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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工作的革命》

内容概要

“互联网+”时代，出门直接叫车了，工作移动互联了，决策大数据化了⋯⋯原来感觉离自己很远的
互联网正在真真切切地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的工作因为互联网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要么自我革命，要么等待被别人革命，没有他选。
《互联网+：工作的革命》从工具的革命、行为的革命、组织的革命、决策的革命、文化的革命等方
面层层展开，详细描述了“互联网+”对工作各个方面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应对之策，并给出了一些
极具启迪的思路和方法，为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高效工作和有效管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Page 2



《互联网+：工作的革命》

作者简介

致远协同研究院，是北京致远协创软件有限公司联合国内知名大学管理学院、科研部门以及致远部分
客户CIO和高层管理者联合创立的学术应用研究机构。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创新模式，以研究
组织协同和管理行为、服务组织客户为己任，重点在于推动协同应用信息化管理实践和协同信息化产
业的发展。
致远协同研究院目前主要从事以企业、政府为主的组织行为绩效、组织管理信息化评价模型的探索与
应用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作为协同产品研发升级的概念模型和理论支撑，以期研发更加适合中国组织
发展的管理信息化工具，致力于互联网+工作和管理行为的信息化。
致远协同研究院汇集了国内一流的系统信息化专家、组织行为学专家、协同学专家及优秀的企业管理
实践者，以研究院为主体打造一流的协同管理理论专家研究团队，同时凭借致远软件专业咨询和深度
实施团队的力量，为有需求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等提供高可行性的组织行为管理诊断与协同应用信息化
方案咨询和增值服务。
出版著作：协同管理系列丛书，包括《协同管理导论》 《协同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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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工作的革命》

书籍目录

前言 被颠覆的工作世界
第一章 互联网+
梦想的大门， 因移动互联网而打开。世界瞬间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互联网+” 使一切富饶与贫穷
、文明与蛮荒、现实与神话，都在网络的变换中激荡。穿越时空，智慧的源泉自由流淌，滋润着人类
社会——无界的组织、无边的疆域。人类的行为将藉此展开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
+1：万物连接
+2:百业跨界
+3: 时空无边
+4:智慧众筹
+5: 数字生态
“互联网+”引发工作的革命
第二章 工具的革命
人机融合牵动了整个世界的神经，如潺潺细水悄无声息却又势不可挡地走入人们的生活。人和工具相
处久了，彼此就会产生某种互应的默契，像武侠里的剑客与剑那样，剑会产生灵性，与剑客融为一体
。人机融合使没有感觉、没有灵魂、不会思考的物理系统成为生命体，赋予物体以感觉、思考能力和
协作能力。数字世界不再仅仅是物理世界的虚拟映象，而将真正进化为人类社会的新疆界。从来没有
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人机高度融合互联。我们工作的方式就这样被互联网技术工具的变化深刻影响着
⋯⋯
革命1：机器互联:
革命2：持续在线
革命3：智能之芯:
革命4：工作平台:
第三章 行为的革命
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被瓦解了，代之以个体化、差异化和碎片化。 互联网引发了人
类学习方法的改变，手机端的搜索让即时学习成为一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事情。同样，企业社交
化、工作碎片化、创新、快速迭代和跨界颠覆都会带来行为的革命。
革命5：即时学习
革命6：社群交往
革命7：碎片工作
革命8：迭代创新
革命9：跨界颠覆
第四章 组织的革命
随着新技术的爆发式应用，跨界竞争渐成燎原之势，企业竞争环境开始充满不确定性，企业取得战略
优势的难度空前增大。互联网让工作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部门界限，企业组织架构和流
程变得柔性，组织层级之间的壁垒消融，实现去中心化和自主演化，由此给企业带来了组织的革命。
革命10：边界消融
革命11：结构消解
革命12：形态虚拟
革命13：管理柔化
革命14：自主演化
第五章 决策的革命
过去的决策有时是靠拍脑袋。在互联网时代，决策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决策的信息多了，决策的数
据更精准了，决策的地点可以随时随地，决策的角色也将发生变化。
革命15：多维信息
革命16：数据驱动
革命17：用户导向
革命18：实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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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化的革命
文化是组织中无形的执行力。传统组织的文化是基于工业化时代产生的科层制文化（等级文化），而
互联网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平等的文化、大道至简的文化。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没有管理的管理，没有管
理的组织是一种高效协同的组织。“互联网+”的组织必须从过去的封闭思维方式中走出来，转向更
加广泛和开阔的外部力量，以开放的姿态获得高速成长，借助人文情怀重塑商业规则。
革命19：分享得真
革命20：开放求善
革命21：简单是美
第七章 实践与探索
当自由女神高擎火炬、照耀世界，我们同样渴望一种内驱力量带领我们走向工作自由。 但，没有无规
则的自由。立足规则的自由更稳定、更有力量。协同，因连接建立规则，因规则随享自由。
“+” 即协同
互联网 + X = 协同指数
组织协同九宫格
创建高绩效的协同组织
走向工作自由
附录 中国企业组织行为绩效指标体系研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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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工作的革命》

章节试读

1、《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55页

        
用碎片化时间完成大块工作
人们的生活从基本的层次上，时间和空间都越来越碎片化了。这就要求现代人必须具备一种时间管理
能力：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大块的工作。移动办公的出现，让碎片化时间分担了集中工作的压力，把
支配时间的权利从管理者的手中授权给了每名职员，让工作变得更加灵活有弹性。

2、《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96页

        只有“粉丝”，，没有了解和满足粉丝的需求，就不会有“经济”；只有“经济”，没有“粉丝
”，这种经济缺乏用户真心的喜欢和欣赏，也无法长久。只有两只恰当好处的结合，才能产生价值和
效应。“经济”是互联网下的商业模式，“粉丝”是触动互联网的强大力量。

3、《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109页

        互联网不是一个人的发明，而是一群人创造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上，无数人的心血结晶，
才有了今天的微博、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网络、音视频等。这就是一个有力的声明：开放、包容、
共享、代表了互联网的精神。

4、《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112页

        
开放环境必须要和环境相互作用，在消耗资源的同时也在向环境输送资源，必须不断地变换自身形态
以适应环境。在开放环境中，内部效率有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而适应环境的变化、处理环境的干扰
和不确定性、与环境互动以求得生存才是组织的重大问题。

5、《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77页

        
虚拟团队的四个特征：
1. 团队成员具有共同的目标
2. 团队成员地理位置的离散性
3. 采用电子沟通的方式
4. 宽泛型的组织边界

6、《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53页

        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个人的”碎片化时间“就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互联网将大家的时
间碎片化，特别是随着移动端设备的发展，这种碎片化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顺应这种碎片化趋势的
将是整个商业模式和营销管理模式的改变。

7、《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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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互联的五大趋势：
高度定制化互联
植入智能硬件
平台革命
超大数据 + 智能系统 = 出色业务
人与机器无间合作

8、《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43页

        面对纷繁的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6年就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并指出”未来的文盲》
不再是不识字的文盲，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现在的搜索引擎提供的信息整合服务，通过搜索框或者推荐的形式，把信息推送给用户。手机端的搜
索入口可以有效满足人们人们碎片化的时间的学习要求，让即时学习成为一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
事情。

9、《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11页

        
当今，互联网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技术进入到各行各业中，它所带来的“跨界”，与多元化时代的跨界
思维是有所不同的。它不是要实现互联网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混业经营、多业态共存这种跨界，而更接
近于再聚焦时代“打造核心能力”这种模式，使用互联网技术来改造、重塑或颠覆传统产业的核心能
力，为传统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基础。所以，“互联网+”时代的跨界，本质上是能力跨界，而不是业
态跨界。

10、《互联网+：工作的革命》的笔记-第67页

        工作的真正疆界，是在它的作用所到之处，其实就是它的员工行为所及之处。企业的边界曾经以
工厂大门为限，工厂和办公室才是人们工作（办公）的地方。员工已走出这个办公（工作）区域，那
就是“八小时以外”——业余时间或者不办公的空间。
问题在于，到了“互联网+”时代，下班之后，人们可能会在线坚持工作，而且还需要组织的支持、
协作。让工作者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突破”一起做“的常态，变为无边界的协同工作行为，这种
转变的威力和后果将会不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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