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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运用网络组织理论探讨不同网络组织类型及其所采用的管理机制之间的关系 ,指出其

网络组织可按成员之间知识扩散密度的不同分为自给自足型、生产型和经营型等三种 ,在文献

述评的基础上归纳出网络组织控制其成员的机制类型 ,并运用实证分析验证了网络组织类型

及控制机制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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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迫使大型企业整合其市

场 ,并加强子公司间的协调与合作 ,提高灵捷竞争

能力[1 ]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就有学者探讨网络

组织结构及其管理机制之间的关系[2～7 ] . 这些研

究通过考察子公司间的合作与交流 ,指出了知识

在不同主体间扩散的途径 ,并提出子公司管理的

有关方法. 组织理论研究使“网络组织”作为有别

于传统组织特征的概念框架被广泛研究. 本文通

过文献综述 ,提出企业网络组织的分类 ,以此对网

络结点 (即子公司)类型及其管理机制之间的关系

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1 　文献述评

1. 1 　网络组织理论综述

网络源于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理论 ,最初用于

描述社会关系 ,定义为组织间连接关系或结点集

合[8 ] . 在战略管理领域[9 ,10 ] ,网络指一种基于合同

的多主体联盟结构[11 ,12 ] . 已有研究文献把网络组

织的定义归为三类 :其一从组织建制角度 ,把网络

组织定义为适应动态变化环境并更具柔性和灵活

性 ,以完成特定使命的组织[13 ] ;其二认为网络组

织由小型核心组织发动依靠其它组织完成某种商

务活动的组织形式 ;第三种观点认为网络组织是

一群企业或业务单元按照市场机制而不是严格的

层级控制链形成的合作集合体. 在此基础上 ,

Achrol 提出所有组织都是通过内部网络参与外部

交易完成组织使命 ,并把网络组织定义为由多元

和互惠型成员组成结点的交易性网络[14 ] .

竞争的加剧使知识学习与创新日益成为企业

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企业集团由早期单向资本

或产品转移为主的层级制组织形式 ,转化为多向

知识流动为主的网络组织[15 ]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将企业集团看作由一群地理上分散、目标各异的

组织构成的企业网络 ,自身又内含于一个由其它

组织、用户、供应商、协调者等相关成员构成的外

部网络[4 ,9 ,16 ] . 从交易经济学的角度 ,总公司对子

公司的控制可以看成是对子公司交易过程的规制

与治理 ,即企业集团实质是一个由地理上分散的

子公司间进行资金、产品、知识传输和交易的网

络[6 ] . 因此 ,获取子公司网络全部信息和知识对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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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施控制和协调尤为重要[17 ] . Ghauri 从传统

组织结构演变与发展的角度出发 ,发现企业集团

子公司独立性有日益增强的趋势.“中心聚焦”

(centre-centre)型组织的出现 ,意味着区域性子公

司也可能成为更小子公司的中心. 企业网络研究

的结果揭示了经营活动就是要建立与一系列相关

企业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系网络 ,这包括供应商、

用户、其它合作伙伴以及公共代理 (public agen2
cies) [18 ] .

综上所述 ,网络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在特定商

业网络中的运营主体 ,网络组织是核心企业依靠

外部组织完成特定使命的组织形式. 企业集团可

以看作是一系列资本、产品、知识在总公司、子公

司之间传输、转移和扩散的网络 ,它具有网络组织

的各种属性和特征 ,其子公司不仅是企业网络中

的成员 (结点) ,而且拥有自身的子网络组织.

1. 2 　网络组织及其结点分类

为了便于研究 ,本文将网络组织结点间传输

的知识界定为经验知识 (技能和能力)和具有战略

价值的外部信息. 经验知识包括购买技巧、产品设

计、工艺设计、包装设计、营销诀窍等 ,而外部信息

是指有关具有价值的关键顾客、竞争对手或供应

商等的信息. 按照网络组织成员间交易协议 ,文献

[17 ]把网络组织分为稳定型、内在型和动态型 ;根

据知识流动程度和流动方向两个维度 ,文献[6 ]将

跨国公司子公司网络结点划分为全球创新者

(global innovator) 、知识整合者 ( integrated player) 、

执行者 (implementer)以及本地创新者 (local innova2
tor) . 上述分类仅关注企业集团内部的知识传输与

扩散. Piercy 与 Cravens[19 ]从网络伙伴成员相互关

系出发 ,提出了徒有其表 (hollow) 、柔性 (flexible) 、

价值增值 (value-added) 与虚拟型 (virtual) 网络. 文

献[9 ]把企业集团定义为公司内外部不同经营单

元间进行交易的网络 ,其海外子公司又是独立于

企业集团之外的企业网络的成员 ,对于不同的国

家来说 ,这种网络联系的密集程度有所不同.

由此可见 ,知识传输与扩散是企业集团网络

结点交易的重要内容. 本文参考 Gputa 的分类方

法 ,以知识传输密度以及传输类型为标准 ,把企业

集团子公司分成 :1)“自给自足型”,即该公司与邻

近其它企业有密集的知识传输 ;2)“生产型”,该结

点与集团成员之间进行着频繁的知识传输 ;3)“经

营型”,同时与集团内外成员之间频繁的知识传输

(见图 1) .

图 1 　基于知识的网络组织分类框架

Fig. 1 Knowledge-based network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1. 3 　网络组织的管理机制

在网络组织内部 ,不同的知识扩散方式适用

的管理机制不同. Ouchi 运用组织理论提出了机构

型、市场型以及家族型[20 ]三种管理机制. 在此基

础上 ,Lebas 等将其修改为控制型、市场型以及文

化型三种类型[21 ] . 文献[1 ]从战略控制角度 ,提出

数据 管 理 ( data management ) 、管 理 者 监 督

(manager’s management)以及冲突管理 (conflict res2
olution) 三种机制 ;文献 [6 ]从企业从属关系出发 ,

定义了四种类型的管理机制 :结构型 ( structural) ,

领导选择型 (managerial selection) ,业绩考核与激

励型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compensation) 以及

流程管理型 (process) ;Hennart 从委托 - 代理 (prin2
cipal-agent)和交易费用 (transaction cost) 理论 ,提出

了层级型 (hierarchy)或中央集权型 (centralization) ,

选择型 (selection)或社会化型 (socialization) 以及价

格控制型 (price control) 或利润中心制 (profit cen2
ters)等管理机制[22 ] . 尽管上述分类框架形式各

异 ,但其实质基本一致.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

上 ,从中归纳出以下三种管理机制.

层级控制机制 (hiberarchy control mechanisms ,

HCM) . 这包括以下形式 :日常监督 (regular supervi2
sion) ;标准化管理 ,包括生产设计、生产工序、服

务、清算以及预算过程中的标准化[23 ] ;数据管理 ;

科层制或常规控制[24～26 ] ;垂直分散化的程度及

现有的横向一体化机制[6 ] ;集权程度[4 ] . HCM 也

称为结构化与形式化的管理机制 ( structural and

formal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s) .

绩效控制机制 ( performance control mecha2
nisms , PCM型)是一种根据明确定义的产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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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控制系统 ,由产出控制[27 ] ,绩效评价与激

励[6 ] ,价格控制或利润中心等分系统构成.

行为控制机制 ( behavior control mechanisms ,

BCM)是建立在正式权力系统之上的、一种非正式

的控制方法 ,它指借助协商、沟通等行为手段 ,建

立网络组织文化、形成非正式信息沟通机制来实

施管理的手段 ,包括管理发展与社会化 ,以及贯穿

于正式网络组织结构内的横向关系与非正式信息

沟通 ,增进结点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自觉规范

行为[1 ,6 ] .

2 　网络组织结点类型及其管理机制

的关联性假设

2. 1 　HCM 型机制的适应类型

对网络组织结点实施有效控制 ,需要一些关

键性结构化要素的支持 ,如联络机构、跨单位管理

机构及其集成职能 ,以及矩阵组织结构的实施. 这

些结构化要素体现了不同的网络组织集成度 ,其

组织成本随着集成过程中组织复杂性的增加而增

加. 换句话说 ,对独立性强的结点进行有效管理 ,

其集成管理的复杂性也相应增加 ;反之 ,独立性弱

的结点 ,集成管理复杂性程度也较低. 因此 ,高集

成度结点所采用的合作机制更具层级化特征. 为

了加强独立性结点间的合作 ,集成控制方法越复

杂 ,它对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因此 ,对于

知识传输密集程度高的结点 (“运营型”和“生产

型”) ,更适合采用 HCM 型. 由此得到

假设 1 　对网络组织中的运营型和生产型结

点的控制适于采用 HCM 型控制机制.

2. 2 　BCM 型机制的适应类型

Ghoshal 与Nohria 通过对美国 328 家企业调研

和实证分析 ,指出当网络组织结点之间相互依赖

程度很高时 ,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具有明显的层

级化特征[28 ] . 对结点之间的横向依赖关系进行有

效管理 ,有利于保持网络组织的整体性. 一般说

来 ,公司集成程度越高 ,就越需要采用规范的、高

度敏感的合作与控制机制 ,如建立结点之间的横

向交流关系和非正式信息沟通机制. 因此 ,在管理

运营型结点时 ,由于它们与相邻结点和网络组织

结点间存在着复杂的知识传输关系 ,这时更应该

采用 BCM 型. 如果对结点生产效率等信息的掌握

不充分时 ,根据代理理论 ,采用社会化的方式更为

有效[29 ] . 基于这一观点 ,管理自给自足型结点时 ,

也可采用 BCM 型. 对于生产型结点 ,由于其职能

单一 ,可采用 BCM 型管理足以控制. 与生产型结

点相比 ,运营型结点与相邻企业的知识传输更加

密集 ,其组织结构也更加复杂. 对运营型企业 ,应

多采用 BCM 型管理进行有效控制. 为此 ,可以推

断 ,比起另外两种类型的结点 ,运营型结点中协商

沟通的频率更高. 由此可提出

假设 2 　BCM 型更适用于运营型和自给自足

型结点的控制过程.

2. 3 　PCM 型机制的适应类型

由于自给自足型结点与集团外相邻企业间的

知识传输非常密集 ,而与网络内部其它结点的知

识传输较少 ,使得网络组织核心层结点对其影响

力受到限制. 如果采用行为控制的方法来进行关

系管理 ,就会面临较高的欺骗和推卸成本[14 ] . 此

时 ,采用基于利润的 PCM 更为有效. 而生产型和

运营型结点与网络组织结点之间存在着非常密集

的知识传输和交换 ,受内部交易成本和结点战略

折衷双重因素的影响 ,对两者的核算和控制也会

变得含糊不清. 只有对自给自足型结点 ,采用

PCM 型才会更有效. 如果结点业绩可以定量评

价 ,并且网络组织的核心结点对其经营过程知之

甚少 ,那么进行运用柔性合同网、采用基于 PCM

型的奖惩措施更为有效. 此时基于利润的控制办

法比层级化控制更灵活 ,使得结点间信息交流更

加充分 ,以便根据结点的经营情况及时提供其所

需各类信息 ,节约交易成本. 因此 ,在管理自给自

足型结点时 ,应采用基于利润的 PCM 方法 ,由此

得到

假设 3 　对自给自足型结点 ,采用 PCM 机制

更为有效.

3 　研究方法

3. 1 　样本

本案例所有样本均来源于国内某大型制造企业

的联合研制中心的数据. 该中心由来自集团内外不

同企业、部门或设计院构成 ,其成员单位有 217 家.按

照数据可获取性标准以及样本典型性角度考虑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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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中 100 家成员单位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电子邮

件、电话、访谈等方式 ,对上述假设反复推敲 ,形成调

查问卷 ,向符合上述要求的企业发放问卷.返回的 62

份问卷中 ,有 12 份问卷由于信息不全而作为无效问

卷排除在外 ,最后以剩余的 50 份作为有效问卷 ,有

效返回率达 50 %. 对未返回问卷的 38 家企业 ,通过

电话访谈 ,得知其中有 14 份是由于主管工作太忙而

无暇顾及 ,13 份由于主管出差而无人处理 ,11 份则由

于无人处理而遗失.

3. 2 　变量设计与统计方法

调研数据分成两组 ,第 1 组用于度量样本企

业知识传输密度 ,并确定网络组织结点的类型. 基

于文献中已有定义[4 ] ,知识传输密度可以定义成

子公司对潜在信息沟通渠道利用的比重 ,根据传

输方式的不同 ,可定义以下两个变量 :

子公司结点在企业网络内知识传输密度 Dk1

Dk1 = ∑
4

i = 1

WW Ki ( Ki1 + Ki5)

N i
(1)

子公司结点与集团外其它企业的知识传输密

度 Dk2

　Kk2
= ∑

4

i =1

WWKi ( Ki2 + Ki3 + Ki4 + Ki6 + Ki7)

Ni′
(2)

式中 , i ———知识对子公司经营过程的重要程度

( i =1 ,2 , ⋯,4;依次为不重要、比较重要、很重要、最

重要) ; Ki 为第 i 类知识的加权平均值; Ki1 ～ Ki7 为7

种知识传输渠道对每种知识类型的依赖程度 ,其中

Ki1 与 Ki5 代表在集团内部的知识传输 ,其余则代表

与集团外企业之间的知识传输; Ni 为集团采用的知

识传输渠道的数目; Ni′表示网络组织节点采用的知

识传输渠道的数目 , Ni′∈[1 ,5].

表 1 　网络组织及其管理机制之间的相关性

Table 1 Relationship of network organization and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控制机制 结点类型 平均值 Pr > F

层

级

控

制

型

定期汇报工作进度

确定预算和成本

采用明确规则以及标准化运作程序

规定产品设计与制造的标准化程度

Co 4. 630

Cs 3. 791 0. 072 1 3

Cp 3. 583

Co 4. 385

Cp 3. 438 0. 085 6

Cs 3. 095

Co 3. 874

Cp 3. 535 0. 114 2

Cs 2. 786

Co 4. 804

Cp 4. 168 0. 087 1 3

Cs 3. 957

绩
效
控
制
型

对绩效控制的偏好程度 Cs 4. 431

Co 4. 359 0. 001 1 333

Cp 3. 125

行

为

控

制

型

不同结点企业文化差异程度

解决冲突的信息沟通机制

规定沟通频率

遵循相同的商业道德规范

以共同的商誉标准确立信任关系

Co 3. 549

Cs 3. 268 0. 503 9

Cp 3. 260

Cs 4. 113

Co 3. 102 0. 019 2 33

Cp 2. 697

Co 4. 906

Cp 4. 469 0. 021 1 33

Cs 3. 962

Co 4. 623

Cp 3. 668 0. 020 7 33

Cs 3. 345

Co 4. 591

Cs 2. 865 0. 489 1

Cp 2. 679

　　　　　　　　表中 , 3 p < 0. 1 , 33 p < 0. 05 , 333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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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 Ki =
W Ki

W K1 + W K2 + W K3 + W K4
(3)

第 2 组数据用于分析集团总公司采用上述三

种管理机制的强度. 度量结果如表 1 所示 ,除了外

籍员工的数目用比例标度外 ,其它变量均用[1 ,5 ]

区间标度 ,其中 1表示从来不用 ,5表示频繁使用.

3. 3 　统计方法

首先 ,在度量两种知识传输密度时获取得原

始数据 ,作为“k 平均”聚类分析的输入值 ,把子公

司分为三类 ,计算 F 值是为了确定三种网络组织

类型中是否存在重要差异. 然后 , 用 Scheffe 的后

对比检验比较所有可能的配对 . 在把样本企业归

类后 , F 检验用于测定网络组织类型与管理机制

使用之间的相关性.

4 　结果分析

4. 1 　网络组织的类型

表 2 列出了两种知识传输密度下聚类分析的

结果. 经过检验 ,发现三类节点间存在重要差异.

表 3 进一步显示这些差异分布的二维特征.
表 2 　聚类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clustering analysis

相关变量
盟员类型

生产型 Cp 经营型 Co 自给自足型 Cs

Pr > F

网络内知识传输密度

与集团外企业之间知识

传输的密度

平均值 2. 789 54 3. 569 21 1. 435 23

标准偏差 0. 631 131 0. 621 761 0. 697 842

平均值 1. 913 58 3. 089 76 3. 235 24

标准偏差 0. 587 842 0. 439 453 0. 736 035

01000 1

01000 1

企业数量 19 14 9

表 3 　三种类型子公司的聚类平均值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clustering mean value of three types of subsidiaries

变量 类型比较 Scheffe 置信区间的平均值 Pr > F 结果排序

集团网络内

知识传输密度

集团外企业之间的知识

传输密度

Co - Cp 0. 657 3 3 3

Co - Cs 1. 986 3 3

Cp - Cs 1. 273 3 3

Co - Cp 0. 197

Co - Cs 1. 249 3 3

Cp - Cs 1. 194 3 3

Co > Cp > Cs

Cs > Co > Cp

　　　　　 3 3 p < 0. 05 , 3 3 3 p < 0. 01. Co、Cs、Cp 分别代表经营型、自给自足型和生产型网络组织.

　　只有在“与集团外企业之间的知识传输密

度”这一维度上 , Co 与 Cs 无显著差异. 总结表 2与

表 3 的结果 , 可以得出结论 : Co、Cs 、Cp 分别与实

际的三种类型子公司的情况一致. 因此 ,聚类分析

结果支持了本文的概念体系 ,即子公司可以分为

三种网络组织.

4. 2 　网络组织及其管理机制的相关性分析

表 1 的结果显示 ,经营型子公司在实践中更

多采用了层级型机制. 从三种管理机制所达到的

统计显著性数据来看 ,生产型子公司与三种机制

的相关性明显高于自给自足型的. 尽管总公司给

予自给自足型子公司的授权最高 ,但与其它三项

的相关强度却最低. 因此 ,总公司对其经营型子公

司主要采用层级型机制 ,而对自给自足型子公司

采用充分授权 ,令其自主决策和运营. 假设 1 得以

验证.

按照表 1 , 总公司在管理经营型和自给自足

型子公司时 ,采用行为控制型的倾向要明显高于

对生产型子公司的控制 . 尤其在解决冲突的信息

机制方面 ,它们存在着明显差异. 这样 ,假设 2 得

以证实.

从表 1 中 F 检验的结果还可以看出 ,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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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给自足型子公司更多采用了产出控制 ,即绩

效管理机制的办法 ,假设 3 得以验证.

5 　结 　论

本文提出并检验了关于网络组织类型及其所

采用的管理机制之间的相关性. 由于知识传输是

集团及其子公司交易的重要内容 ,本文采用知识

传输密度来定义和区分网络组织的类型. 按照与

集团外企业间的知识传输密度、网络内部知识传

输密度这两项指标 ,把子公司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的网络组织 ———生产型、经营型和自给自足型. 通

过对国内 50 家子公司的调查发现 ,网络组织的类

型及其采用的管理机制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 ,即

对经营型子公司 ,可采用多种管理机制 ,其中包括

利用层级型机制 (如定期汇报、预算控制、频繁接

触以及标准化作业程序等)进行控制 ;对职能单一

的生产型子公司 ,总公司采用层级型机制实施有

效控制 ;对自给自足型子公司 ,更适合用绩效管理

和文化管理两种机制. 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 ,有

效管理分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是国内企业所面临的

重要问题. 网络理论比传统组织力量更准确地描

述了企业集团的经营和管理过程. 本文按知识传

输密度分类的方法有助于企业集团选择恰当的管

理机制 ,对子公司有效管理. 当然 ,本文的工作仅

仅是研究的起点 ,很多方面需作深入研究 ,如对经

营型子公司的管理究竟适合哪一种管理机制 ,尚

需进一步调研分析 ;对子公司战略地位变化所导

致的管理机制乃至网络结构的变化等问题 ,仍值

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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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ationship of network organization and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L Β Jian1 ,2 , SUN Lin2yan1 , FAN Song2lin1 ,2

1. Management Schoo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Xi’an 710049 , China ;

2. Shanghai Baosteel Engineering & Equipment Co. Ltd. , Shanghai 201900 , China

Abstract : Through application of network organization theory , relationships between types of network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management mechanisms are studied. Based on the knowledge transaction density occurred between enter2
prises groups and their subsidiaries , nodes of enterprises network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lf- sufficient , production-

based , and operation-centered subsidiarie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 we conclude three types of mechanisms

that group headquarters use to control their foreign subsidiaries. Finally , this research reports three major findings.
Moreover , a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s of network organizations

and various management mechanisms.

Key words : network organizations ; types ; management mechanisms ;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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