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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晓健和蓝海林编著的《中国企业地域多元化的控制机制研究》在实践上，通过案例研究揭示了在经
济转型同样的阶段、面对同样的制度环境，为什么这些企业能够成为“杰出企业”？
结构化地呈现并从理论上凝练出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在国内采取地域多元化战略
并有效实现整合、发展成为“世界级”企业的行为规律、特点和路径，这将对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战略
决策者具有积极的前瞻性指导，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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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政治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84年调入华南理工大学，1990年获美国Garmon大
学MBA学位。
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蓝海林教授先后主持了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6项国家或省级各类科学基金项目。
1994年以来，他运用企业管理的前沿理论和技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咨询研究。
1997年他的《企业战略管理系列咨询报告》获得了第二届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蓝海林教授先后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SSCI）、《管理世界》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多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与技术》（1993年）、《迈向世界级企业—中国企业战略管
理研究》（2001年）、《技术创新与广东工业技术发展的战略研究》（2001年）等多部学术著作和教
材。
蓝海林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外管理》、《总裁》、《销售与市场》等多家杂志的编委或者顾问，是广
东省经济学会、管理学会和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以及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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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2 信息技术能力的影响　　信息技术并不一定导致集权或分权，信息技术与组织权力分配更多
的是权变关系，与组织环境复杂相关。
组织内部的情境因素，包括战略、规模和工作任务等，以及组织外部的情境因素，包括外部环境和行
业特征等，都能对信息技术与集权化关系产生影响。
本书关注信息技术能力，强调了企业控制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成本以及通过实施信息技术来影响组织目
标方面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技术能力能够增强企业组织权力分配的灵活性，从而使得地域多元化的企业较好
地从权利配置角度实施对子公司的控制。
　　（1）信息技术能力为组织的程序化和集权化提供了支持。
　　信息技术能力使组织权力的重新配置成为可能，它将组织的中层权力弱化，并将这种权力或者转
移到高层变成集权，或者转移到低层形成分权。
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加工和处理方式，运用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不仅增加了信息的处理量
，也加快了信息的处理速度，并提高了其准确度。
信息技术对中间层的弱化是显而易见的。
德维特（Dewett，2003）指出，信息技术使组织扁平化，即可通过更少的垂直层次解决复杂的问题和
进行有效的决策，信息技术还可增加正规化程度及允许“被控制的”分权化，同时，信息技术使低层
员工相互协作，以减少纵向沟通，从而更好地完成任务。
由于信息技术强大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和传输能力，通过电子邮件、内部网络、视频会议等通信技
术，可以在同一时间将信息在整个组织范围中扩散，从而免去了中间层的上传下达，减少了信息流通
的中间环节，使中间层对信息的控制权大大降低，这一方面使组织更加扁平化，另一方面也对组织权
力分配产生了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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