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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85_AC_E5_c49_83481.htm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

，企业的各种战略，包括知识产权战略等，都决定着组织结

构，合适的组织结构会促进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因此，

企业战略的变化必然需要其组织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跨国

公司不同发展阶段的知识产权战略和商业活动必然要求设计

与其战略相匹配的组织结构。 跨国公司在设计其组织模式时

需要考虑许多影响因素，如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专利技术发

展、企业生命周期、环境因素、企业规模和组织与当地文化

，还要考虑组织的管理传统和历史发展等。以美国、欧洲和

日本的跨国公司为例，其组织模式由于管理传统和历史发展

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的特点。 欧洲跨国公司的分散联合体。

欧洲的公司在进行早期推行其国际化战略时发现，它们的目

标市场所在国的当地政府往往迫于某种压力，对跨国公司采

取高关税和歧视性法律等保护国内市场。为了改变这种不利

情况，跨国公司往往会在当地建厂，授予当地子公司很大的

自主权力，并依靠当地的子公司改进产品和市场营销手段，

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这样最终形成了一种由独立的地方子

公司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各个子公司主要关注它们各自的地

方市场。 美国跨国公司的协调联合体。美国公司在国际化过

程中采取了不同于欧洲跨国公司的组织模式。由于大多数美

国公司的管理倾向分权，同时通过复杂的管理体系和专家进

行整体控制，并由公司总部控制企业的经营信息，因此企业

的高级管理层可以控制这些自由经营的独立子公司并指引它



们发展的方向。同时，尽管国外的子公司常常自由地改进产

品和战略来反映市场差异，但是它们对母公司新产品、程序

和思想等的依赖决定了它们比分散联合体更容易受到总部的

协调和控制，这就产生了美国式的协调联合体。 日本的集中

管理模式。日本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国际扩张时，采取

了不在欧美竞争对手具有优势的市场上进行竞争的策略。它

们主要通过其所拥有的全新、高效和规模密集的工厂，利用

成本优势和质量保证，并对产品开发、采购和制造实行严格

的集中决策和控制等措施开拓国际市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日本公司倾向于选择集中管理的组织模式。 通过对以上几

种组织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全球产品结构的主要好处

是效率的提高，而全球地区结构的主要好处则是更及时地对

本地市场做出反应。但是，当跨国公司要求各地单位必须具

有对当地市场的敏锐反应能力和有效利用全球规模经济的能

力以及较强的全球学习能力时，传统的国际事业部结构和全

球功能性结构则明显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一些企业尝试

采取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跨国网络组织结构。如ABB公司、

联合利华公司、宝洁公司和飞利浦公司等。网络组织是借用

了神经生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中网络的概念，它是基于IT应用

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目前的学术文献对网络

型组织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定义，但笔者认为网络组织是一

个以IT为工作平台，以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各

功能单元之间的跨边界资源整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经济性

联接为纽带，由活性结点网络连结而构成的协作系统。而跨

国网络组织则是跨国公司内外部各单位之间基于某种机制形

成的网络型组织。它在全球范围内把企业分为许多不同类型



的中心或经营单位，以自由市场模式替代传统的纵向层级组

织，按照“弹性集中化”原则运作。 如上述，企业在国际化

过程中可以采用的基本组织结构主要有多国母子公司结构（

出口部或国际事业部）、全球功能结构（全球地区结构、全

球产品结构、全球矩阵结构）和跨国网络结构等组织模式，

并且，这几种组织结构各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跨国公

司的各种组织模式各有利弊，也各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企业在设计其组织结构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一

般来讲，多国母子结构比较适合于国际化经营的初期对全球

战略和当地战略的强调都不高时；全球地区结构能够有效满

足“思维全球化，行动当地化”战略的要求；全球产品结构

具有更强的全球视野；全球矩阵结构主要是一种过渡结构，

在企业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结合信息技术和知识管理的发

展，企业对全球战略和当地战略要求都很高时，跨国网络结

构往往成为了理想选择。跨国网络组织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适应性和竞争力，它同时也代表着跨国公司组织设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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