新的突破． 具体将以“数据”为起点，覆盖
每一项活动，每一个个体，呈现“人人财务”，从
“赋能激活”而非“核算计量”的角度辅助数字化
管理．第三，传统的财务三张报表，将由“无人会
计”而实现“人人财务”的过程，导致需要新的“第
四套表”来落实． 第四套表，以人为核心，以共生
为理念，以数据共享为基础，以企业所处生态圈的
所有利益攸关方( 用户、合作伙伴、员工等) 的价
值增值为目标，覆盖企业从战略制定到绩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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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流程．第四套表，不是一张表，而是一套表，覆
盖企业每个经营单元、每个员工; 不是“报表”，而
是“仪表盘”，从计划、执行、考核到分配，实时滚
动; 第四套表，承接数字化时代工作方式、人力资
源的变化，用更全面的价值评估体系，探索共生价
值的创造．
1． 4 组织管理的视角

在组织管理领域，数字化时代与工业时代在
组织核心命题上的改变，已得到了很多针对个体
与组织管理研究的证实．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中
个体的角色，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匹配，激励机制的
设计、组织结构及其演变、组织变革以及转型，尤
其是领导人角色的转变，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而其中激活个体和激活组织成为重要的话
题［12，17］．本文的研究显示出几个主要的变化
如下．

管理由“分”到“合”的演进［18］是第一个变
化．首先，一些领先的中国企业组织转型实践，是
从组织整体效率入手，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
韩都衣舍的新组织结构设计，腾讯的集合中台，以
及天合光能的“创团 +平台”模式等等．这些全新
的组织模式设计和探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 )
更强调打破“部门墙”而形成整体协同效率; 2) 更
在意与组织外部伙伴成员之间的集合效率，以获
得更高的顾客价值创造．这两个特性，让组织内外
部边界都被打破，也因此带来一系列的组织管理
变化．因此符合“管理整体论”的判断［19］．

组织功能从“管控”到“赋能”是被大家公认
的另一个变化［17］．数字化生存意味着组织要能够
激活人，激活人的价值，为每一个成员提供机会和
平台，并赋能其成长．在这个变化中，无论是组织
的属性，还是领导者的角色都要发生改变［12］．

组织管理，管理的第三个变化，是组织绩效的
影响因素由内部转到外部．数字化环境下，组织存
在于“无限链接”之中．如何构建与组织外成员的
共生关系，如何找到面向未来的成长空间，如何应
对不确定性，这些都需要企业找到新的组织进化
路径，因此本文提出了“共生型组织”的概念［20］，
也有其他学者提出“智能型组织”、“共演型组织”
或者“分布式组织”、“水样的组织”、“生态型组
织”等等，大家从不同视角去寻求答案，正说明这

个话题求解的急迫性．
1． 5 战略管理的视角

数字化时代企业战略的挑战更加巨大，最直
接的体现是在“企业的寿命、产品的生命周期、争
夺用户和行业更替的时间窗口都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缩短［4］．”这 4 个根本性的变化导致有关企
业战略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改变． 正如本文第一作
者和廖建文教授共同研究得出的判断那样，“数
字化时代不是简单的自动化、虚拟化、信息化，不
是单纯地将线下商业模式转移到线上，而是整个
商业逻辑的改变．这意味着:价值创造与获取的方
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4］．”

在数字化生存状态下，行业竞争的本质要素，
以及企业的增长逻辑都发生了改变． 很多行业的
边界都被调整，顾客价值创新的来源也完全不同，
企业从线性增长转变到量级增长，这些变化都需
要用新的战略框架或者要素组合去寻找答案．

在工业时代，企业在满足顾客需求的空间中，
与同行是竞争对手的关系，如果要取得竞争优势，
其本质是要具有比较优势，最终能够“赢”． 而数
字化时代，企业不断借助于技术去创造顾客新需
求，甚至引领着顾客需求，因此企业与同行的关系
不再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从竞争关系，转向了共生
关系，其本质是共同为顾客创造新价值，从而让企
业与同行具有更大的生长空间，最终能够“共生”
成长．

企业创新实践表明在工业时代，确定战略的
3 个维度: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可做什么，都是源
自于企业自身的初心、能力与资源以及所在行业
的产业条件［5］．但是在数字化时代，这 3 个战略维
度的选择，转向以客户为中心，想做什么可以通过
赋予新意义而展开，能做什么不受限于企业能力
与资源，可以通过与外部连接获得新能力与资源;
而可做什么，也不再局限于产业条件，完全可以跨
界，获得与原有产业不同的发展空间［5］．

企业创新实践还表明，“在今天的环境下，顾
客逻辑相对比资源 /产业逻辑更可靠．顾客主义来
临，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6］．”当技术创新与
顾客价值创新组合在一起时，可以诞生出完全不
同的商业组合与模式创新，也因此诞生出被称之
为“新物种”的企业，这些创新给顾客带来很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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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并创造出更大的可能性．企业在战略上的创新
实践，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新的战略构念，或者战
略理论．

2 数字化生存与管理重构研究需要
注意的 4 个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情境能够促使提出新管理
理论?”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认真去寻求答案．
Pugh和 Hickson［21］阐述了 80 位最杰出的管理思
想家对理解组织行为和管理思维的贡献． 这些
管理思想家之所以可以提出管理理论，都是因
为他们是时代社会问题的密切观察者，亲身经
历了组织产生的一些问题，或者困惑于观察到
的各种组织形式和实践变异． 而他们创建理论
的动力就是理解这些管理难题，找到这些迫切
管理问题的对策． 更注意到，在早期时代，由于
没有先前的理论可以使用，他们只能针对自己
所面临的各种管理实践问题，建立自己的理解
( 构念和理论) ，从而提出了丰富多样的构念、理
论、和范式． 而近几十年来，管理学研究的导向
由对实践做出贡献转为对理论做出贡献，却反
而没有多少新理论诞生． 从这点上来说，前人的
文献既是指导，又会使人变得盲目⑧．

本文认同这个观点，并由此提出数字化生存
与管理重构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4 个问题．

第一，研究学者需要真正深入到企业创新实
践过程中去，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与理解企业实
际工作场景、及其真实遇到的挑战与问题．而非简
单采用给定时刻横截面样本、调查问卷的方式去
理解现实困惑、提出研究问题．只有纵向地长期跟
踪一、两个企业，追踪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并记
录所观察到的现象，然后从中发现问题，才有机会
寻求新的理论构念、新的范式．

第二，研究学者需要更新自己的知识系统，放
弃固有的思维与习惯． 正如传统企业转型到数字
化企业所需要跨越的鸿沟那样，研究者也要跨越
属于自己经验主义的鸿沟，从原有的基于工业时
代诞生的管理理论框架中、管理思维范式中跳跃
出来，让自己具有数字化生存的思维模式． 唯有
此，才有机会去认知企业的数字化生存，并有机会
创造新范式．

第三，研究学者需要展开跨界学习，具有跨领
域的知识体系，以及交叉学科的研究训练或者合
作训练．尤其是需要理解技术语言、技术范式、技
术创新及其扩散普及的速度所带来的认知改变．
企业数字化生存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开放、连接与
共生; 在展开合作学习与合作研究时，自己也需要
拥有这些核心特征．

第四，研究学者还需要理解人工智能、人机协
同以及深度互动、深度学习带来的巨大变化，掌握
全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充分理解并运用智
能技术带来的研究深度和宽度，以及由此可能窥
探到新的要素和可能性．换句话说，也需要从工具
到方法以及研究规划与设计的迭代与更新．

3 结束语

数字化时代的确让人们有机会去创造新的构
念、范式以及理论．而更幸运的是，中国企业在数
字化转型、数字化创新方面的实践极为活跃，并取
得了一定成果; 有一批中国企业因为数字技术与
全球领先企业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这些领先企
业的创新实践，提供了非常广泛的研究案例．只要
愿意安静下来，愿意沉浸在企业真实的实践过程
中，找到企业与研究者共同关心的“真问题”，并
以此为导向，相信一定会对数字化生存情景下的
管理理论和构念创新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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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ong-termseclusion policy，China failed to catch up with the Industrial Ｒevolution in the
1900s，therefore remained absen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management about a century． Although China’s
management research has been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ly compatible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it drifted
away from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and this phenomenon invokes thoughts． With the
arrival of“China’s world”and“Digital transformation”in the 2000s，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Chinese en-
terprises has brought new theoretical opportunities to Chinese management． This study avoids transplanting
western management theory indiscriminately to the Chinese situation and conclud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lead-
ing companies in China．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directionof innovative management theory，which is the trans-
formation from the“industrial era”to the“digital survival”． Thus，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methods
for turning Chinese corporate innovation to new management theory i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working
mode，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financial management，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and strategic man-
agement．
Key words: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new management theory; “China’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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