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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协同管理理论的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研究》运用协同管理理论探讨商业银行能力要素子系
统、资源要素子系统的协同，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和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系统的协同。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协同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子系统的协同
管理、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系统协同管理以及基于协同管理以及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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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协同管理功能倍增原理　　协同管理倍增原理指在组织系统实现了整体协同以后，系统内
的各个子系统会在相互作用下克服或大幅度减少单独作用下可能会出现的负面影响，从而通过减少或
避免内部损耗，调动各有利因素，提高相关要素在整个系统中的工作绩效，从而使系统的功能因所产
生的互补效应而放大，也就实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
　　这种功能倍增的来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系统中的个别要素对于系统整体效果的
贡献。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对系统整体起关键作用的个别要素，主要源于该要素能力和地位的特殊
性。
二是那些能力薄弱的个别要素，可以通过对其能力的改善，从而促进其在整体系统中发挥作用，引起
系统整体效果的改善，因此，可以产生倍增效应。
其次，是系统可以通过耦合作用产生倍增效应。
“系统的整体性功能是由各子系统功能耦合而成的全新的整体效应，这种耦合能使系统整体功能成倍
增长，因此，远远超出各子系统功能之和”。
　　如果在一个企业的内部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由于职能不健全、作用不到位，很可能就无法形成一
个耦合作用，例如，在一个企业中，管理部门、营销部门、技术创新部门等不能很好地进行信息交流
和沟通协作，那么这个企业就不可能长期的正常运作，从而导致整个企业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整个系统将可能出现一种缩小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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