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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个体化社会来临的时候，科层制的
官僚病变得更加难以让企业领导者容忍？就
是因为今天创新的速度在加快，大企业被颠
覆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正是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存在，个体化新职

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这些新职业五花八门，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与创新有关系的那些新职

业，就是个人的创新技能和创意，不再依赖于

某个组织存在，而是借助于平台，让自己成为

有能力与资本和企业讨价还价的一方。能够不

依赖于某个“组织”，凭借自己的专长（智力

资产，哪怕就是凭借颜值、卖萌耍宝），直接

在资本家或者消费者那里得到兑现，至少在形

式上变成了“自由人”。 

其实，企业是最敏锐的，早已注意到这种

新趋势。美国杜克大学富库商学院教授乐文睿

的研究指出，美国的劳工市场中自由职业者的

比例达到了 16%，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外包的

模式与自由职业者合作。“在最近 40 多年里，

美国企业的内部研发已经下降了 50%，而且呈

逐年下降趋势”。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公司的研发费用在年销售额的占比是逐年

上升的，只是分配在内部的研发比例在下降。 

只不过，随着日益脱离既定组织框架的个

体化生存方式的增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总会

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把控感。

此时，考验既定组织的就是弹性的大小，或者

说是在倒逼着既定组织的管理变得更加富有灵

活性。 

大企业看上去强势，有的甚至富可敌国，

但始终存在被创新颠覆的焦虑。回看 20 世纪

那些重大的创新，几乎没有一个是来自于历史

悠久的大企业。也就是说，原来的大企业总是

会在每一次重大创新中落伍。汽车不是来自于

火车公司，飞机公司不是来自汽车公司，计算

机也不是来自于电气化巨头，今天的互联网巨

头也不是来自于计算机公司。更准确地说，原

来的大企业并不是没有力图抓住重大创新的机

会，但总是容易失败。 

即使是今天的互联网公司，想逃过这个定

假如有这样两个人，一个是在众包平台上

兑现价值的自由工程师，一个是在直播平台上

卖萌耍宝、纯粹搞怪但也收益不菲的网红，你

觉得他们是同一类人吗？如果在以前，问你一

个工程师和一个演员是不是一类人，你可能会

毫无犹豫地回答“不”，这两种职业的区别太

明显了，甚至都可以说他们是两个“物种”。

现在，你的回答可能就不那么确定了。 

让这两种职业的区分变得模糊的原因，正

是平台的变化。以前工程师无论是在单位还是

企业，演员无论是待在哪个剧团还是四处走穴，

职业背后的组织是清晰的。但在今天的平台

上——这当然是由互联网新技术变革带来的，

组织消失了或者说隐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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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创新创业才是根本出路。大企业自身的

组织形式也在变革，考虑科层制如何容纳个体

的创造性，比如内部创业就是一种探索，从而

倒逼原来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进行深度变革。 

为什么中层成为反官僚病的焦点？道理更

简单了，随着协同和信息传递效率提高，管理

的扁平化（这也意味着更高的集中化水平）是

必然趋势，作为科层制节点的中层，在化解信

息不对称方面的功能下降了，过于庞大的中层

反而束缚了来自一线的创新创业活力。 

大企业的科层制不会完全瓦解，但必将被

重塑。做得越好的大企业，在个体化职业日益

增多的趋势中就会越从容。

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并不认可“大企业不善

于创新”的观点，认为这是纯粹的误解。但老

企业要具备创新能力，就必须有一个允许人们

创业的组织结构。人是活在结构之中的，要鼓

励创新，相应的结构就得激励创新而不是惩罚

和压抑创新。比如创新业务必须独立于老业务，

新业务在组织中要有特殊的比较高的位置等。 

而实际上，大企业的官僚病越来越严重。

2018 年《哈佛商业评论》有一篇文章说，美国

大企业的领导者都知道科层制的危害，但现实

却是，在主导美国经济的大公司里面，科层化

现象尤其恶劣，美国劳动人口中 1/3 的人现在

效力于员工超过 5000 人的大公司，这种公司的

一线员工，上面平均有八层管理者。 

就是那些初创公司也不例外。《哈佛商业

评论》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家快速增长

的 IT 供应商，在实现年销售额 40 亿美元的过

程中，副总裁增加到了 600 人。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也碰到了科层制的困

扰。最近很多大企业都在反官僚病，领导者纷

纷痛下杀手，有的指责管理者从中坚力量变成

了只是当官的中间力量，要实行末位淘汰；有

的指责中层干部不培养副手，称公司顶多忍半

年，半年之后就帮配副手，并且要裁撤 10% 的

中层干部。 

我们常说国家政策贯彻中有中梗阻现象，

大企业的官僚病同样如此。为什么在个体化社

会来临的时候，科层制的官僚病变得更加难以

让企业领导者容忍？就是因为今天创新的速度

在加快，大企业被颠覆的危险也随之增加。大

企业固然可以用各种手段“消灭”潜在的竞争

对手，但即使收购创新型公司没有障碍，如果

内部的组织结构越来越不鼓励和容忍创新，收

购创新业务的结果也只能是停滞。因此，把外

部可能的威胁“内部化”为成长的动力，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