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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体化组织到虚拟企业

α 孙　捷, 张金艳, 和丕禅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9)

　　[摘　要 ]　网络经济的发展对市场交易产生了巨大影响, 以一体化治理为主的传统企业组织

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显现, 虚拟企业将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主流企业模式。本文分析了虚拟企业与一

体化的传统企业组织模式的主要区别, 并对虚拟企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

的启示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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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体化组织—传统企业模式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 传统企业组织的产生和

扩张实质上就是连续生产过程之间不完全合同所导

致的形成一体化组织的过程, 即交易离开市场而在

企业内部组织, 并受一个权力关系约束, 组织内实施

一体化治理。

市场与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方

式, 二者区别在于市场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

的, 而企业配置是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的。市场运行

具有交易费用, 而关于影响交易费用水平的主要因

素, 威廉姆森归纳为三点: 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

定性、交易的频率。在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都比较

高的情况下通过创建一体化组织, 实施一体化治理,

即允许某个权威来统一调配资源, 以削减资产专用

性所带来的机会主义问题, 简化契约调整, 从而节约

交易费用。但另一方面, 一体化组织也是有成本的,

除了企业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之外, 在一体化的层

级结构中, 上层无法仿效市场激励, 信息可能无法有

效传递, 而且, 在决策权集中的情况下, 受决策影响

的个人将尽可能试图影响决策者。也就是说, 一体化

治理虽然能够改变合作双方机会主义的动机和扭曲

的行为, 传递更好的成本信息并产生有效的定量决

策, 但也带来了委托代理问题, 损坏了管理者降低生

产成本的积极性, 增加决策者作出不当决策的可能

性, 这可看作企业实行一体化治理的代价。

二、虚拟企业与传统一体化组织
的主要区别

　　被认为是未来企业组织发展主流模式的虚拟企

业是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与企业组织创新的产物, 是

指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 企业为取得最大的竞争优

势, 以实现某一特定任务为目标, 以自己拥有的优势

产品或品牌为中心, 通过信息网络互联技术, 将拥有

所需资源的若干企业集结成一种网络化、动态开放

的合作经济实体。在这个经济实体中, 企业在有限的

资源背景下, 为了取得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仅保留企

业中最关键的功能, 而将其它的功能虚拟化, 通过各

种方式借助外界力量进行整合弥补, 旨在最大效率

地发挥企业有限的资源优势, 创造企业本身的竞争

优势。主要形式有业务外包、企业共生、策略联盟、虚

拟销售等。它与传统一体化组织的主要区别如下:

(一)信息网络化成为虚拟企业运行的前提

虚拟企业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早已有之, 但真正

发展则是在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以

后。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构成了虚拟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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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框架。企业通过因特网、电子数据交换、局域网

等实现与其他企业的信息共享, 使各组织形成平等

与合作的互利关系。与传统企业模式不同的是, 虚拟

企业采用发散的信息技术, 使企业的信息流动支配

企业的物质流动成为可能。在这里, 信息的采集、处

理及其针对性利用的能力, 是虚拟企业运行成功的

关键。

(二)以知识产权和信息共享为纽带, 建立双边

治理

虚拟企业一般由一个核心企业和几个成员企业

组成, 组织结构是分散、动态和暂时的。在结构治理

形式上, 虚拟企业属于双边治理结构, 即没有签订实

现法人资本一体化的相互控股协议, 主要通过谈判

形成比较密切的关系, 合作方利用共同协商的方式

解决纠纷, 取代行政命令, 以及三边治理中的第三方

仲裁。换句话说, 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运用提供了关键

的价值源, 声誉和信用则成为基本的组织要素, 权威

不再源于传统的层级地位或统一的控制权, 而是来

自专门的知识和技能, 企业治理基于合作双方长期

交易积累的信用关系。可见, 这种建立在信用基础之

上的双边治理具有长期性。但和传统的战略联盟所

不同的是, 由于虚拟企业的组织结构是分散、动态和

暂时的, 其运作依赖于特定的工作项目, 一旦项目结

束则合作关系暂时解除, 因而它的双边治理在具体

项目执行上又具有间续性, 这正是虚拟企业双边治

理的特点所在。

(三)组织边界模糊

一个传统一体化企业的界限可以由其在财产、

支配权、经营范围或者地区归属等方面的界限决定,

而虚拟企业组织是一种网络组织, 无论是在内部的

经营单位中还是在外部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方面, 它

总是维持着可渗透的边界。通常由信息技术支持的

网络组织单元点与点之间的联系使其间的边界被打

破, 信息流动和丰富联系的环境模糊了传统的企业

边界, 即与一体化企业在边界上的内外分明相比, 虚

拟企业在地点和时间、企业的功能、市场界限、员工

等方面传统界限明显模糊。

(四)围绕核心能力的功能专门化

虚拟企业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形成专门化功

能, 而不象传统企业组织那样“大而全”、“小而全”。

这种核心功能, 包括该企业拥有的专利、品牌、商标

和专有技术等有形或无形资产。虚拟企业中, 核心功

能与部门是分离的, 在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为取

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企业只掌握核心功能, 把企业

知识和技术依赖性强的高增值部分掌握在自己手

里, 而将其它低增值部门虚拟化, 通过借助外部力量

进行组合, 其目的就是在竞争中最大效率地利用企

业资源。如作为全球最大的网络互联设备供应商

——思科系统公司便是基于互联网开发和应用了全

新的“虚拟结算”和“虚拟制造”系统, 创立了“虚拟

企业”的成功模式。

三、虚拟经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探析

(一)传统一体化组织模式在信息时代显现弊端

在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企业面临态势复杂、竞

争激烈的市场, 需要及时作出果断决策。同时, 随着

社会专业化分工的细化, 掌握专门知识, 培养核心能

力已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这种状况就对企

业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一

体化组织的层级结构已成为信息有效传送的瓶颈,

尤其是在这种一体化的层级结构过于庞大时, 最终

决策者不可能掌握每一项专门知识, 控制每一个细

分市场。另一方面, 一体化治理的组织结构在市场情

况发生变化时, 要重新组合或者解散一个部门、一个

企业需要付出很高的制度转型成本, 这种组织刚性

阻碍了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反, 由于信息的透明

性和共享性, 小企业借助于互联网能够获得大量的

的信息和资金等全球储备库, 并有可能掌握某方面

的专门知识。根据企业理论, 决策权应该保留在最熟

悉情况的一方, 这样, 由一线管理层或组织成员掌握

相应的决策权, 恢复市场激励, 就能降低制度转型成

本, 提高企业组织对特定市场的反应能力, 并集中优

势资源, 从事最专业的活动, 提高产品附加值。虚拟

经营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选择。

(二)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 市场交易性质的变

化对企业模式产生了新的要求

网络经济下, 市场交易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分析: (1)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减少了信息传输的间

接性、迂回性和时滞, 更为重要的是, 产生了“网络效

应”, 即一个各部门互相依赖的经济系统中, 系统的

效率不但与个别人的效率有关, 而且与参加网络的

人数有关。网络效应的“共时性”结构是大大降低交

易成本、提高网络效率的重要条件。组员间经常的互

动合作将使有效知识得以传递, 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的可能性, 并且使交流与合作更加趋于广泛。 (2)降

低了资产专用性, 国际化分工的发展和产业的国际

转移, 加速了高度的行业标准的形成。而且, 快捷的

信息传输加之柔性制造系统的广泛应用, 使企业个

体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能够迅速地调整生产规模和

结构。在网络经济中, 尽管企业相互之间表现为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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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活动, 存在依赖关系, 但上述变化在丰富的信息流

通之下使得企业个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找到或者更

换合作对象, 也就是说, 先前这种相互间的垄断被削

弱了, 导致资产专用性也随之降低, 趋于适中。(3)提

高了交易频率。分工的细化使得企业之间的合作越

来越显得重要, 企业之间的交易需求日趋频繁。同

时, 网络的发展突破了市场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

限制, 企业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任何角落的

合作伙伴或客户实施交易, 全天候全方位的频繁交

易成为可能。此外, 毫无疑问, 信息技术使企业的决

策更为迅速准确和理性, 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大为降

低。

综上所述, 影响市场交易成本的因素在网络经

济下发生了变化, 导致市场交易成本降低, 这种情况

下, 基于市场交易内部化的一体化组织中, 与日益降

低的市场交易成本相比, 委托代理和企业内机会主

义等的代价和效率损失相对显得较大, 恢复市场激

励成为趋势, 也就是说, 企业开始倾向于将交易活动

外部化。

交易外部化和治理结构的搭配有三种选择: 市

场治理、三边治理和双边治理 (威廉姆森, 1985)。现

代社会, 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企业力求寻找合

作伙伴, 而核心能力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 那么, 合

作对象便主要限于那些在某方面具有较强核心能力

的企业, 可见合作不可能在市场上任意组合, 同时,

虽然网络经济降低了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 但它

们还是存在的, 随意的重复的缔约活动必然增加成

本, 因而市场治理是不合适的; 在偶尔进行的交易或

初次交易中, 采用通过第三方仲裁的三方治理是可

能的, 但也是暂时的, 因为随着交易频率的增加, 使

企业在经常的交易活动中相互之间容易建立起信用

基础, 一旦建立了牢固的信用基础, 最终双边治理就

成为长期稳定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 不同的交易

活动适于选择不同的治理模式, 在不确定性不高的

情况下, 当适中或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和较高的交易

频率并存时, 这种交易活动适于采用双边治理模式。

所以, 如果说网络经济改变了企业的交易活动并要

求一种新的组织模式与之相适应的话, 那么, 根据虚

拟企业的特点,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虚拟企业的出现

和发展正是适应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

四、虚拟企业对我国企业
发展的启示

　　 (一)关于经营管理理念

网络经济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更加凸显。在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如前所述, 掌握知识资源已成为

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 企业应为知识资源的驾驭者

——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才能的机会, 大胆创新, 建

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另一方面, 随着卖

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加之人们消费方式的改变, 用

户的个性需求成为厂商首要的考虑因素。虚拟企业

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解决“客户需求导向”。网络为

企业掌握客户的需求, 提供个性化服务创造了便利

条件。对顾客而言, 产品能根据其需要, 及时地被生

产出来, 并送到他们手中; 对厂商而言, 大多数产品

已先于其生产而存在, 有关产品的设计、生产方式已

存在于工作团队的意识里, 存在于计算机中, 存在于

灵活的生产线上。厂商能以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提高

顾客的满意程度。组建虚拟企业是提升客户服务水

平的有效途径。

(二)关于核心能力

虚拟企业的发展说明, 对于单个企业来说, 并非

规模越大越好, 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协调成本会随着

规模的扩大而增加, 同时, 依靠自身资源进行多元化

经营也不一定是企业发展的有效模式, 因为企业的

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有可能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而

虚拟企业模式告诉我们, 重要的是, 每个企业应该集

中使用自己的优势资源, 建立起自己的核心优势, 只

要企业拥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就可通过把自己处

于弱势的职能虚拟化, 借助外部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以求更大发展包括多元化经营的成功。在近年来的

资产重组浪潮中, 一味地求大求全是危险的。所以,

如何构造并经营好内部核心能力, 是当前我国企业

首先应该考虑的重点。

(三)关于对外合作竞争

虚拟企业的核心就是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现有

资源参与市场竞争, 这就要求企业在培养核心能力

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 优势互补, 形成具有竞争优

势的企业价值链系统。在我国, 企业规模小, 且条块

分割严重, 无法形成规模效益, 对技术含量高、工序

繁多的高端产品无力包揽, 从而在产品数量与品种

上处于劣势。以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或是资讯公司、

贸易商等中介为龙头组建虚拟企业是必要也是可行

的。企业合作竞争可以是全方位的, 包括虚拟生产制

造系统、R &P 战略小组、虚拟供销网络, 实行供应链

管理 (Supp ly Chain M anagem en t)等, 通过相互合作

减少经营风险, 缩短产品研制周期, 疏通供销渠道,

降低生产流通成本。而从战略上看, 虚拟企业的组建

一方面可以优化资源配置, 避免重复建设, 另一方面

可以从整体上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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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企业基础管理

企业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虚拟企业是建立在

信息化的基础框架之上的, 要实现企业之间优势资

源的共享和协同运作, 就必须构筑一套完善的信息

平台和管理系统, 包括通讯基础设施、信息交换与共

享、合作应用和过程管理机制等。其中, 企业内部基

础管理信息化和标准化是一个重要步骤, 如利用计

算机建立生产数据库、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财务

管理信息系统等等, 企业信息化已越来越成为企业

经营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五)关于管理框架

信息化将减少信息流通环节, 从而直接导致企

业管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对于我国的企业集团来

说, 在组织结构上就应使其层次化的金字塔管理向

扁平化的网络型管理转化; 将原有的生产体系重组,

离散其生产过程, 使其向能即插即用的标准企业模

块转化; 随市场机遇变化动态扶植有前景的企业, 调

整变换集团的核心产业, 使企业集团向动态化多元

化转变等。这将大大有利于我国的企业集团向虚拟

企业模式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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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n if ied Organ iza tion s to V irtua l Corpora tion s

SUN J ie, ZHAN G J in2yan, H E P i2chan
(Colleg e of M anag em en t, Z hej iang U n iversity , H ang z hou, Z hej iang 310029, Ch ina)

Abstract: T he developm en t of In ternet Econom y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 arket

t ran sact ion. T he trad it ional mode of en terp rise o rgan iza t ion s, w h ich are based on the un if ied governance,

reveals mo re and mo re sho rtages. A s sub st itu te, the virtua l co rpo ra t ion s w ill becom e the m ain mode of

en terp rises. T h is paper analyses the m ain difference betw een virtua l co rpo ra t ion s and trad it ional en terp rise

o rgan iza t ion s that depend on the un if ied governance. T h is paper a lso analyzes the cau se of the em ergence

and expan sion of the virtua l co rpo ra t ion and its en ligh tenm en t to the en terp rises in Ch ina.

Key words: virtua l co rpo ra t ion; un if ied governance; t ran sact ion co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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