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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助理研究员 王斯佳

哈佛商学院
为何看中海尔红领的商业案例

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下，海尔集团与红领集团走在引领传统企业转型

升级的前沿。传统企业的成功转型，不是机械地转型为互联网企
业，而是选择把握互联网思维的核心本质——去中心化、去同质
化，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新经济发展的潮流，探索出互联网思维与工
业、与企业管理深度融合的新范式，在互联网思维的深度渗透下，
促成种种变革，通过颠覆科层制的组织管理模式、大规模定制化
的生产模式、全程数据化驱动的生产流程、顾客与制造商直接联系
以及制造、服务一体化的运营模式等途径，最终实现企业转型升
级。海尔集团与红领集团的经验表明，在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流
动、以人为中心的时代下，建立与互联网思维深度融合的开
放式有机商业生态系统，是传统企业寻求转型突破的一条可
供尝试的路径。

当传统企业的战略、管理和运营模式无法满足时代要求时，一些企业积极为适应和融入互联网零距
离、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特点，实现自身组织战略、管理模式、产品服务等方面的转型。海尔和红领
集团的成功经验展示了传统企业融入互联网思维后的成果，两者以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型的成功实践成为
业内的标杆，同时入选哈佛商学院案例，为我们提供了数字经济时代下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参考。

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管理理论，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首席执行官张瑞敏2005年提出的“人单合一”理论和发展
模式：“人”是员工，“单”是用户价值，“人单合一”即员
工的价值实现与所创造的用户价值合一，这一理念渗透至
海尔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每个角落，海尔的转型成功也是这
一理念被“工具化”应用的过程。

互联网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去中心化”成为数字经济
时代新趋势，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心，海尔将“去中心
化”贯彻到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和组织架构建设中。

为了完成转型，海尔颠覆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制管
理结构，融入“量子管理学”的理念，打造网络化组织，
即将企业中的每个人定位为中心，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
授予权力的输出端。张瑞敏将用户付薪理念贯穿企业管
理，即让员工价值创造以实现用户价值为目标，用户说了
算。为此，海尔实行二维点阵的薪酬制度，横轴是企业价
值如规模、利润、现金流，纵轴是网络价值（用户价值），
如流量、黏度、留存率、活跃用户数量。

为了迅速融入时代潮流，海尔将企业与用户之间交易
的链条缩短，实现从大规模制造产品向个性化定制服务的
转型。

2017年，在全球工业盛会——德国汉诺威工业展上，
海尔向全球首次展出中国自主独创Cosmoplat智能工业互

联网平台，将个人定制化服务打造成自己的特色，也使其
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开路先锋。平台构造了从采购、
营销到服务与互联网衔接的一系列数字信息化环节，融合
了模块采购、智能生产、智慧物流、智慧服务、智能网
器、用户交互、迭代设计和数字营销八个主要环节。以用
户的个性化需求作为生产核心，将实体制造产业链与互联
网接轨，实现了生产制造的柔性化、生产设施的网络分布
化，大数据营销、物联网与用户体验各个环节的交互。

为了使企业转型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增长模式，海尔探
索出生态圈融合共生的发展模式，打造出品牌资本和资源
体系汇聚的社会化协作平台——海创汇。通过开放海尔内
部研发、供应链和渠道等产业资源，整合来自全球的创
意、技术和资金，“海创汇”为智慧家庭、TMT、智能硬
件等领域的技术型创客提供支持：一方面，依托企业优势
资源为创客提供全流程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借助互联
网手段，结合海立方线上平台、Hope开放创新平台、模
块商资源网和模具云等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包含投资、学
院、供应链&渠道加速、空间、工厂、创新技术等一站式
孵化服务。

“硬件+软件+互联+用户”叠加形成的产品生态体系，
从组织内部到外部的用户思维以及生态圈融合共生的发展
模式，促成了海尔今天的成功转型。

海尔：“人单合一”构建商业生态圈

红领集团创始人张代理研究出的一套企业组织管理的
“源点论组织体系”入选哈佛商学院案例。

“源点论”即以企业所有的行为、需求为源点，以源点
需求来驱动、整合和协同价值链资源，最终达成源点需
求，通过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来实现企业目标、产生
价值。“源点”从战略上指的是“愿景”，从战术上指的是

“需求”，这一思想理念反映了红领集团定位向“互联网+
工业”发生转变。

红领探索塑造极致扁平化的组织管理体系以满足企业
转型发展的战略需求。以节点管理为核心，实现组织再
造，即节点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客户服务能力的单元，被
赋予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反向整合
组织资源。点对点、无间隔的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最终形
成，具体特点表现为：红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出发，以能

否满足消费者需求并获得利润为参考系，重新审视、调整
组织内部的管理流程和项目、部门、职能设置，取消了科
层、组织、部门，仅为每个员工留下职务，以职务明确权
责划分，将效率最大化。

2003年，红领开始研究服装的个性化定制，形成了独
特的互联网工业模式。数据驱动大流水作业，彻底改变了
传统的运营模式。

红领用“智造”代替“制造”，“源点论”思想理念驱
动红领将经验从服装领域运用到各行各业。

在“源点论”思想影响下，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
实现平台化的运作模式，与客户建立直接联系并实现大规
模个性化定制生产，红领得以构建一体化开放式商业生态
圈，顺利实现转型，成为“互联网+工业”
的输出者。

红领（酷特）：靠“源点论”完成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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