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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高生，生于1971年2月，湖南郴州人，200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2004～2006
年进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任职于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拥有多年企业实践
工作经验，长期担任管理咨询顾问，参与或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博士后研究基金资助的科研课
题，主持过有关企业战略规划、组织设计等咨询项目，同时长期担任企业经理培训班的高级讲师；主
要研究领域有：战略管理、企业创业、知识管理。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有论
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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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章，寻求降低企业内部市场管理费用的途径。本书首先对企业内部市场的管理费用进
行分析，指出企业内部的管理费用其实是由组织协调费用（纯粹的科层权威机制在配置资源时所发生
的费用）和内部市场交易费用（内部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时所发生的费用）两部分所组成。本书认为
员工认同度、程序化程度和组织规模是决定内部组织协调费用的三个主要因素，由此提出了内部组织
协调费用的分析框架，同时论证了与外部市场交易费用相比，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费用的主要构成部分
是商品价值的考核费用，并由此得出结论：当企业内部市场的边际组织协调费用等于边际内部市场交
易费用时，内部市场化程度达到最优状态。可以说，这一部分的研究为实践中企业寻求降低内部管理
费用的途径指明了方向。 第五章，转移价格是内部市场运作的枢纽。实践表明，现有的转移定价理论
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缺陷，其根源在于对企业内部市场交易本质的错误认识，并把利润作为部门绩效评
估的唯一标准，进而导致对转移价格的作用认识不清。本书认为，内部市场交易的本质是部门之间的
劳动交换，而转移价格的直接作用是披露部门的劳动投入和产出信息，以便高层管理者改善管理，最
终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目的；部门绩效评估的标准不一定是利润，更可以是成本。基于这种认识，本
书根据Ghosh（2000）提出的评价转移定价政策的两个主要标准：第一是这个转移价格定价政策是否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第二是管理者是否感到自己对企业的贡献得到了公平的补偿，并结合企业实
践构建了一个转移定价模型，并解释其具体的实施办法，分析其机制和优点。 第六章，企业内部市场
的调适性和能力条件分析。虽然组织的适应性与可控性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或者说组织对环境的适应
性越强，组织的可控性就越低，反之亦然，但是传统的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的适应性与效率是负相关的
；另外，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理论认为，科层组织是效率的源泉，因为科层组织的可控性强。因此，
现实中只强调组织的适应性，或只强调组织的可控性，都不能满足现代复杂多变的环境对组织的要求
。现代环境需要的是适应性和可控性都较强的组织形式。我们认为，既然一个组织的适应性和可控性
是矛盾的，是此消彼长的，那么，最优的组织形式是适应性和可控性相互平衡的组织形式。当组织的
适应性和可控性相互平衡时，组织的调适性（调适性是指组织自身具有的便于管理人员对生产经营过
程进行协调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达到最佳程度；当二者不平衡时，组织产生调适性漏损。与科层模
式和外部市场模式相比，内部市场模式更有可能达到适应性和可控性的平衡，从而使企业取得最优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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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海尔将这一全面“悟道“进程分为三个阶段。C阶段：建基础体系，将项目分解到人——让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目标。B阶段：提供资源平台——让每个人都有市场资源。A阶段：每一位员工自主经营，
成为老板——最终实现真正的“人单合一”。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让领导做小、让员工做大”的
过程，而其结果则必然是“让企业做小、让顾客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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