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６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３８卷第４期)

第３８卷第４期 外国经济与管理 Vol．３８No．４
２０１６年４月 ForeignEconomics& Management Apr．２０１６

DOI:１０．１６５３８/j．cnki．fem．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３

组织演化间断平衡规律研究述评与展望

杨　超,危怀安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组织演化关乎组织发展方向和生死存亡,是组织研究中的重点内容.间断平衡和

渐进变化是两种主要演化形式,而间断平衡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将渐进变化和剧烈变化囊括其

中,更为全面、准确地描述了组织演化的过程特征,已经成为国外组织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本

文对组织间断平衡演化的概念内涵、研究维度、成因分析及策略构建四个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

了疏理和述评,并针对当前研究中的不足,提炼出亟待完善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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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组织诞生、发展和演化是组织研究最为根本和核心的主题.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使得

组织演化存在与“生物进化”类似的选择和变化机制,把握这种规律可以为组织领导者和管理

者明确组织定位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外对组织“间断平衡”(punctuatedequilibrium)演化规律的探究

日渐深入,批判性地吸纳和讨论了源自古生物进化领域的这一概念在解释组织变革中的应用,
为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等进化理论在组织科学中的应用和实现组织时空双维度的优化提供了向

导.国内尚缺乏相关研究,少量公共政策研究者以该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政策变迁过程,如土地

和房地产政策(原华荣等,２００７;范广垠,２０１０)、财政预算政策(於莉,２０１０)、交通管理政策(文
宏,２０１４)等.而截至目前,企业组织研究仅有门一等(２０１５)研究了高管团队的“即兴”行为.

　　本文以“punctua∗ equili∗ ”为检索式,在 WebofScience、EBSCO、Elsevier、Sciencedirect
等数据库检索出论文２８０余篇,筛选出发表在OrganizationScience、ResearchinOrganizaＧ
tionalBehavior、TheAcademyofManagementAnnals、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InternationalJournalofManagementReviews等管理学期刊的论文５５篇以及相关综述７



组织演化间断平衡规律研究述评与展望 ３７　　　

篇.如表１所示,已有综述均将间断平衡规律作为组织变革或组织某个领域变革的一种模式进

行归纳或比较,而缺少仅就规律自身研究进展深度进行的述评.且宏观上的组织变革研究综述

更为强调组织不同阶段的变化,掩盖了间断平衡规律的整体性.微观上的某个组织领域变革综

述则限于研究范围,不涉及该规律在组织研究其他领域的动态,且均非针对该规律,只在部分章

节有所涉及.鉴于间断平衡演化规律的研究文献中缺乏对组织演化的有效解释力和跨学科反思

的科学性的系统述评,本文聚焦于解构组织间断平衡演化规律,从概念内涵、研究维度、成因分析

以及策略构建四个方面进行述评,以期构建较为完善的理论架构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表１　组织间断平衡规律相关综述

学者及年份 综述相关内容 视角 贡献

Weick和 Quinn(１９９９) 综述了片段变化和连续变化的变化速度和顺序 宏观 细化了变化的速度内容

VandeVen和Poole(２００５) 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了组织变化的四种分类 宏观 探究了组织变化的本质

Chang等(２００６) 以内容、群体和路径依赖的三维定义空间比较了
团队发展研究的间断平衡和整合模型

微观 实现了概念的三维定位

Young(２００９) 在全面整合变革研究后提出了变革的元模型 宏观 展现了变化与应对过程

Besson和 Rowe(２０１２) 比较了演化主义、间断平衡和制度主义三种理论
对信息系统条件下的组织转型的作用

微观 讨论其在组织转型中的作用

Gioia等(２０１３) 述评了组织身份构成和变革中间断平衡规律研究 微观 深化了组织身份变革的认知

Humphrey和 Aime(２０１４) 比较了间断平衡和其他团队微观动态理论 微观 深化了团队发展的过程认知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二、组织演化过程中间断平衡规律概念阐释

　　(一)组织演化间断平衡规律概念界定及演进

　　“间断平衡论”是 Gould和 Eldredge(１９７２)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种族渐进主义思想基础上

提出的新理论,即“一种被偶然、快速和片段式的事件所扰动的自我平衡”.在古生物学研究

中,该理论提出了与达尔文“渐变论”相异的变化思想,将“渐变”和“突变”两种现象囊括在内,
更为准确地描述了生物演化的过程,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变化”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

Tushman和Romanelli(１９８５)最先将间断平衡引入组织演化研究,认为组织是在相当长时间

的渐进变化和适应的整合期过程中受到短期的不连续变化的再定位波动影响下实现演化的.
而波动期的战略、力量、结构和控制从根本上促进了组织转型.随后,间断平衡演化规律在团

队、组织发展、科学史、生物演化以及物理科学中均得到解释,“展现出在组织研究中广泛的适

用性”(Gersick,１９９１),由此推开了其在组织科学领域的多角度探讨.本文系统梳理了此后组

织间断平衡演化规律的概念推进(见表２).
表２　组织间断平衡规律概念推演概要

学者及年份 概念与内涵 推进之处

Tushman和 Romanelli(１９８５) 组织在较长的稳定期(平衡态)受到相对短的
根本变化期(突变态)扰动后演化

首次将间断平衡理论引入了
组织演化规律研究

Gersick(１９９１)

间断平衡规律存在深层结构、平衡态、剧变态
三个关键构成部分.深层结构的特征为:组
织构成存在异质性;异质性维持或控制其与
环境的资源交换

明确了“深层结构”的定义,对
间断平衡规律的适应性研究
意义重大

Beugelsdijk等 (２００２);RuthＧ
erford和Buller(２００７)

间断平衡状态中平衡态和突变态的先后发生
顺序差异;组织的大规模变化是非连续、剧
烈、低频、可见的,在状态转点存在“合理性门
槛”

考虑了组织间断平衡演化的
态势秩序及拐点



３８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３８卷第４期)

续表

学者及年份 概念与内涵 推进之处

Street和 Gallupe(２００９)
将组织变革范围(收敛适应、根本变化)和步
骤(持续波动、间断剧变)两个维度纳入间断
平衡规律

进一步细化了两种变化状态
的维度

Besson和 Rowe(２０１２)
组织间断平衡演化是在组织惯性、组织过程、
组织机构和组织绩效四个方面交互影响下形
成的

细化了“深层结构”和“状态阶
段划分”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从概念推演可知,组织在较长期的稳定状态中,其深层结构与环境资源进行信息交换,受
到环境危机和突发性事件影响,是在快速、间断性、剧烈的变化中实现演化的.间断性波动会

影响到组织—社会关系以及组织身份变化等.

　　(二)间断平衡与其他组织演化过程的理论辨析

　　 组 织 演 化 过 程 研 究 相 关 理 论 包 括 渐 变 论 (incrementalism)、计 划 变 化 论 (planned
change)、复杂性理论(complexitytheory),均在一定时期产生了深刻影响.组织间断平衡演

化规律对组织变革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其包容性、科学性和可视性.

　　首先,包容性体现在吸收和涵盖了组织渐变论的内容.达尔文主义的组织渐变论认为组

织演化过程是逐渐发生的,其“均变”思想是间断平衡理论极为批判的.间断平衡论则将渐变

和突变两种状态区分开来,在变化速度上存在“平衡—间断式突变—新的平衡”过程,为工业企

业组织发展提供了新视角(Dekkers,２００５),是对渐进演化理论的补充.

　　其次,科学地回应了“计划变化论”中组织变革的缘由,将外部环境的显著影响包含在内.

KurtLewin提出的计划变化论曾主导组织变革研究近４０年,其贡献在于“打破平衡(unfreeＧ
zing)—迭代推进(moving)—再次平衡(refreezing)”三阶段模型(Burnes,２００４).间断平衡论

主要从变化的速度和范围批判了计划变化论,认为变化不能“计划”,变化的过程受到组织内部

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

　　第三,具有明显的可视性.复杂性理论解释了异于间断平衡论的组织变革现象.自然科

学的复杂性理论主要是在持续自催化、动态非线性的组织变革难以预测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的,
复杂性理论提出了不同于渐变论和间断平衡论的新模式,是对不符合间断平衡演化规律的组

织演化模式的一种补充.

三、组织间断平衡变化的测量、成因及应对策略构建

　　国外学者主要从客观性变化测量、变化成因分析和应对策略构建三个方面开展研究的(见图１).

　　(一)客观性变化测量

　　鉴于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维度划分,本文经过对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在组织研究期刊中的

间断平衡相关文献归类,按变化内容、变化形态、变化速度、变化方向四个维度呈现了研究进展

和动态.

　　１变化内容.间断平衡规律整合了强调组织种群变化的生态模型,侧重渐进变化和平衡

的适应模型以及探析形态变化的转型模型,认为组织发展过程是持续的平衡态经过再定位

(reorientation)的剧烈变化后达到新的平衡态的过程(Tushman和 Romanelli,１９８５).组织变

革主要发生在关键事件或者节点之后,表现为剧烈的波动,先前相对稳定的平衡态随之被打

破.组织活动的层级区分对组织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也决定组织变革的内容,即组织文化



组织演化间断平衡规律研究述评与展望 ３９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１　组织演化间断平衡规律研究框架图

(核心价值)变化、战略变化、权力分布变化、结构变化和控制系统变化(Romanelli和 TushＧ
man,１９９４).由此开启了组织间断平衡的变化内容的定性和定量研究.

表３　变化内容测量指标

变化内容 测量指标

战略

市场战略变化(Romanelli和 Tushman,１９９４);某一具体战略变化(Gordon等,２０００);产品创新
战略变化(O’Shea,２００２);技术扩散趋势变化(Loch和 Huberman,１９９９;Sood等,２０１２);出口
销售战略变化(Katsikea等,２００５);先前战略性根本变化(Wischnevsky和 Damanpour,２００８);
知识战略(知识探索、知识开发)转换(Revilla和 Rodríguez,２０１１);组织慈善捐助变化(Tilcsik
和 Marquis,２０１３)

结构
职务分配变化(一般管理和功能性职务比重)变化率(Romanelli和 Tushman,１９９４);熟知度和
正式干涉(Okhuysen,２００１);先前根本性结构变化(Wischnevsky和 Damanpour,２００８);收购与
结构重组(Barkema和Schijven,２００８);组织规模(Mudambi和Swift,２０１１)

权力分布
执行团队流动率、研发变化率以及研发职务的变化率(Romanelli和 Tushman,１９９４;Clarysse
和 Moray,２００４;Wischnevsky和 Damanpour,２００８);２５％的高管团队功能性变化率(Gordon
等,２０００);团队发展多维性(Chang等,２００６)

控制系统
销售及一般性行政支出占总销售份额的１％的变化率(Gordon等,２０００);会计制度演化率
(Waymire和Basu,２０１１)

组织文化

团队愿景(折中均衡、战略匹配、清晰度)(Revilla和 Rodríguez,２０１１);组织规章制度变化率
(Schulz,２００３);组织合作机制变化(Revilla和 Rodríguez,２０１１);组织身份构成变化与组织记
忆变化(Gioia等,２０１３;Schultz和 Hernes,２０１３);知识管理与组织工作环境变化(McIver等,
２０１３);员工工作身份损失与修复(Conroy和 O’LearyKelly,２０１４)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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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内容研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组织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截至目前,对于战略、结
构、权力分布、控制系统以及组织文化这些子维度的变化测量指标并没有形成完整、一致认可

的体系.以组织活动的两个层级为依据,根据文献整理得到表３的定性和定量测量指标.第

一层是组织再定位层(战略、结构、权力分布和控制系统),前三方面变化的研究较为丰富深入,
而对控制系统变化的研究则略显单薄(如表３所示).第二层是组织再创新层(组织文化:客
户、竞争、技术和员工),仅有一些学者在技术、员工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如构建了团队愿景变

化作用指标(Revilla和Rodríguez,２０１１),提供了组织制度变化率计算公式(Schulz,２００３),而
在客户和竞争的间断平衡规律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尚乏.

　　２变化形态.从宏观变化的形态来看,组织间断平衡演化形态是以渐变论为基础,并考

虑了变化波动和环境因素的非线性形态.大量文献研究了初始平衡态、门槛节点(事件)、剧烈

变化态以及新平衡态的形态特征.

　　一方面,平衡态和剧变态是间断平衡演化中的两种典型状态.平衡态指的是相对长时期

的渐进变化和适应(Tushman和Romanelli,１９８５).平衡态并非长久保持小幅的渐进变化,而
是在渐进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根本性的剧烈的变化(Romanelli和 Tushman,

１９９４),如Beugelsdijk等(２００２)实证研究了两种常见的间断平衡变化形态(从剧烈到渐进变化

和从渐进到剧烈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见图２).

　　另一方面,门槛节点是两种状态转换的诱发点,可以解释转换时间、诱发事件、外部事件冲

击、组织关系等多方面问题.此方面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集中于“组织合法性门槛”与
组织形态变化,代表学者有Zimmerman和Zeitz(２００２)、Rutherford和Buller(２００７).合法性

门槛(legitimacythreshold)指的是“新企业发展的合法性的分界点,低于该门槛时新企业的目

标为生存,且很容易破产;而达到之后则能够获得合法认可和资源”(Zimmerman和 Zeitz,

２００２).Rutherford和Buller(２００７)进一步研究发现,门槛前后组织变化表现在组织结构从高

度集中逐渐开始离散化,发展的难题也从缺乏资金转变为低效率和缺乏系统性.第二类研究

则探讨门槛节点的诱发性“门槛事件”(ThresholdEvent)对组织战略的影响.由于管理者在

事件后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造成了组织发展走向转变,如 “９１１”事件对美国航空业商业战

略变化的影响(Goll和 Rasheed,２０１１)和研发经费短期剧变对组织探索性创新活动的影响

(Mudambi和Swift,２０１４).第三类研究讨论组织关系的“门槛节点”及变化,如编码于自传体

记忆(autobiographicalmemory)中的锚定事件(anchoringevent)推动组织关系在互惠和非互

惠形式间转换(Ballinger和Rockmann,２０１０);又如团队关系经过生命周期中点后,若继续引

入创新,由于精力不集中和生产力下降引起的“沮丧”也会导致项目质量、团队成员满意度、团
队成员学习积极性的下降(Ford和Sullivan,２００４).

　　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组织间断平衡规律更适用于成熟型企业,新企业转型方式为可

持续转型(sustainingtransitions)或破坏性转型(disruptivetransitions)(Ambos和 BirkinＧ
shaw,２０１０).因此,后续研究可以试图探讨间断平衡规律的适用条件和界限.

　　综观变化形态研究可以找到两大趋势:一是“平衡态—剧变态—新平衡态”不一定是唯一

形态(Beugelsdijk等,２００２),间断平衡多种形态的探索已成为趋势;二是门槛节点研究范围不

断扩大,组织演化历史分析覆盖组织结构、组织创新、组织关系等.而研究的不足在于:其一,
状态研究不成系统,新平衡态被视为组织变化的终点,且并未考虑不符合常规模式的其他变化

过程的间断平衡解释.其二,对门槛节点前后组织变化历史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对门槛节点的

发生预测、规避或推动门槛节点出现、门槛节点前后组织变化幅度范围等更具前瞻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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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却尚未受到关注.

　　３变化速度.组织间断平衡演化的变化速度(pace)有两种:片段变化和连续变化.首

先,Weick和 Quinn(１９９９)提出片段变化和连续变化存在本质差别.片段变化需要外部干涉,
体现出组织惯性,强调宏观性和短期环境适应性;连续变化则是平衡永续的,体现出自组织特

征和变化紧迫性,强调微观性和长期环境适应性.第二,Street和 Gallupe(２００９)将变化速度

和波动范围(scope)结合,将间断平衡变化形态进一步划分为四种,即持续收敛型、持续剧变

型、片段收敛型和片段剧变型;另一种分类见于 Gioia等(２０１３),将变化速度的快慢考虑在内,
形成停滞(慢速片段变化)、渐进变化(慢速连续变化)、剧烈变化(快速片段变化)和不稳定混沌

态(快速持续变化)四种.第三,有学者探讨了变化的速度和波动范围与组织发展的关系.在

间断平衡框架下,探索性创新和挖掘性创新转换研发资金的波动与公司规模扩大是正相关的;
研发资金波动不利于小公司规模扩大,却有助于大公司的发展(Mudambi和Swift,２０１１).

　　４变化方向.组织间断平衡演化方向的研究集中于门槛节点后的正向增长,如 Gersick
(１９９１)从跨学科领域比较研究了演化增长趋势.Beugelsdijk(２００２)以荷兰喜力啤酒为例分析

了组织的增长形态.仅有Rutherford和Buller(２００７)在研究门槛节点事件后的组织演化路径

时对组织出现萎缩、衰落乃至崩溃的负向变化略有提及.

　　因此,组织演化在速度、范围方面的变化叠加交织,极为复杂,研究也从单一的速度研究走

向速度与范围、组织、环境等方面的结合,在此基础上的多维度立体研究应是研究趋势.速度

与方向的研究有三点不足:一是变化速度和浮动范围是平衡态和剧变态的划分依据,但已有研

究中尚无明确的划分指标;二是方向研究不应囿于门槛后的正向增长,也应探讨门槛节点后缓

慢正向、停滞、衰减等其他变化路径的研究,刻画不同组织演化的真实路线;三是缺乏速度与方

向的关系研究,变化的速度和幅度是否会影响方向路径,如何把握速度来预判组织变化方向,
仍需得到解答.

　　(二)变化成因分析

　　已有研究围绕管理者作用、内部力量和外部环境探讨了组织间断平衡演化变化成因(如图

２所示),将管理者作用与内外部因素并列,说明管理者作用突出,足以左右其他内部力量应对

外部环境变化.

　　１中高层管理者的管理间断.经文献整理发现,导致管理间断的因素可归为环境意识、

CEO和高管团队流动率、管理团队异质性和高管即兴行为,管理间断通过执行领导力发挥作

用.第一,从环境意识的形成出发,研究发现团队环境的长期稳定会促进组织惯性;反之,环境

变化和技术不连续性会增加团队变化和异质性,引起管理间断(Keck和 Tushman,１９９３;GorＧ
don等,２０００).第二,研究发现,以CEO 流动率和高管流动率为诱发因子,CEO 的连任有助

于组织绩效(Haveman等,２００１),CEO任期长有益于组织稳定,而CEO 交替有可能触发管理

间断(Beugelsdijk等,２００２).将CEO流动率排除后,高管团队的流动率会抑制组织战略的快

速变化(Gordon等,２０００).第三,团队异质性对管理间断有调节作用,但在推动还是抑制管理

间断上,学者间存在分歧.团队异质性是团队成员年龄、学历背景等属性的差异性.一些学者

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高,有助于形成平衡态(Keck和 Tushman,１９９３;Gordon,２０００).但也

有学者以财富５００强公司为样本分析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强有助于组织战略变革(WierseＧ
ma和Bantel,１９９２).第四,“即兴行为模式”是将时间和心理要素考虑在内的新研究视角

(Leybourne,２０１０).管理者的即兴行为研究,既考验了管理者的应变能力,也会引起管理手

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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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组织演化间断平衡规律研究成因

　　２内部力量.内部力量在组织间断平衡过程中既有推动作用又有抑制作用,因而将图２
中的内部力量因子归为三类:一类是推动剧变和间断的因素:主动研发管理、技术驱动、创新模

式交互.主动研发管理在促使研发经费间断平衡式变化与探索式创新和挖掘式创新交替模式

保持一致时,会促进组织的发展(Mudambi和Swift,２０１１).新兴技术演化和技术创新路径符

合间断平衡规律,还会促进团队合作符合间断平衡共演(Garfield和 Dennis,２０１２;Sood等,

２０１２);与之相似,两种创新模式交替自身也具备间断平衡性(Gupta等,２００６),良好把握二者

交替,会促进组织跨越发展(Mudambi和Swift,２０１４).另一类是抑制剧变的因素.具体表现

为:组织规模大和结构复杂(Tushman 和 Romanelli,１９８５;Gordon 等,２０００;Mudambi和

Swift,２０１１)、路径依赖(Besson和Rowe,２０１２)、相互依赖(Albert等,２０１５)等.此外,还有一

类因素的推动和抑制性要视情况而定,如组织学习.组织学习会受内外部其他因素的影响,连
续的组织学习是组织转型演化的必需条件,而组织学习的中断则产生抑制作用(Engeström
等,２００７).

　　３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因素是组织间断平衡演化的触发因素,包括公共政策变革、产业

动荡、新兴沟通和管理技术、突发性事件以及自然灾害五类.第一,公共政策变革因素.Doh
和Pearce(２００４)提出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多方博弈迫使政府政策具有不确定性,进而要求组

织依据不确定程度、政策变化幅度和反应两个特征分类制定战略.以此为基础,PerezBatres
和Eden(２００８)进一步实证研究了墨西哥本土银行应对本土保护政策突变的冲击.第二,产业

动荡因素.Tushman和Romanelli(１９８５)提出市场变化驱使产业重大调整和动荡,进而改变

组织演化轨迹.该观点在后续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如石油危机破坏产业平衡态引发组织结

构和系统间断平衡变化(Grant和Cibin,１９９６),快消市场品牌非线性演化“营销地震”会打破

市场平衡态引起战略调整(Hamlin等,２０１５).第三,新兴沟通和管理技术因素.实证研究发

现,战略信息系统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促成组织结构间断平衡式演变,如通讯信息技术促进组织

创新间断平衡过程(Grover等,２００７),企业资源计划(ERP)推动商业组织系统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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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ytinen,２００９).第四,突发性事件和大事件因素.Ballinger和 Rockmann(２０１０)提出“锚
定事件”会促成组织间断平衡走向,如“９１１”事件引起美国航空运输业商业战略应变能力变

化(Goll和Rasheed,２０１１),奥林匹克运动会对“财富１０００”公司慈善捐助的时间范围产生影响

(Tilcsik和 Marquis,２０１３).第五,自然灾害因素.Tilcsik和 Marquis(２０１３)研究了自然灾害

事件前后灾难强度与组织慈善捐助正负面影响的关系,说明自然灾害也是造成组织间断平衡

演化的要素之一.

　　从成因分析中可以看出,造成组织间断平衡演化过程的要素是多方面的,虽然现有研究已

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但仍有如下方面亟待完善:第一,管理间断通过执行领导力作用于

组织演化问题早在 Tushman和 Romanelli(１９８５)中就已提出,但至今实证研究很少,需要关

注的是执行领导力是否是唯一方式,具体作用形式有哪些.第二,时间作用已经有一些初步研

究,如即兴行为研究(Leybourne,２０１０),但空间作用研究也不可忽视.如突发性事件或危机

对组织演化模式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关注(Ballinger和Rockmann,２０１０),但突发性事件和自然

灾害有时会超越国界,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它们如何影响组织跨国空间演化动态的间断平衡

性有待探讨.第三,内部力量、外部环境与管理间断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受到了学者的初步探

讨,但三者间关系是如何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分别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或者抑制组织间断平衡演

化,有待回答.

　　(三)应对策略构建

　　应对策略构建研究仍然较为零散,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间断平衡不同阶段的回应

策略.

　　１“先抑制后推动”的平衡态策略.首先进入“冻结”(freeze)期.新企业摸清各种力量形

势,势必维持和平衡各方力量,制定和执行复杂的组织制度结构.新企业还需要加强外部网络

联盟构建(networking).随后是“再平衡”(rebalance)期.将内外部差异合理权衡,重新锁定

和发现缝隙市场机会,警惕不利于组织发展的危机性变化,将组织演化的几种路径选择列出,
以便于决策选择.最后,若进一步推动组织变革,则进入释放(unfreeze)发展约束期.将发展

机会和价值充分结合,在执行过程中更加灵活.整个过程中,以执行领导力(executiveleaderＧ
ship)为手段,是否推动变革主要取决于前期平衡态的时长和成效以及执行团队的异质性程度

(Tushman和Romanelli,１９８５;Haveman等,２００１;Nkomo和 Kriek,２０１１).

　　２“内外并行”的临界策略.根据文献整理为组织内部的“缝合”(bridging)策略、研发创

新(innovation)策略、应对外部危机的“先发制人”(preemptive)策略和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策略.“缝合”策略就是组织学习进入临界态时提高学习质量和次数,努力将学习中断弥补和

连接,促进学习的连续发展,重视组织成员的工作心理变化,弥补员工工作情绪损失,构造和重

塑组织愿景(Engeström 等,２００７;Young,２００９;Conroy和 O’LearyKelly,２０１４).研发创新

策略是改变研发投资模式,在临界期根据内外部形势调整探索式和挖掘式创新的比重,促进组

织研发产品适应变化(Mudambi和Swift,２０１４).“先发制人”策略要求企业主动迎击临界变

化,增强组织防御竞争力,如德意志电信集团在面对公共政策突变时,做好准备,降低政策突变

威胁(Doh和Pearce,２００４).实施国际多样化策略,开发适应国际环境的能力,增加组织学习

的知识库,在不同政治条件下摸清公共政策的“游戏规则”(PerezBatres和Eden,２００８).实质

上,组织间断平衡演化是内外部环境适应的过程(Siggelkow,２００１).

　　３．“四位一体”的剧变态策略.Grover等(２００７)将其精炼为“适应、控制、同步、突围”策略.
首先,落实适应(adaptive)措施前需要进行环境扫描,评价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技术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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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需求的有效性,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动态能力适应性,驱动组织惯性逐步适应外部环境

需求和变化(Doh和Pearce,２００４;Grover等,２００７;ElSawy等,２０１０).第二是控制(control).
将技术发展和公司计划、管理信息系统与组织深层结构紧密融合,健全绩效评价系统,明确信

息技术的价值定位,促进其服务于公司在剧变期的快速发展和波动(Porra等,２００５;Grover
等,２００７;Young,２００９;Fink,２０１０;MacBryde等,２０１４).第三是同步(Synchronization).保

持投资选择和政策变化同步,既能促进组织获得先驱者优势,保持领先的竞争地位,又能减少

政策剧变冲击(Doh和Pearce,２００４).第四是突围(Breakout).全面突破组织惯性(包括团队

惯性、产品惯性、品牌惯性等),营造良好的产品形象,重视组织的社会关系,承担社会责任,树
立组织价值标杆(Tilcsik和 Marquis,２０１３;Hamlin等,２０１５).剧变态的冲击力强,执行领导

力应在外力驱动、内部任免和招聘模式变化下形成合力作用于组织演化(Tushman和 RoＧ
manelli,１９８５).

　　整体而言,大部分研究更关注规律发现和变革模式的阐述,却忽略了策略分析.即便是已

提出的策略也存在较多不足:一是策略针对性不够强.如变化内容中的组织文化、结构变化、
权力分配、变化形态转换、变化速度和方向把控等多方面缺少实质性策略.二是策略描述比较

空泛,实操性不够强.策略制定应以变化成因作依据,究根溯源,实证分析成功或失败案例,使
理论概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三是不同阶段的策略属性尚不明确.应将策略是推动还是抑制

的正负方向标示出来,以便于决策者快速找出应对策略.

四、未来展望

　　虽然间断平衡演化规律引入组织研究已有较长时间,国外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极具创造

价值,但在理论系统建构上仍有待完善,实证研究也仍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探索.后续的研究可

以重点从以下方面展开:

　　１组织间断平衡测量指标有待形成体系.尽管生物进化中的间断平衡规律在组织研究

领域已经得到诸多实证支持,但依照 Tushman和 Romanelli(１９８５)提出的组织文化、战略、结
构、权力分布和控制系统五个维度测量指标并不完善.一些测量指标存在重复,比如战略内容

中的“市场战略变化”和“某一具体战略变化”等,且所提出的指标都缺少后续研究的推进和完

善,并没有得到广泛地应用.组织再定位层和组织再创新层的划分很好地区分了变化的内容

和层次,但如何将这两层指标具体化,尤其是再创新层中客户和竞争指标还缺少研究.总体而

言,需要全面完善组织间断平衡过程的测算体系,在现有理论和指标的基础上,规范和科学地

编制指标体系,为把握组织演化提供量化方法.

　　２．组织演化的其他形态能否在间断平衡规律中得到解释仍有待解答.一方面,从前述研

究中可得,组织演化存在其他形态.如认为新企业的转型方式存在可持续转型和破坏性转型

(Ambos和Birkinshaw,２０１０).在Rutherford和Buller(２００７)中也略有提及一些组织确实出

现了门槛节点后的“衰减”或“停滞”的现象.后续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这些路径是否遵循间

断平衡规律,若符合,那么是否间断平衡规律存在多种演化路径或形式? 若不符合,那么能否

划定间断平衡规律在组织适用情形中的界限.另一方面,组织临界期负向变化或其他路径变

化研究可围绕“影响组织临界衰减或失败的关键因子有哪些? 门槛节点冲击后增长组织与衰

减组织在临界期之前存在哪些差异?”等问题展开.还可以在 Conroy和 O’LearyKelly
(２０１４)探讨工作身份损失和修复的基础上,推进研究出现衰减停滞的组织管理者和员工的工

作心理存在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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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应重点关注门槛节点的前瞻性研究,“新平衡态”不应是组织间断平衡研究的终点.宏

观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也具有间断平衡性特征(Dow和Reed,２０１１;Wallace,２０１３),现有研究聚

焦于组织间断平衡“增长”,但实践中诸多组织并未迈过“门槛节点”,组织失败案例分析对门槛

节点研究更有意义.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的临界期,外部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变革恰

对组织演化造成了冲击,组织如何衡量自身经受门槛节点的能力? 如何利用间断平衡规律去

预测未来组织演化的方向和把控变化速度? 如何处理门槛节点的机遇和挑战,规避或推动组

织门槛节点的出现? 组织在“新常态”前后变化幅度存在哪些差异? 组织演化与社会经济系统

演化是否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和共演特征? 这些问题的研究既能丰富组织间断平衡演化研究,
又能指导当前中国的组织演化.

　　４执行领导力研究有待深入,管理间断与内外部因素的关系亟待厘清.虽然执行领导力

已经受到部分学者关注(Nkomo和 Kriek,２０１１),但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尚缺乏.执行领导

力直接作用于组织间断平衡演化的过程,应从实施形式、影响作用、变化过程等方面加以探讨,
从而保障间断平衡阶段策略的落实,这在引导组织演化路径中的作用时不容忽视.另外,管理

间断是作用于内部力量还是受到内部力量的约束? 在多大程度上,管理间断能够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 间断平衡演化过程中内部力量和外部环境是如何交互的? 这些问题应是后续研究的

方向.

　　５组织间断平衡跨国空间演化与突发性事件国际影响需要引起重视.现有研究以时间

为轴,探究组织在时间上的演化过程,而当前跨国组织遍布全球,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也跨越国

界,比较分析同一组织在不同国家的演化过程,讨论其组织空间演化是否存在关联? 是同步演

化还是异时性演化? 国际突发性事件对组织的空间演化是否存在影响? 组织间断平衡演化是

否具有空间性? 这些问题的解决为组织间断平衡演化从二维平面走向三维立体研究提供了依

据,也为跨国组织管理提供了思考和启示.

　　６应对策略机制仍有待建构完备的系统.已有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和发现组织演化过

程中的间断平衡规律,集中于证明其在组织研究中的存在性和在不同时期的驱动力量,而专门

针对不同演化阶段的组织策略研究则非常少.因此,为提高理论的应用性,后续研究应注重管

理实践,针对性地构建不同阶段管理策略系统,并且根据组织演化路径对管理策略实施结果作

预测性提示.以组织文化、战略、结构、权力分配和控制系统为整体框架,帮助管理者快速选择

应对变化的方法.总体而言,相对于现在分散的策略机制,管理策略系统建构为决策参考提供

了更为完善的建议,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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