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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环境动荡性以及组织际流程自身的半结构化信息结构特征, 需要建立柔性的组织际流程以增强联盟

组织防御市场风险和提高市场竞争地位的能力。目前, 柔性已经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适应变化的能力, 它逐渐成为组

织继质量、成本之后关注的又一个竞争焦点, 是组织取得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通过比较不同学科对柔性的理解异

同, 识别出组织际流程柔性的焦点, 提出了组织际流程的柔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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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以电子商务为运作平台的形形色色的组织

际关系的出现, 从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产生了在组

织际合作关系背景下, 集成若干组织的业务流程以

实现创造共同价值的组织际流程。然而流程的集成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际

流程的运行环境远比组织内部流程的运行环境更加

复杂, 在实施中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组

织际流程在集成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变化因素来源十

分广泛, 这些变化因素不仅来自外部环境的动态变

化, 而且还可能产生于组织内部流程变化因素、合

作伙伴流程变化因素以及成员组织子流程之间联系

关系的变化因素。一方面, 随着全球经济化的普及

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对稳

定的市场竞争环境逐步被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市场

所取代, 导致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消费者偏好

差异度越来越大、市场竞争日益残酷。古希腊学者

赫拉克利特曾说过: /唯一亘古不变的事物是变化

本身。0[ 1] ( P37- 41)
面对未来,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

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 组织际流程处理

的流程信息主要是半结构化的信息, 它既不同于可

在事先完全定义的日常事务信息, 也不同于非结构

化的战略决策信息, 而是既有可事先良好定义的任

务安排, 又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为应对各种变化而动

态定义的流程信息。正因为外部环境高度动荡以及

组织际流程自身的半结构化信息结构特征, 因此需

要建立柔性的组织际流程以增强组织防御市场风险

和提高市场竞争地位的能力。

目前, 柔性已经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适应变化

的能力, 它逐渐成为组织继质量、成本之后关注的

又一个竞争焦点, 是组织取得竞争优势的来源之

一。
[ 2 ]
但是, 由于基于跨组织流程的合作关系还是

一个新生事物, 对组织际流程柔性的研究还非常欠

缺, 鉴于此, 首先有必要对组织际流程柔性的组成

结构进行分析。

一、组织际流程的研究焦点

尽管柔性普遍被认为是一种适应变化的能力,

但是至今对柔性概念的理解仍然很模糊, 而这种模

糊性首先归因于不同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柔性的不同侧面。

在制造业领域, 关注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系统的

效率。因此, 柔性制造系统的研究重点是生产系统

中制造设备所能支持输入物料和产出产品的广度或

范围、产品生产的路径选择和生产批量大小。

工作流管理领域, 关注的是支持业务流程自动

化的工作流管理系统。从这个意义上看, 柔性工作

流的目标是既要能够象普通工作流系统那样提供流

程自动化支持, 也要能够处理工作流运行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变化。
[ 3 ] ( P52- 60 )

因此, 柔性工作流主要解

决的问题: 一是正确性, 包括语法正确性和语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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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 即哪些类型的工作流允许改变, 以及工作流

定义产生的结果是否符合既定的标准。二是动态改

变, 即如何在现有工作流实例执行状态下对工作流

定义进行修改, 其关心的是如何将运行实例从一个

流程定义迁移到另一个流程定义的问题。

对于企业管理理论来说, 分别有组织管理和战

略管理两个不同的角度。其中, 组织管理强调的是

管理过程的微观层次, 关注的是组织有效控制外部

环境变化因素的能力, 处理商业事务的范围, 以及

快速反应的能力。因此从组织管理角度看, 一个柔

性组织对环境变化因素的控制力越高, 越有利于组

织取得市场的竞争地位。而战略管理关注的是规避

风险而非期望收益最大化, 风险的大小是和决策条

件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完全性直接相关的。因此战

略柔性关注的是如何在环境急剧变化情况下快速而

正确地制定决策, 以及根据从外部环境接收到新信

息对战略规划重新部署, 从而实现规避风险的

目的。

柔性的组织际流程是指根据业务需求变化及运

行环境的变化能对其自身进行动态调整, 以适应新

任务和新环境的跨越组织边界的业务流程。组织际

流程本身可以说是组织际关系的具体实现方式, 它

所管理的内容是分布于若干独立的成员组织、并由

各成员组织拥有完全控制权的子流程和流程资源,

它强调的是各成员组织的子流程之间, 以及流程资

源和流程任务之间的有效配置。一般来说, 一个柔

性的流程管理不仅能够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提供

解决方案, 而且能够对无法预计的事件根据变化情

况动态修改当前的流程运行模式, 如重新调整任务

执行顺序、部门与任务的匹配关系、资源配置方案

等等。对于组织际流程来说, 它包含了更加丰富的

含义。第一, 不仅要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可预见

的和不可预见的变化做出响应, 还要对成员组织子

流程之间的联系所发生的所有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

的变化做出响应。第二, 由于组织的有机性和智能

性, 也相应具备了动态柔性和静态柔性, 动态柔性

强调适时修改组织际流程以响应各种变化, 静态柔

性则要充分预测变化, 预先制定应对措施。因此,

组织际流程柔性的焦点是当产生于联盟组织内外部

环境的各种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变化发生时, 组织

际流程具有的动态适应能力, 以及通过修改子流程

和子流程间的联系模式而做出及时响应的能力。

二、组织际流程柔性的组成结构

从系统的观点看, 组织际流程是一个复杂的开

放系统, 组织与环境以及成员组织之间存在着一定

程度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组织际流程整体

柔性的目标是保证组织际流程对各种内部和外部变

化的反应能力, 要获得整体柔性, 就要平衡不同功

能柔性, 协调不同功能柔性的相互关系, 使组成单

元之间的联系具有柔性。根据组织际流程的特点,

以及组织际流程柔性关注的焦点, 可以将组织际流

程柔性的组成结构划分为流程状态柔性、动态修改

柔性、协调柔性、人员柔性、信息技术柔性和异常

处理柔性 6大部分 (如图 1所示 ) :

图 1 组织际流程的柔性结构

(一 ) 流程状态柔性。

组织际流程在设计阶段建立的模型主要是针对

当时的环境条件而定义的, 考虑到环境未来的变

化, 在定义组织际流程时应该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预见性和适应性, 使之能够尽可能地应对未来可能

出现的变化。
[ 4 ]
因此, 状态柔性实际上是组织际流

程的一种静态柔性能力。组织际流程的状态柔性有

三方面的含义: 一是要求在流程设计阶段, 成员组

织充分协商, 加强合作方互相了解各自业务流程的

特点和组织际流程的目标; 二是要求成员组织具有

较强的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 并依据科学的规划手

段在流程定义模型中尽量包含可能出现的流程约束

条件, 提供多种可选的流程执行路径; 三是在设计

组织际流程模型时要尽量增强系统的健壮性, 提高

流程本身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
[ 5]

(二 ) 动态修改柔性。

状态柔性反映的是组织际流程的静态柔性能

力, 而动态修改柔性则体现的是组织际流程的动态

柔性能力。在组织际流程实际运行过程中, 随着市

场需求和环境的变化, 成员组织的变动和组织际流

程结构的调整是经常发生的, 导致原来的流程定义

可能不再适应新的流程运行条件和用户需求, 需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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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立之初构建的流程组成结构、任务逻辑关系以

及资源配置方式等进行调整。例如, 增加或删除成

员组织、添加新的活动或删除已有的活动、修改活

动之间的执行依赖关系以及流程资源依赖关系等。

因此动态修改柔性要求在尽量不中断流程运行的前

提下, 组织际流程是易修改和易维护的, 并且具备

支持跨组织动态分配任务, 以及对任务之间的联系

动态调整的能力。

(三 ) 协调柔性。

组织际关系的核心在于合作, 只有通过各成员

组织的有效合作才能实现共赢的目标。为了确保组

织际流程的顺利实施, 需要在成员组织间建立各种

正式或非正式的管理机制。其中, 正式的管理机制

主要是指通过法律途径建立的、明确定义了各成员

组织承担的责任和享有权利的正式契约。非正式的

管理机制则强调经济实体内在社会属性的作用, 包

括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和协调机制, 如声誉、信任

等。在组织际合作过程中, 正式管理机制和非正式

管理机制是互为补充的, 正式管理机制的存在为非

正式管理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保障, 而非正式

管理机制则弥补了正式管理机制的不足。
[ 6]
因此为

了保证组织际流程顺利实施, 不仅需要建立正式的

以契约为基础的管理机制, 还需要建立以协调机制

为核心的非正式管理机制加以保证。

协调是一项重要的管理职能, 不仅组织内部各

职能部门之间存在协调, 在不同成员组织之间尤其

需要协调。对于组织际流程来说, 各功能柔性很大

部分是由各成员组织通过资源互补实现的, 如果没

有合理协调利用, 将难以实现整体柔性。因此, 协

调柔性是组织际流程的一种能力, 是实现各功能柔

性相互匹配的能力。在考察组织际流程的整体柔性

时, 不仅要分析各组成单元柔性, 更要分析组成单

元之间的协调柔性。组织际流程协调柔性首先要提

高各功能柔性之间的平衡协调性, 防止出现柔性水

平严重失调的情况。其次, 协调柔性也是促进功能

柔性的必要手段, 有助于提高整体柔性。此外, 协

调柔性还可以促使不同功能柔性的最终目标保持一

致, 将它们统一到组织际流程的整体柔性目标

上来。
[ 7 ]

(四 ) 人员柔性。

Correa
[ 8]
认为, /组织和它的人员一样具有柔

性 0。一个组织的人员需要具备多种技能以适应业

务流程的演变。同时, 作为团队合作的一个成员,

必须具备各种促进跨部门和跨组织沟通, 并通过团

队协作提高竞争力的柔性能力。组织际流程人员柔

性主要指执行业务流程的人员具备广褒的业务流程

知识和精湛的技能, 当组织际流程面临各种变化

时, 具有柔性的流程执行人员能够及时准确地做出

反应。员工对业务流程和业务需求等方面的知识掌

握得越精通, 不仅有利于流程建模者对未来可能出

现的业务需求类型和流程运行过程将发生的种种环

境条件做出充分预测, 而且, 也有利于流程建模者

针对未预见到的需求变化采取有效措施修改流程模

型, 以及流程执行者及时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

流程定义要求。在组织际流程中, 人员柔性不仅强

调单个组织的人员柔性, 而且还要求具有较强的跨

组织合作精神、能够融会贯通不同成员组织的流程

知识、并促进组织际协调与信息交换的柔性能力。

(五 ) 信息技术柔性。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

在加强跨越组织边界的合作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推进器作用。现有文献表明, 信息技术不仅是

实现组织际流程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而且对组织

际流程柔性的实现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 9]

首先,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对组织的柔性

起到促进作用, 其影响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通过改变组织边界的性质, 以及工作进行的时间;

第二, 通过改变工作的性质和节奏; 第三, 通过帮

助企业对变化的市场条件做出响应。其次, 现代组

织业务流程的执行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 它要求

支持流程运行的信息技术平台也必须具有柔性才能

最终实现流程的柔性。而且, 在组织际流程背景下

的信息技术平台更需要柔性, 因为组织际流程的环

境比内部流程更加复杂多变。由此可见, 业务流程

的柔性与信息技术的柔性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从一

定程度上看, 支持跨组织业务流程的信息技术柔性

能力决定了组织际流程的柔性水平。
[ 10]
为了实现组

织际流程柔性, 作为流程载体的信息技术需要具有

易修改、易连接、兼容性和标准化的特点。

(六 ) 异常处理柔性。

由于业务流程本身及运行环境都存在诸多不可

预见的因素, 所以流程在运行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

些无法预测的异常事件发生, 并可能导致流程中

断。对于组织际流程来说, 异常处理柔性要求一旦

流程检测到异常事件发生, 必须能够对已经造成的

错误进行自动恢复, 或者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来进

行异常的处理。一般来说, 异常处理柔性涉及到多

个成员组织的协调及时性和应急处理能力, 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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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时间要求很高。比如, 在流程执行过程中,

如果由于流程正常运行的条件突然发生变化而导致

组织际流程无法继续执行, 或者因为执行某个子流

程的成员组织突发变故而迫使组织际流程中断, 此

时, 其它成员组织必须能够紧急协调并采取有效的

应急措施, 从而保证组织际流程能够继续正常

运行。

三、小  结

由于外部环境高度动荡以及组织际流程自身的

半结构化信息结构特征, 因此需要建立柔性的组织

际流程以增强组织防御市场风险和提高市场竞争地

位的能力。通过比较不同学科对柔性的理解异同,

本文识别出组织际流程柔性的焦点是当产生于联盟

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各种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变化发

生时, 组织际流程具有的动态适应能力, 以及通过

修改子流程和子流程间的联系模式而做出及时响应

的能力。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组织际流程的柔

性结构的六大组成部分: 流程状态柔性、动态修改

柔性、协调柔性、人员柔性、信息技术柔性和异常

处理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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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 lysis of the F lexib le Structure of the O rganization Flow

KE Sh i- tao
1
, ZHANG G eng

2

( 1. Schoo l ofM anagement, X iam en Un iversity, X iam en 351005;

2. Schoo l of Econom ics, X iam en U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Ch ina)

Abstrac t: Because o f the env ironm ental instab ility and the sem i- structura l inform ation features, there is a need fo r the estab lishm ent

o f a flex ible organ ization flow in order to streng then the a lliance and competitiveness and preventm arke t r isks. A t present, flex ibility,

wh ich is un iversa lly regarded as an ab ility o f adaptation, has becom e a focus ranking second to quality and co st because it is a source

o f super io rity in competitiveness. Though a com parative study o f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 f flex ib ility in diffe rent branches o f learn-

ing, the paper po ints out the core of flex ib ility o f organ ization flow and its flex ib le structure.

K ey w ords: flex ib ility of o rganiza tion flow; organ ization flow; flex ib l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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