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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尤里奇，康志军，对我来说都算如雷贯耳的名字。不过无边界组织对企业的意义，什么样的企业
能建设无边界组织，以及无边界组织的局限，其实这本书并没有完全回答明白，估计也说不了太明白
。而且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连这个概念都不信任。对我来说这就是“矩阵式”组织的一种形式，并不
神奇，但需要基础——矩阵式组织最基础的要求是，组织成员都是水准以上的专家，以及高度成熟的
信息化管理工具。另外在同质化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试图建立这样的组织结构可能是一种愚蠢的选择。
2、无边界组织是韦尔奇首创的概念，作者是四位曾帮助韦尔奇构建GE无边界文化的管理学专家。作
者们从垂直、水平、外部及地理四个边界介绍GE的这款“无边界”的组织“流畅艺术”。可能是书中
实践还是15年前的缘故，新意和深度总觉得不够。本想在书中找点关于“组织跨界搜索”的点，遗憾
没找到。三星。
3、非常好的书，里面谈到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我在8年前就已经经历了实践，现在依然是很先进
的管理理念，我让公司管理团队都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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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6年前，我还在中国北方最大的一家经济开发区政府工作，职位是项目主管，工作内容负责对外资
招商引资。我所在科室共20多人，都是和我一样的项目主管。大家背景各不相同，有像我这样刚踏入
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也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金融精英，还有满腹学问的海归博士。年轻的局长对我们这
一群人有个共同要求：每个人必须成为项目专家 —— 外语、法律法规、厂房土地、外汇税收、产业
动向等涉及投资的事务样样都要精通；人人都须具备强大的单兵作战能力，能直接上谈判桌和外商谈
项目。平时我们按项目规模组建临时项目团队，少则1人，多则3人。投资额1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
小组成员可以直接在谈判桌上拍板。 现在读《无边界组织》，很多地方都似曾相识。从某种程度上讲
，局长当年的主导思路正是在帮助我们穿越组织的“垂直边界”啊。今年，我所服务的这家公司成立
了小组项目制。按照公司有重大影响项目成立了跨职能部门项目组，组长（项目经理）和成员可以由
公司任何员工在本职工作以外，根据自己的精力、背景和兴趣自行申请。项目经理拥有和公司其他高
级管理者同样的权力来为项目调配资源。通过成立这样的项目团队，管理层看到了至少两个明显的好
处：第一，项目经理可以锻炼自己操盘跨职能项目和管理跨职能团队的能力，拓宽了职业发展路径；
第二，项目成员有机会跳出本职岗位，去广泛接触更多的业务和人脉，相当于让自己职业生涯发展驶
上了一条快车道。这是我身边发生的又一起穿越“水平边界”的事例。如今，组织的成功要素已经发
生了变化，传统工业时代的规模、角色清晰、专业化和控制已经让位于今天的速度、灵活性、整合和
创新。阿里巴巴的总参谋长曾鸣在《重新定义公司》（How Google Works）的序言中指出，未来企业
的成功之道，是聚集一群聪明的创意精英，营造合适的氛围和支持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快
速感知客户的需求，愉快地创造相应的产品和服务。自激励是创意者的特征，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有一
个赋能（empowerment）的组织，也就是一个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和潜力的组织环境。组织能力
由个人、文化和组织铁三角构成。重译再版的《无边界组织》重点从组织的角度，把如何打造一个赋
能的组织做了全面而透彻的梳理。具体来说，打造无边界组织，就是动用信息、权力、能力和报酬四
大杠杆工具，穿越组织中的四大边界：1. 穿越垂直边界：打造健康等级，将管理者从管控者转化为绩
效教练；建立扁平化组织，缩短决策距离；从上到下充分授权，缩短决策周期和降低决策成本；2. 穿
越水平边界：以围绕着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流程为核心来定位工作；打破部门间的本位主义，让信息和
知识可以在职能部门间横向无障碍流动；3. 穿越外部边界：不再以单个企业视角，而是以企业所在的
整个价值链的视角来看待问题；重新思考和合作伙伴的关系，和合作伙伴一起真正做到共同创造更多
更新的价值；4. 穿越地理边界：拥抱并适应文化差异；以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思想聘用员工；建立think
global, act local的思维和行事模式。有人可能会说，打破垂直边界、水平边界这些事是业务领导才需要
考虑的事情，和HR的联系不大。在我看来，HR完全可以在打造无边界组织的工作中，率先在企业内
部树立起一个标杆。比如，HR组织三支柱的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穿越水平边界的行为
：后台设置共享服务中心和专家中心，打通HR专业知识和服务的流通边界；前台设置贴近客户、服
务于客户的项目经理——HR业务伙伴（BP）；HR BP以围绕如何为客户提供最大价值来定义自己的工
作；后台共享中心和专家中心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资源优势，灵活高效地支持前台的HR BP。再比如
，HR平时自己的外部合作伙伴也不少，有猎头、系统供应商、外部培训师、咨询顾问等等。完全可
以把这些合作伙伴和HR自身放在同一条价值链中，重新去审视和定义各自的角色和地位。双方有什
么办法可以把蛋糕做得更大，可以突破现有的普通合作关系，从而最大限度的为各自所在的组织带来
新的价值空间。打造无边界组织，今天就可以从身边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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