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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积极布局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着力探索与自身情况相适应的产业发展理论。管理体系作为生产组织的一套

重要方法论，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组织形态、价值网络、资源环境 3 个视角出发，构建“互联网 +”管理体系

理论模型；结合两化融合服务平台 16 万余家企业评估数据，量化评价当前我国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

合应用现状、创新发展趋势。分析发现，当前“互联网 +”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企业互联网发展背景下的新型能力体系逐步

构建，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方向逐渐清晰，但也普遍面临集成协同水平偏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基于理论

模型构建和应用现状评价，从主体、要素、模式等方面对 2035 年“互联网 +”管理体系进行讨论和展望，为制造业转型升

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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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n active global layou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hina focuses on exploring suit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The management system consists of a set of important methodologies for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and thus 
is critical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Internet Plus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organizational form, value network,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innovation trend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 the Internet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in China, using 
the evaluation data of over 160 000 enterprises acquired from the Contemporary Service Platform for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Internet Plus integration mod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China. A new 
capability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terprise Internet, and the paths have become clear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owever, the level of integrated collaboration remains low and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application assessment, the Internet Plus Management System 
for 2035 is discussed and prospected in terms of subjects, factors, models, etc.,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manufactur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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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全球积极布局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着

力探索与自身情况相适应的发展理论，是实现经济

与社会发展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管理体系作为生

产组织的一套重要方法论，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构建一套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协同共进且具有发

展前景的管理方法论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

人类由早期的作坊工人控制的生产方式，逐

步走向现代工业体系，除了生产资料和技术革命的

因素之外，还在于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1]。
早期生产组织主要是以自发式和经验式为主；近代

人类的生产活动逐渐从传统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

更多引入科学方法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为

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科学管

理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资源约束下优化配置资源以

高效节约地完成任务 [2]。许多国家在以“泰勒制”

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影响下，探索适合自己国情

的管理制度，例如，日本的精益制造以质量管理为

核心的延伸和发展，成为支撑经济崛起的重要管理

实践创新 [1]。
科学管理的精髓在于不断地探索在不同领域的

应用实践，提升生产与服务的效率及质量 [1]，创

造基于生产率最大化之上的综合效能最大化。从全

球范围来看， 西方国家在建立起成熟的工业体系后

发展信息化 [3,4]，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时间维度上

呈现梯度发展格局；我国则是在工业体系尚未构

建完成的情况下同步发展信息化。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信息化发展方法论，是

企业系统建立与应用两化融合过程管理机制的通用

方法 [5,6]；指导企业基于实现自身发展目标所提

出的发展需求，规定企业融合发展过程并对其成效

跟踪监测，形成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发展新型能

力 [7,8]。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在我国经过初步探索，

当前进入了系统深化阶段；研制的两化融合评估规

范、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等一系列管理方法类标准，

在国内进行了广泛应用，支撑形成了系统推动两化

融合的管理新方法。

我国在管理体系构建与落地应用方面也面临一

些新挑战。在“制造业 + 互联网”聚焦制造业信息

化发展进程中，创新管理体系是亟需解决的核心问

题。面向 2035 年的“互联网 +”管理体系是对新时

期两化融合发展的理念、要素、规律、方法和路径

进行的系统总结 [9]，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

径。“互联网 +”管理体系以新型能力培育作为“互

联网 +”战略转型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将技术

进步、组织变革、流程优化、数据分析利用等转化

为新型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通过新型能力

打造推动组织综合效益增长；对消费者与企业之间

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再变革，催生基于互联

网的制造业发展新模式 [10]。
基于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客观基础，本文构

建与之适应的“互联网 +”管理体系，在对管理体

系现状评估的基础上，展望面向 2035 年的“互联

网 +”管理体系。

二、“互联网 +”管理体系理论模型

（一）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2013 年 8 月《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

动计划（2013—2018 年）》提出开展企业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标准建设和推广行动，2013 年 12 月《信

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正式立

项，2014 年 1 月《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要

求（试行）》正式发布。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是适合

我国发展实际的管理方法论，也是明确组织系统地

建立、推进、改进两化融合管理机制的通用方法。

规范企业两化融合过程，监测实施过程，进而推动

和实现企业在数据、技术、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四

要素方面的持续创新和水平提升；帮助组织不断打

造信息化环境下的新型能力，确立企业发展战略目

标并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同步实现创新发展与智

能发展（见图 1）。

（二）“互联网 +”管理体系理论模型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融合发展的不同阶

段，智能制造和“互联网 +”是两化融合在不同发

展时期、不同方面的特定任务。当前，大数据、云

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 +”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深度融合，推动效率提升与技术变革，提升生产力

水平与创新能力，形成以互联网为发展基础设施以

及创新要素的发展新格局与新模式。在新一轮产业

革命中，“互联网 +”的影响是全领域性的，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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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商贸、金融、政务等领域。

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当前推动实体

经济复苏、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的主导力量，因此制造业是实现“互联网 +”带动

经济转型发展的主战场。“制造业 + 互联网”聚焦

制造业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实现网络化发展需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推

动数据信息的实时传递和共享，实现劳动力、技术、

设备设施、资本、服务、知识等资源的大范围动态

共享和按需供给；实现供需之间的动态精准匹配、

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交易效率大幅提升，重构消费

者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深入推

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

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抢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竞争

制高点的必要前提。

深入分析我国推进“互联网 +”的基础条件和

发展需求，参考两化融合通用参考架构 [11]，从组

织形态、价值网络、资源环境 3 个视角出发，构建

“互联网 +”管理体系理论模型（见图 2）。① 组织

生态（主体）：从“互联网 +”推进主体（“谁来做”）

视角出发，描述“互联网 +”活动的主体，包括岗

位 / 角色、部门 / 团队、组织、组织网络等四个方

面。②价值网络（客体）：在提供产品（服务）的

过程中为用户创造价值是组织经营的重要目标；

该视角围绕产品生命周期及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和

活动，描述了“互联网 +”的客观活动对象（客体），

包括需求定义、产品研制、交易 / 交付、服务、循

环利用 / 终止处理等。③资源环境（空间）：各类

物理系统和信息系统是“互联网 +”发展的基础和

载体（空间）；该视角从资源环境角度出发，描述

“互联网 +”涉及的相关基础和载体（空间），包括

装备、软件、网络、平台等方面的内容。数据、技术、

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是研究两化融合发展影响的主

要方面 [12]，以此为“互联网 +”的核心要素。“互

联网 +”在操作层面上体现为从组织生态（主体）、

价值网络（客体）、资源环境（空间）出发，不断

推进数据、技术、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的互动创

新和持续优化。

（三）“互联网 +”管理体系评估框架

“互联网 +”管理体系理论模型的 3 个视角为

精准把握“互联网 +”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提供了

理论依据。从价值网络、组织生态、资源环境出发，

在相应视角下发掘其内涵、把握其外延，概括总

结涉及的对象与内容并进行量化与评估，由此形

成“互联网 +”管理体系评估框架。

从组织生态视角出发的评估维度，岗位角色

定义与管理是构建良好组织生态的基础，管理体系

专职主管领导的层级对管理体系实施与推进至关重

要，从无专职主管领导、主管领导为中层管理者、

主管领导为高层管理者 3 个层级度量岗位角色定义

的明晰程度。部门团队是主要的工作推进组织，相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  

战略   战略实现  

可持续竞争
优势的需求 

可持续竞争
优势的获取 

新型能力 

改进  

评测  

支持、实施与运行  

策划  

领导作用  

持续打造新型能力 

组织  
结构  

业务  
流程  

技术

数据

图 1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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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信息化部门设置情况分为：无信息化部门，信

息化部门下属于其他业务部门，信息化部门是专职

一级部门建制。集信息化、管理变革、模式转型、

业务流程优化等职能为一体的一级部门建制，表

征了与“互联网 +”管理体系相匹配的部门设置情

况。管理体系的创新发展倒逼传统组织结构走向

组织结构网络化。组织网络化的企业实现内部无差

别、无层级的信息交流，资源高度共享，技术、管

理、应用等方面的知识经验快速复制推广，企业的

动态协调能力和对市场的动态响应能力得到极大提

升。企业的组织模式分为科层制、矩阵式、流程化、

网络化，逐级表征网络化组织模式的成熟度。

从价值网络视角出发的评估维度，以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用户服务、回收再造等环节为核心，测

评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管控水平。研发水平与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紧密相关，生产制造各环节数字

化工具的引入，能够从硬件配置方面表征研发设计

水平。生产制造环节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环节，

底层设备层、过程控制层、制造执行层和生产管

理层的数字化工具应用，可以较为全面地表征生

产全过程的数字化水平。用户服务环节是产品与

终端用户深度交互的重要环节，应用数字化手段

评估企业的用户基础管理状况，支撑在线交互、

精准营销等高级互动类的企业应用。在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控条件下，在末端实现产品再制造的水

平代表了企业回收再造的能力。

从资源环境视角出发的评估维度，装备、软

件、网络、平台是“互联网 +”管理体系发展的

重要载体。装备的数字化水平是打通生产制造各环

节间产品数据互联的基础，成为“互联网 +”管理

体系实施的重要突破点。将生产设备数字化率、数

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作为装备数字化水平的量化指

标。软件是重要的资源环境基础，用于支撑企业形

成网络化、分布式的协同研发、生产环境与管理体

系，因此采用经营管理类、产品研发类、生产管

控类工业软件应用率来量化资源环境的软件应用水

平。高效配置的工业云平台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的核心，成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管理体系创

新的必要路径，企业云平台应用率用于表征网络与

平台的资源配置水平。

三、“互联网 +”管理体系应用现状

“互联网 +”管理体系是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

全面归纳信息时代企业、产业、经济、社会等的发

展规律而形成的治理体系理论架构。“无法度量就

无法管理”。基于“互联网 +”管理体系评估框架，

依托两化融合服务平台采集的 16 万余家企业评估

数据，量化评价当前我国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经济社

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现状以及创新发展趋势。当

组织生态
（主体）

价值网络
（客体）

资源环境
（空间）

平台

网络

软件

装备

技术变革

商业模式
变革

组织管理
变革

循环利用/终止处理 服务
交易/交付 产品

研制 需求
定义

岗位/

角色

部门/

团队

组织
组织
网络

图 2 “互联网 +”管理体系理论模型的三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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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互联网 +”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企业互联

网发展背景下的新型能力体系逐步构建，产业转型

升级的路径方向逐渐清晰；但也普遍面临集成协同

水平偏低、产业链上下游衔接不够顺畅、产业价值

链低端锁定、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

（一）“互联网 +”背景下组织生态创新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技术与企业经营管

理的融合渗透，企业的组织形态、管理模式、合作

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围绕战略闭环管控、财务精

细化管控、综合决策推进管理变革与创新，是当前

领先企业的典型做法。为了推动管理活动的规范化、

精准化、流程化、网络化，企业依托统一信息平台

对资源、业务、资金、信息等进行集中管理和动态

实时监控，持续优化相关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运

用智能分析模型开展智能决策大数据分析，实现人、

财、物等资源的平衡调度、协同共享和优化配置。

通过从战略目标到经营管理活动的闭环管控，持续

提升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和效率。

1. 岗位职责多元化

“互联网 +”时代，信息技术在推动组织的岗

位 / 角色变革的同时，极大地延伸了个人的活动范

围。个人在组织经营实践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日益突

出，单一的个人在生产活动中可能被赋予多个岗位

职责及角色，或者一种岗位或角色也可能由多个个

人共同承担。这就要求传统的个人在组织中由“螺

丝钉”固定式的岗位职责朝着灵活多样的“多面

手”模式发展，且生产者之间的合作需要更加动态

和灵活。以“过程导向”为原则，在流程再造的基

础上快速构建多个动态工作团队。因此，“互联网

+”时代的组织应注重加强员工赋能赋权管理、激

发员工创新潜能，通过相应跟踪评价和持续优化

来实现精准赋能和灵活赋权。

2. 业务单元集成化

“互联网 +”时代，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生

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活动和过程的集成与互联，

主要作用是实现原有工作方式和模式跨业务领域或

环节的整体优化，主要特点是“流程化”。组织在

数字技术与单项业务全面覆盖融合的基础上，打破

业务环节间的壁垒，实现互联互通基础上的资源

优化配置和统一管理。目前，融合发展工作重心

正由“深化局部应用”向“突破全面集成”转变，

在推进信息技术在办公、财务、研发、生产、采购、

销售等单项业务环节普及渗透的同时，开始探索关

键业务系统集成、资源优化和一体化管理模式。例

如，财务一体化管控、战略一体化管控、经营决策

智能化发展等都是基于业务单元的集成互联，打通

“部门墙”和环节之间的“信息孤岛”，支持提升企

业经营管理绩效。

3. 组织架构柔性化

“互联网 +”时代，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正在由传统的单向层级与多部

门分散并存向扁平化和融合协作演进。通过对数据

管理的重视和变革，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

的数据被实时监测和流转，由于权责不清晰、信息

不通畅带来管理掣肘被规避。随着业务流程优化，

企业各部门的分工协作、组织机构重组、流程再造、

权利和利益再分配会愈加深入，对组织架构和管理

模式的规范性、精准性、灵活性、开放性等要求进

一步提高。当企业实现内部环节的集成互联后，企

业组织模式流程化、网络化变革凸显，组织柔性程

度显著提升。我国有近 60% 的企业形成了流程化

或网络化的组织模式，绩效管理方式也由传统的经

验式管理转变为基于全面业务数据的精准管理和基

于价值网络的价值绩效管理。

4. 组织边界模糊化

“互联网 +”时代，组织边界明显模糊，呈现

组织功能单元虚拟化、组织要素分散化、组织形式

弹性化和网络化等特征。平台经济以相同的利益导

向连接了生态中的各相关方，实现高效分工协作和

跨企业的资源整合和统筹规划；企业创新活力被最

大程度调动和激发，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例如，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协作社区，促进了产业链的

协同发展，通过相关方实现生产计划、研发设计、

采购、销售、物流、财务结算等环节的协同，为企

业间订单全程可追溯、质量全程可控的产业格局形

成奠定了基础，有效提高企业对供应链的掌控能力。

目前，我国有 10% 的企业具备现产业链协同发展

条件。

（二）“互联网 +”背景下价值网络创新

“互联网 +”时代，在信息技术的带动和数据

核心驱动作用下，组织积极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数字化工具覆盖和应用，对产品有关数据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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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维护；持续优化产品设计，提升研发创新能

力，开展交互式协同研发，推动研发工艺制造一体

化，丰富面向用户的增值服务。目前，企业围绕产

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积极开展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一体化管控的相关探索。

1. 研发设计环节敏捷、精准响应市场需求

研发设计环节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前端，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性能、质量和成本 [13]。
目前，在产品设计环节，有 32.7% 的流程 / 混合

型制造企业实现产品配方与性能仿真分析优化数

字化管理，29.1% 的离散型制造企业建立的三维数

字化模型产品占产品总数的 50% 以上；在工艺设

计环节，有 33.6% 的流程 / 混合型制造企业实现工

艺流程设计、工艺过程仿真数字化管理，仅有 3.2%
的企业同时实现三维产品设计和三维工艺设计（见

图 3）。
2. 生产制造环节柔性、精益表达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环节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环节，复

杂度较高且行业差异性较大，涉及生产设备、工控

软件、底层网络设施等诸多方面。企业需要提升生

产全过程的数字化水平，加强信息互通，推动生产

管控形成闭环，改善产能利用率，优化配置各类生

产资源。企业重点在产能平衡与稳定生产，精益生

产与敏捷制造，质量、安全、环保精细化管控等方

面开展探索。目前，生产制造环节在底层设备层、

过程控制层、制造执行层、生产管理层上实现数

字化工具覆盖超过 50% 的企业比例分别为 41.0%、

35. 2%、35.6%、51.9%（见图 4）。
3. 用户服务环节无限制、沉浸式实现用户交互

用户服务环节是产品与终端用户深度交互的重

要环节，用户服务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产品的市场

接纳情况。目前，企业愈发重视用户管理，应用信

息化手段实现包含基本信息管理、用户基础分析、

用户评估在内的用户基础管理功能的企业比例达到

74.7%，但实现实时在线交互、精准营销等高级互

动的企业比例不足 30%（见图 5）。
4. 回收再造环节绿色、体系化延伸价值链条

回收再造是产品全生命周期末端环节，近年来

制造企业逐渐开始推动这一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和绿

色发展。将产品状态信息跟踪与反馈覆盖环节从研

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延伸至回收再造、交

易 / 交付、服务、循环利用 / 终止处理等产品生命

周期及价值链的后端环节，凸显了回收再造在价值

创造中的作用。目前，实现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控

条件下产品再制造的企业比例为 11.7%（见图 6）。

（三）“互联网 +”背景下资源环境创新

“互联网 +”时代，各类物理系统和信息系统构

成融合发展的基础和载体。近年来尤其是“十三五”

时期，我国重大装备、核心工业软件、第五代移动

通信（5G）网络、云计算等关键技术部署持续深入，

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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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 年我国企业开展产品设计、工艺设计的创新方向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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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装备精密化、智能化

工业设备设施联网是先进制造业生态良好发展

的基础。“十三五”时期，在制造业创新中心、智

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工程的带动下，5G 芯片投入

商用，存储器、柔性显示屏量产实现新突破，在多

轴精密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设计与制造等领域也

已占据有利地位。但由于传统工业封闭技术体系和

价值壁垒的影响以及商业模式不清晰、线上服务

能力不足、设备入网成本高昂、价值回报预期不

足等原因，我国工业设备设施联网水平普遍不高。

2019 年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仅为 47.1%，数字化

生产设备联网率仅为 41.0%。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亟需实现终端全面连接。

2. 软件平台化、微服化

伴随着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工业

应用程序（APP）成为工业软件发展的新形态、新

趋势，布局发展工业 APP 对于打造协同演进的工

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生态至关重要。各国纷纷加快工

业技术软件化进程，大力发展工业 APP。我国工业

APP 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

很大差距。2019 年工业 APP 应用率为 19.1%，部

分领军企业已围绕工业 APP 进行探索性布局，特

别是在一些大中型企业，工业 APP 已成为产品研

制和大型制造系统运行的重要辅助手段。

3. 网络高速率、低消耗

当前，“5G+ 工业互联网”产业应用积极性不

断提升，相继出现“5G+ 超高清视频”“5G+ 增强

现实”“5G+ 虚拟现实”“5G+ 无人机”“5G+ 云端

机器人”“5G+ 机器视觉”“5G+ 云化自动导引运输

车”等应用场景。其中，“5G+ 超高清视频”成为

5G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首批应用场景，正朝着人

脸识别、行为分析、物体识别等智能化方向发展。

通过“5G+ 工业互联网”，全面突破生产活动价值

创造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打开生产环节黑箱，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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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9 年我国企业开展生产制造的创新方向和现状

图 5  2019 年我国企业开展用户服务的创新方向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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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知识显性化，大幅提升生产活动的效率、质量

和价值。

4. 平台开放化、生态化

工业云平台在降低企业信息化应用门槛、推

动企业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创新等方面的成效

不断凸显，2019 年全国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

44.4%。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双

创”平台，高效汇聚、开放、配置各类创业创新资源，

逐步营造资源富集、创新活跃、高效协同的“双创”

新生态。2019 年全国重点行业骨干企业中有 81%
建设并应用了“双创”平台。

四、 面向 2035 年的“互联网 +”管理体系图

景展望

（一）“互联网 +”管理体系的视角演进

组织生态（主体）、价值网络（客体）、资源

环境（空间）是“互联网 +”管理体系的 3 个基本

视角。推进主体（“谁来做”）、活动对象（“做什

么”）、基础资源条件（“基于什么做”）是“互联

网 +”融合发展的 3 个基本问题。可以预见，到

2035 年组织生态、价值网络、资源环境将向更深

层次演进 [14]。
1. 组织生态日益丰富多元

组织生态聚焦“谁来做”的基本问题，是描

述组织融合创新发展活动的主体。未来信息时代，

战略管控闭环化、财务管控精细化、经营决策智

能化趋于实现，产品（服务）生产的组织方式逐

步从科层制转向扁平化、流程化、网络化，组织

经营虚拟化、边界模糊化成为组织变革发展的重

要趋势；员工和组织的关系逐步由紧密联系走向

松散耦合，员工创客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2. 价值网络逐步关联交叠

价值网络从“做什么”的基本问题出发，围绕

产品生命周期及价值链关键环节和活动来描述客观

活动对象。未来在数据的核心驱动作用下，以物质

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

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等发展

模式加速转变；生产柔性化、设计个性化、服务体

验化、产品生态化逐步深入，交易交付、服务、循

环利用、终止处理等产品生命周期及价值链后端环

节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不断显现。

3. 资源环境不断优化升级

资源环境从“基于什么做”的基本问题出发，

描述融合创新发展涉及的基础和载体，包括装备、

软件、网络、平台等方面。从现阶段的发展情况看，

装备精密化、智能化，软件平台化、微服化，网络

高速率、低消耗，平台开放化、生态化的趋势日益

显著。未来信息时代，物理系统和信息系统融合进

程更为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将与实体经济加速渗

透融合，跨领域、协同化、网络化创新平台将重组

传统经济体系。

（二）“互联网 +”管理体系的要素升级

在未来数字化背景下，影响组织创新发展、能

力打造和优势建立的根本因素可能会发生改变，但

基于核心要素的分析思路始终是展望未来的有效方

法。从数据、技术、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四要素

出发，探讨未来企业管理体系的变革方向和发展

趋势依然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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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周期各阶段

 

11.7%
 

 

实现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控条件下的
产品再制造的企业比例

图 6  2019 年我国企业开展回收再造的创新方向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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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035 年的“互联网 +”管理体系图景探究

1. 数据成为关键驱动要素

数据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和新

引擎。企业生产、加工和制造的重心将从传统的物

质资料产品服务扩展延伸至数据资源要素。未来企

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将建立在数据生产加工、开发

利用、价值创造的基础之上。基于数据驱动的精准

管理成为未来企业的基本能力，企业组织架构、管

理模式和决策方法将更多依赖于数据之间的内在机

理、关联关系和互动规则。

2. 技术变革引领创新发展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AI）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正迅猛发展，不断推动着各种技术交叉融合、

关联渗透和相互带动，引领着技术的加速创新和不

断突破。技术的革新应用和集成创新，将引发组织

内部、产业链甚至全球范围资源优化配置方式的变

革，带动研发创新、运营管理、市场服务、经营决

策等方面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有效加速产业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进而衍生出一系列新的

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

3. 业务流程实现延伸共享

随着融合程度的持续深入，业务流程涉及的对

象、职责、内容和组合方式等都将被不断重构和优

化。通过战略信息和系统思维的导入与牵引，企业

的全局效率将显著提升。互联网环境下的业务流程

优化和再造，强调用户参与和持续改进，参与各方

通过共建共享更加高效、透明、动态的业务流程来

实现组织间实时在线的业务协作。业务流程的模块

化、依靠“即插即用”功能来丰富不同主体之间的

连接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4. 组织结构边界将被打破

以科层制等为代表的传统组织结构壁垒分明，

无法满足持续迭代、快速响应和精准决策等关键需

求。未来信息时代，生产者和用户的边界日益模糊，

服务需求个性化、生产资源分散化，这必然推动组

织结构向扁平化、柔性化、网状化和分权化方向演

进。组织结构去中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组织功

能虚拟化、构成多元化、资源分散化、响应弹性化

和关联网络化等特征日益清晰。

（三）“互联网 +”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革新

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指体系相关要素的结合方

式，是影响体系运行效率和效益的关键内容。科学、

合理、协调的运行模式是管理体系能够持续有效实

施的保障。未来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将会涉及到实

施人员、信息系统或 AI 等相关主体，这些主体之

间的特征属性、行为习惯和互动关系将对管理体

系实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 经济人向自我实现转变

未来，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将

向更复杂的自我实现目标转变，他们不再只是单纯

地追求金钱收入和物质所得，而是更加重视心理和

社会方面的需求，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忠诚、

关心、理解、爱护、安全感、归属感，渴望受人尊

敬等。因此，管理体系的实施文化氛围将由命令与

控制转向开放、透明、分享和责任。

2. 人机交互体验持续改善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化应用，人与信息系统之间

的协调互动模式将发生明显转变，大量的人际互

动和信息传递将通过基于信息技术的线上系统实

现。为确保信息系统能够关注行为、情感等因素，

应增强算法的真实性，提升人机交互的协调性和

交融度，重视交互设计，从而实现给予用户愉悦、

符合用户逻辑的交互体验，有效丰富管理的维度。

3. 基于数据实现智能决策

决策是管理的核心，科学决策是现代管理的核

心。随着数据的汇聚和累积，利用计算机帮助或替

代人脑做出最优判断的智能决策将成为可能。管理

体系智能决策将基于系统科学、管理科学、计算机

科学，实现状态感知、实时分析、自主决策、精准

执行、学习提升、实时优化和有效协同，保障管理

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和个性化。

五、结语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合力驱动下，

管理体系和模式的演进升级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必

由之路。着眼未来，一是要传承创新、拥抱变革，

加强顶层设计，拓展理念思路，立足长远并统筹谋

划，不断构建和完善面向未来的“互联网 +”管

理体系；二是要重点突破、先试先行，聚焦未来

数字时代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核心特征，深度攻坚、

靶向发力，打造管理创新“试验田”，释放榜样力

量；三是科学普及、主动引导，发挥宣贯培训和

典型示范作用，提升大众理解和认知，培育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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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懂管理、通产业、会应用、有技术的复合型

人才；四是循序渐进、由量到质，作为思维、技

术和数据等多方融合共振结果的管理变革不会一

蹴而就，而应以点带面、由浅入深，有序引领实

体经济管理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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