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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组织惯性研究》以企业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组织惯性作为研究对象，识别了组织惯性的来
源、影响因素，构建起组织惯性的研究框架。
其次，提出一个组织惯性的层级结构模型，将组织惯性解构为文化惯性、认知惯性、结构惯性和资源
惯性，并且对不同层级上惯性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
再次，组织惯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当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时，组织惯性能够促进企业运行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绩效；但如果外部环境发
生突变，组织惯性就会抵制组织变革，从而导致企业不能适应环境而绩效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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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峰（1979—）男，河北赵县人，2010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土学位。
现任教于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成长与变革、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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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当前的研究文献中，产业环境中的一些因素也是组织惯性的来源，诸如行业发展
的相关管制性法规、产业竞争的保护政策等。
由于法律管制和投资规模等限制因素的存在，导致产业结构产生进入和退出壁垒。
各项进入和退出的障碍因素将会对产业内的企业形成保护，相对缺乏市场竞争压力，从而企业只会专
注于追求内部管理的效率。
一般而言，此类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内部运营都趋于程序化和制度化，故而将极易产生组织惯性。
例如在垄断、寡头的市场结构下，像银行、能源等行业中的组织，其结构系统具有非常明显的科层制
特征以保证组织运行的效率，将组织效能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之上。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企业必须通过制度和大量可重复使用的惯例来维持组织结构的长期稳定性。
 二、企业经营层面的战略惯性 战略惯性可以被明确地定义为企业对特定战略的承诺水平，反映在企
业的组织设计和战略决策机制为战略实施、资源配置及预期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Huff，1992）。
经营层面上的惯性主要来自于企业市场行为中的竞争惯性（Competitive Inertia），即企业在改变其竞
争态势中所表现出来的活动层次。
它反映了一个企业在试图吸引顾客和超越竞争对手时，在市场定位调整上所表现出来的变动趋势，包
括战略行为和营销职能行为，战略行为包括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张、兼并与收购、战略联盟以及
投资开发的新产品或新服务；营销职能行为主要包括价格策略、，广告促销以及产品线与服务范围的
调整。
，当相对于同一战略集团的竞争者，企业变革频率较低时，就可以认为组织惯性强度也较高。
也就是说，相对于竞争对手来说，企业适应环境的速度越慢，其竞争惯性的强度也就越强。
 三、战略决策者对战略惯性的影响 企业的战略选择是管理决策行为的直接结果。
战略决策者对企业外部竞争环境的认知偏差是战略惯性的深层次原因。
企业决策者对环境进行感知、信息处理以及对信息进行解释，整个过程决定企业能否针对环境的变化
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
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受到人类大脑信息感知能力的限制。
按照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在无法完全准确地预测环境变化的方向时，企业决策行为不可能实现完全
理性，只能遵循决策结果的满意准则，在其认知范围内选择最佳行动方案。
如果战略决策者未能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和技术革新等重大战略事项做出正确的响应，公司则会仍旧重
复过去的战略行动。
因此，战略决策者对外部竞争环境的认知偏差导致企业不能实施正确的战略变革。
此外，在声誉机制的作用下，即使在战略决策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情况下，战略决策者仍不承认战略选
择本身存在错误而归因于战略实施过程没有到位（Levitt＆March，1988），这就导致战略惯性被进一
步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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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组织惯性研究》作者张江峰提出构建双重性组织结构的设计理念、强化和弱化组织惯性的具体
措施。
对组织惯性和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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