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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民营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要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模式 � 中小民营企业一般应选择/ 集群0组织模式 � 大型民 

营企业一般应选择/ 集团0组织模式 � 成长起来的现代跨国企业还可以选择 / 联盟0组织模式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 � 

关键是要深化分工与协作 � 形成内部一体化或外部一体化的协同效应 � 取得规模效益和减少交易费用 � 实现价值链 

的增值 ∀ 

关键词 � 民营企业 �跨国经营 �组织模式 

中图分类号 �ƒ��� � �� 文献标识码 �ϒ 文章编号 � ����2������������2����2��

  在跨国经营中采用怎样的组织模式 �这是民营 

企业成长的战略性问题 ∀ 为此 �我们需要具体地分 

析企业组织结构的要求 �分析民营企业的特点与跨 

国经营的环境 � 按照我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国 

际经济的一般规则 � 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 ∀ 

一 !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组织模式 

的基本要求 

我们把企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 � 那末 � 最重要的 

就是构成组织的基本要素及联结纽带 � 这些要素和 

联结纽带的组合必然表现为某种特定的形态 �即组 

织结构 ∀而企业在经营战略中选择哪种结构 �就叫 

做组织模式 ∀这种结构或模式是人们根据经验和需 

要而设计的 � 按照亨利 # 明茨伯格的观点 � 组织设计 

的原则包括专业化和分工 !协调 !合作和控制 !等级 

制度等方面 ∀其核心在于专业化和分工 �生产效率 

的根本源泉是专业化 � 对高度专业化的生产任务进 

行分工 � 将使生产率获得大幅度提高 ∀既然有分工 

就应该有合作和控制 � 才能使企业的各要素围绕总 

体目标开展工作 � 这就要求有一种协调的机制 � 有效 

的协调可以避免要素之间的目标冲突 � 整合各方力 

量和各种资源 ∀赫伯 # 西蒙认为等级制是有利于协 

调的 � 马克斯 # 韦伯把它看成是限于工作责任范围 

内的合理 !合法权威 � 或者是通过规则和标准化操作 

程序进行的协调和控制 ∀ 

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 �企业组织结构在由低到 

高 !由简单到复杂地逐步演变 ∀ 古典企业组织结构 

是直线制的 � 具有结构简单 !责权明确 !沟通及时 !管 

理高效的特点 � 但只适用于规模较小或业务活动简 

单的企业 ∀现代企业的结构复杂 �形式呈现多样化 

发展的趋势 ∀ 钱德勒认为现代工商企业有两个特 

点 � / 它包含许多不同的营业单位 �并由各层级支薪 

的行政人员所管理 ∀ 0 ≈���� 见图 � ∀ 

图 1  现代工商企业的基本层次结构 

被钱德勒称为/ 多单位企业0的现代企业 �因为 

规模的扩大和内部单位的增多 � 联系 !协作和协调的 

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 �所以在组织结构的改革 

中更多地倾向于分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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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企业都要选择一定的组织结构或者模式 �民营 

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 �也应该选择适合自 

己的组织结构或者模式 ∀ 特别是在跨国经营中 �应 

该选择那些既符合国际化要求 !又适合自身发展的 

组织结构模式 ∀ 从总体上看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组 

织模式的选择 � 应考虑三个方面的要求 �≠ 一般企业 

的要求 ∀从一般的企业看 �组织结构的核心是专业 

化 !分工以及由此引起的协作 !协调 ≈� ∀ 企业规模的 

扩大提出了专业化的要求 � 专业化分工的深化 � 分工 

的深化提出了协作的要求 �也加重了协调的任务 ∀ 

无论何种企业 �其组织结构都是与这个核心问题紧 

密相关的 ∀但是 � 由于情况的不同 � 它们采取的分工 

与协作的形式将有所区别 �如有的企业内部各单位 

的独立性要强一些 � 有的则要弱一些 � 有的企业总部 

的协调任务重一些 � 有的则要轻一些 ∀ ≡ 跨国经营 

的要求 ∀从逻辑上说 � 跨国企业的规模会扩大 � 内部 

单位会增加 � 分工在深化 ∀而且 � 有的企业还不仅仅 

存在内部分工 �而且存在集团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分 

工 � 以及本集团与其他企业集团的分工 ∀ 因此 � 跨国 

经营的协作与协调的任务在加重 � 难度在加大 � 这就 

要求跨国企业的组织结构 �应该更好地适应更加复 

杂 !更加艰巨的协作与协调任务的要求 ∀ ≈ 民营企 

业的要求 ∀ 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生力 

量 � 其组织结构应该是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 ∀但是 � 

从总体上看 � 民营企业的规模不是很大 �内部的分工 

不是特别复杂 �所以 �它的组织结构也不宜过于复 

杂 � 要便于总部的协调 ∀同时 � 民营企业的发展很不 

平衡 � 多数是中小企业 � 也有少数已经成长为大型企 

业 �还有的正在成长为特大型的企业或企业集团 ∀ 

因此 � 应该分门别类 � 按照不同的规模和不同的发展 

阶段 � 选择不同的组织结构模式 ∀ 

二 ! 集群 � 中小民营企业跨国 

经营组织模式 

规模比较小的民营企业 �在跨国经营中是处于 

不利地位的 ∀但有的竟然也成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的先驱 �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 浙江和 

广东的中小企业就已在国际化经营中崭露头角 ∀一 

个重要的原因 � 就在于它们选择了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 

组织形式 � 即集群式的组织模式 ∀见图 � ∀ 

图 2  中小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

 组织模式 � / 伞0形结构 

中小型民营企业拥有机制灵活 !管理便捷等方 

面的优势 � 但在跨国经营中也有不利因素 � 因为规模 

小和实力弱 �科技创新 !产品营销 !广告宣传等都处 

于不利的地位 �不可能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竞争 ∀ 

为了既发挥中小型企业的优势 �又借用大型企业的 

优势 � 它们创造了一种/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0的新组 

织结构 � 即中小企业集群 ∀ �� 世纪中期 � 这种组织形 

式在/ 中小企业王国0意大利已经出现 ∀意大利的中 

小企业集群被称为/ 艾米利亚0模式 �它是由一群承 

担专业分工并起协调作用的中介和中小企业相结合 

而构成的有机体 �中介商和中小企业相辅相成共同 

组织地域生产网络 ≈� ∀ 美国学者迈克尔 # 波特用 

/ 集群0理论分析了艾米利亚 � � 罗马格纳地区的瓷 

都 � � 萨梭罗镇 �从而印证了通过产业集群构成竞 

争优势的原理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浙江和广东也 

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 �有力地推动了区域 

经济的发展 �而且出现了国际化经营的好势头 ∀ 特 

别是浙江的中小企业集群 �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 

非常明显 ≈� ∀这些企业虽然个体的规模比较小 �但 

是从集群的角度看 �就象大型的企业集团 ∀ 它们依 

靠专业化分工和相互协作 �形成较低的成本和价格 

优势 � 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高 � 而且远销国外市 

场 ≈� ∀

从组织结构上看 �中小企业集群的组织方式属 

于/ 外部一体化0 � 即各企业之间开展分工与合作 �实 

行一体化经营 ∀ 具体地说 �它有以下特征 �≠ 各个 

企业的独立性很强 �都是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 

发展的企业 � 享有自主经营权和决策权 � 其进入或退 

出都是自由自主的 ∀ ≡ 以专业化分工为核心 � 在一 

个区域内生产某一种产品 �依据各企业的技术特点 

进行分工 � 分别从事不同环节 !不同工序的生产或装 

配 � 依靠联合的力量制造出最终产品 ∀ ≈ 以共同采 

购原料和销售产品为纽带 �通过中介企业�核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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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共同采购原料而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中介企业 

�销售公司�共同销售产品而降低营销成本 �形成规 

模优势 ∀这种/ 集群0式的组织模式 �既是中小民营 

企业国内经营的有效形式 �更是中小民营企业跨国 

经营的有效形式 ∀ 

三 ! 集团 � 大型民营企业跨国 

经营组织模式 

如果说/ 集群0是跨国经营中特殊的组织模式 � 

那末 � / 集团0 就是跨国经营中最普遍的组织模式 ∀ 

国外的跨国企业 �多数是以大型企业集团的形式出 

现的 ∀我国的民营企业 �也有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中 

成长壮大起来 �而且在以/ 集团0的组织模式开展跨 

国经营 ∀见图 � ∀ 

图 3  大型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组织模式 � / 燕0形结构 

大型企业具有较大的规模 � 能够形成规模优势 � 

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由于大型企业都设有一些子公 

司 � 包括母内子公司和国外子公司 � 所以形成了多个 

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 ∀企业集团的边界不是某个大 

企业的边界 �它是若干企业的集合体 ∀ 这种集团具 

有内部化优势 � 在研发和营销等方面能够节约成本 � 

产生规模效应 � 适合于跨国经营 � 因而成为跨国企业 

的比较普遍的组织结构模式 ∀钱德勒描述了美国企 

业跨国经营的状况 � / 在海外的发展方面 �几乎所有 

的美国公司都遵循了同样的模式 �它们首先是建立 

广泛的国外销售组织 �通常是同时建立它们在国外 

和国内的分支销售机构 ∀ 接着因为关税 !高昂的运 

输成本 !较低的劳力成本和协调跨越海洋的流程的 

各种困难 � 它们就在海外设立工厂 ∀ 0 ≈������ 我国一些 

成长起来的大型民营企业 �也采用了集团化经营的 

模式 ∀如/ 海尔0通过实施/ 多元化0战略设立许多专 

业公司 � 又通过实施/ 全球化0战略设立许多海外公 

司 � 形成了一个由内外子公司组成的跨国企业集团 � 

/ 联想0从/ 大船结构0变为/ 舰队结构0 �实际上是走 

向集团化的组织模式 � 它的总部下设六大业务部门 � 

加上遍布全球的子公司 �形成了一个大型企业集团 

的组织结构 ≈������ ∀ 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处在成长阶 

段 � 所以它的/ 集团0结构要相对简单一些 � 母公司与 

子公司的关系更加紧密 � 管理和控制也更加直接 ∀ 

从组织结构上看 �大型企业集团的组织方式属 

于/ 内部一体化0 �即企业内部各子公司之间开展分 

工与合作 �实行一体化经营 ∀ 它具有以下特征 �≠ 

各个企业的独立性不强 �它们是集团公司下属的专 

业公司或海外公司 � 母子公司的产权关系紧密 � 子公 

司隶属于集团公司 � 要接受集团公司的管理和控制 ∀ 

≡ 以专业化分工和地域化分工为核心 � 设置子公司 

有两个不同的标准 � 一是依据专业化分工的原则 �将 

某产品的不同工序或构件设为子公司 �二是依据地 

域化分工的原则 �将不同区域或国家的分支机构设 

为子公司 ∀ ≈ 以共同的策划 !投资 !生产 !采购和营 

销为纽带 �通过总部的业务部门掌握控制这些方面 

的业务 � 起到规模经营 !节约成本的作用 ∀ 比起中小 

型企业集群 �大型企业集团可以在更多的环节和更 

广的领域 � 实行共同的协作 !协调和统筹 �从而达到 

减少内部和外部交易费用的目标 ∀ 

四 ! 联盟 � 现代跨国企业的 

战略性组织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跨国企业的组织结构 

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 �即战略 / 联盟0 的组织模式 ∀ 

见图 � ∀它是跨国企业或者企业集团之间基于价值 

链上某些环节 �为共同增值而结成的战略性联盟 ∀ 

我国民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 �也将会选择这 

种现代跨国企业的战略性组织模式 ∀ 

从经营策略的角度看 �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企业 �出于对整体市场的预期和企业总体 

经营目标 !经营风险的考虑 �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 ! 

共同使用资源 !增强竞争优势的目标 � 通过各种协议 

而结成的优势互补和风险共担的松散型组织 ≈����� ∀ 

战略联盟是比企业集团规模更大的企业间的联合组 

织或企业体系 �它虽然在组织程度方面不象企业集 

团那样紧密 �但却可以更加广泛和灵活地取得资源 

优势互补的利益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没有哪家 

企业可以垄断所在领域的一切资源优势 �而且开发 

和购买的成本都比较高 �所以 �在某些产业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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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和生物医学产业 � 企业战略联盟获得迅速发 

展 � 大型企业或集团之间相互分享成果 �共同构成对 

其他企业的技术优势地位 ∀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参与 

国际竞争的过程中 �已有少数开始尝试战略联盟的 

组织模式 ∀比如 �海尔集团与一些世界著名的跨国 

公司建立了技术联盟关系 � 它同意大利海梅公司 !德 

国迈兹公司 !日本的松下公司 !荷兰的飞利浦公司 ! 

美国的 ∞≥≥ 公司和朗讯公司进行技术合作与共同开 

发 � 形成利益共享的机制 ∀ 

图 4  现代跨国企业的战略性组织模式 � / 梳0形结构 

从组织结构上看 �企业战略联盟的组织方式属 

于/ 外部一体化0 �即各企业或企业集团之间开展分 

工与合作 � 实行一体化经营 ∀具体地说 �它有以下特 

征 �≠ 各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关系是松散的 �它们都 

是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的独立单位 �只是由于生产 

或营销的价值链上某些环节的共同利益而结成的战 

略性联盟 � 在其他方面都是独立的 ∀ ≡ 不是以专业 

化和分工为核心 � 而主要是以技术为核心的 � 它们是 

同一行业的跨国企业或企业集团 �为着共同发展而 

采取合作行动 � 共享技术资源 ∀ ≈ 以共同的价值链 

为纽带 �这些跨国企业处于同一条价值链上 �通过 

/ 联盟0的形式将分别在研发 !工艺 !营销等不同环节 

上具有特定优势的企业联合起来 � 实现资源 !利益的 

共享和价值链的增值 ≈���� ∀ 当然 �这种非股权式的 

/ 联姻0也是有风险的 � 要慎重地选择合作伙伴 � 有效 

地管理联盟的运行过程 � 防范联盟带来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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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学出版社 ����� ��� � 

≈�  鲁桐 �温州民营企业国际化≈♠  �世界经济 ����� ���� ��� � 

≈�  樊增强 �中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研究≈ ↑  �北京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 ���� � 

≈�  刘伟萍 �中国民营企业管理制度与发展模式案例精评≈ ↑  �北 

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 ���� � 

≈�  席酉民 �跨国企业集团管理 ≈ ↑  �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 ��� � 

≈�  葛京 �多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及其演化≈♠ �外国经济与管理 � 

���� ���� �� � 

×∪⊕  ⊕ ⊂⊕℘  ⊃ ∉∈ ∉ ∅ ∉ ∩ℑ∈⊃ ∨ℑ  ⊃ ∉∈ ∠ℑ   ⊕  ∈ ∉ ∅ ∠  ⊃ √ℑ  ⊕ ⊂ ∧ ∉∠⊕  ℑ  ⊕⊗ 

⊕∈ ⊕  ∠  ⊃  ⊕℘  ∉ ℘ ∉∏ ∈  ∧ ⊆ℑ∈ℑ∩⊕⊆⊕∈ 

↓ ∝ ≠ ϒ →♣ ≠ ℑ∉ 

� ϒ ⊃ ℑ∈ ℑ∈⊗ °ℑ ℘ ⊃ ∅ ⊃ ℘ ∞℘ ∉∈∉⊆⊃ ℘ ℑ∈⊗ × ℑ⊗ ⊕♥∈  ⊃  ∏  ⊕� ♦ ∏∈ℑ∈ ′∏  ⊃ ∈⊕   ≤∉ ⊂ ⊂⊕ ∩⊕� ≤ ∪ℑ∈∩ ∪ℑ ������ � ≤ ∪ ⊃ ∈ℑ� 

ϒℜ   ℑ℘  �° ⊃ √ℑ  ⊕ ⊂∧ ∉∠⊕  ℑ  ⊕⊗ ⊕∈ ⊕  ∠  ⊃  ⊕  ⊆∏  ℘ ∪∉∉ ⊕ ∉ ∩ℑ∈⊃ ∨ℑ  ⊃ ∉∈ ∠ℑ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ℑ∈ℑ∩⊕⊆⊕∈�  ∪⊕ ⊆⊃ ⊗⊗ ⊂⊕ ℑ∈⊗ ⊆ℑ ⊂ ⊂  ℘ ℑ ⊂⊕ ∠  ⊃ √ℑ  ⊕ ⊂∧ ∉∠⊕  ℑ  ⊕⊗ ⊕∈ ⊕  ∠  ⊃  ⊕  ∩⊕∈⊕  ℑ ⊂ ⊂∧ 

 ∪∉∏ ⊂⊗℘ ∪∉∉ ⊕ ∪⊕ ∉ ∩ℑ∈⊃ ∨ℑ  ⊃ ∉∈ ∠ℑ   ⊕  ∈ ∉∅ / ℘ ∉⊂∉∈∧0 � ∪⊕⊂ℑ ∩⊕�  ℘ ℑ ⊂⊕ ∠ ⊃ √ℑ  ⊕ ⊂∧ ∉∠⊕  ℑ  ⊕⊗ ⊕∈ ⊕  ∠ ⊃  ⊕ ∩⊕∈⊕  2 

ℑ ⊂ ⊂∧  ∪∉∏ ⊂⊗℘ ∪∉∉ ⊕ ∪⊕ ∉ ∩ℑ∈⊃ ∨ℑ  ⊃ ∉∈ℑ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2 

  ∧ ℘ ℑ∈ ℘ ∪∉∉ ⊕ ∪⊕ ∉ ∩ℑ∈⊃ ∨ℑ  ⊃ ∉∈ ∠ℑ   ⊕  ∈ ∉∅ / ℑ ⊂ ⊂ ⊃ ℑ∈℘ ⊕ 0 � ″ ⊕∩ℑ  ⊗ ⊂⊕  ∉∅ ⋅∪ℑ ⊄⊃ ∈⊗∉∅ ∠ℑ   ⊕  ∈ ⋅⊕ℑ⊗∉∠ � ∪⊕ ⊄⊕∧ 

⊃  ∉ ⊗ ⊕⊕∠⊕∈ ⊗ ⊃ √⊃  ⊃ ∉∈ ∉∅ ∪⊕ ⋅∉ ⊄ ℑ∈⊗℘ ∉∉∠⊕  ℑ  ⊕ � ∉ ∅∉⊆  ∪⊕ ℘ ∉∉ ⊗ ⊃ ∈ℑ  ⊃ ∉∈ ⊕ ∅ ∅⊕ ℘ ∉∅⊃ ∈ ⊕  ∈ℑ ⊂ ⊃ ∈ ⊕∩  ℑ  ⊃ ∉∈ ∉ 

⊕¬ ⊕  ⊃ ∉⊃ ∈ ⊕∩  ℑ  ⊕⊗� ∉ ∉ℜ  ℑ ⊃ ∈  ∪⊕ ℘ ℑ ⊂⊕ ℜ⊕∈⊕ ∅ ⊃  ℑ∈⊗ ⊕⊗∏℘ ⊕  ℑ∈ ℑ℘  ⊃ ∉∈ ⊕¬∠⊕∈ ⊕ ∉ ℑ ∉  ⊕ ℑ ⊂ ⊃ ∨⊕ ⊃  ⊃ ∈∩⊃ ∈ √ℑ ⊂2 

∏⊕℘ ∪ℑ ⊃ ∈ � 

↔ ⊕∧ ⋅∉ ⊗ � ∠ ⊃ √ℑ  ⊕ ⊂∧ ∉∠⊕  ℑ  ⊕⊗ ⊕∈ ⊕  ∠ ⊃  ⊕�℘  ∉ ℘ ∉∏∈  ∧ ⊆ℑ∈ℑ∩⊕⊆⊕∈� ∉ ∩ℑ∈⊃ ∨ℑ  ⊃ ∉∈ ∠ℑ   ⊕  ∈ 

≈编辑 � 汪晓 

# � � �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