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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总是伴随着饱含激情的创新和难以预见的颠覆，随

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学技术的全面突破与逐项应用，社会经

济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包括企业从内部的提升与

聚焦到以客户为中心的“向外看”视角转变，从垂直整合和大企业主导式

创新向协同创造、多元分散的模式转变，从固化流程到移动互联的办公方

式转变，从稳健存续的经营方式向快速迭代和跨界竞争转变，而这些变化

都驱动着组织的进一步沿革。 

在此背景下，毕马威中国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百年跃变：浮现中的

智能组织》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报告以组织智能度图谱及在此基础

上划分的智能组织的四个阶段为核心，结合处于不同阶段的智能组织案例

的详细分析，进行未来智能化组织特征及发展阶段的阐释，并提出在全球

化、跨界化、多样化、生态化的趋势下，未来组织转型的赋能之路的途径

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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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阿里研究院”公众号并回复“智能报告 0417”，可免费

下载报告完整版。 

报告指出，数字化时代对组织的最大影响是对商业模式的颠覆。在数

字化技术和共创文化的驱动下，传统价值链导向的商业模式逐渐向平台化

的模式迁移，数字化时代的竞争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个性体验、多向互动、参与平台（或交易平台）、生态系统”

四个方面。而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是通过清晰透明接口的交互连接、多方

关联群体的共同创造、数据算法的智能驱动和多边网络效应的协同发展来

实现的。 

  

通过剖析数字化时代新型商业模式的关键驱动要素，并结合我们对相

关智能化组织的观察，我们总结出了智能组织的几大特征。未来的组织将

以客户为中心，在客户体验、在线交互、群体创造、接口透明、智能驱动、

网络协同六个维度上，实现智能化。其中，客户体验重点关注的是为客户

提供增值、创新、深层次的个性化体验，在线交互重点关注的是业务的在

线化和多向增值交互；群体创造重点关注的是通过整合和吸引相关资源，

实现对内跨部门、对外跨边界的共创共赢；接口透明重点关注的是接口的

清晰易懂、开放性和扩展性；智能驱动重点关注的是数据、算法和专家智

慧针对业务的迭代驱动；网络协同重点关注的是协同的工作效率和决策精

准性，以及单边或多边网络效应的有效激发和科学治理。在此基础上，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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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智能组织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并结合对于中国企业组织模式的洞察，

我们将智能组织划分为 1.0-4.0 的四个阶段。 

毕马威亚太区及中国主席陶匡淳表示：“在新的时代坐标下，企业的

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进步，向市场提供产品与服务

的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和释放，与此相对应的企业内部资源协调决策机制

与管理模式也正经历着很大的变革。在智能时代下，如何构建有效的组织

模式与运行机制也一直是企业管理领域重点关注的对象与研究课题。在企

业组织转型之路上，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无论是传统工业企

业，还是互联网基因下的创新公司，去尝试、探索、迎接组织的蜕变与进

化，为企业在智能时代全球化竞争下赢得先机。”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表示：“阿里巴巴商业

操作系统助力企业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实现端到端的全链路数字化。基

于“数据+算力+算法”的机制，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正在赋能各类企业，

使企业的品牌、商品、销售、营销、渠道管理、服务、资金、物流供应链、

制造、组织、信息管理系统等 11 个商业要素实现在线化与数字化。” 

钉钉作为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中赋能组织升级的重要抓手，为报告

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数据显示钉钉在智能移动办公领域的活跃用户数

排名第一，超过第二至第十名活跃用户数总和。报告以钉钉为线索深入研

究了嘀嗒出行、洛可可、洛客、阿里巴巴等典型案例，剖析了智能组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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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可能的形态。通过这些企业我们进行了组织智能化变化轨迹的分析，

并提出智能化组织的演变路径：建立数据中台将会是一种使组织转型成未

来组织的可能手段。在平台架构设计的基础上，辅以智能化的技术工具，

配合以适应未来的管理哲学与领导者的卓越领导力，打造智能化组织。 

  

报告从社会、组织及个体的角度进行了智能化组织转型意义和价值的

阐释，互联网革命将人类的单体价值创造释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目前

所处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将带给我们更为光明的未来。人类将从重复劳动

中解脱，追求更有创造力的自我价值实现，个体的实现引发群体的实现，

最终改变组织形态。毕马威人才与变革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任爱民表示：

“未来组织形态的选择对于企业绝不是单项选择题，也不能简单进行对标

和模仿，企业家做出组织形态或特征的任何选择或尝试前，首先需要进行

的是有价值、有逻辑的独立思考，我们希望本份报告能为这类思考提供一

种启发，打开一个视角。”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8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