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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理论新进展：非线性成长机制

李森森　刘德胜

摘要：关于企业成长的理论研究，经历了函数、契约等线性分析为基础的阶段，逐渐向生命系统、复杂适应
系统（ＣＡＳ）等非线性分析的阶段演变，反映出企业认知过程的演进，表明线性分析模式已难以解释企业成
长的复杂性。通过梳理不同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路径和内在逻辑关系揭示，探析企业成长理论未来研究
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非线性范式的企业成长问题研究是趋势的必然，进而提出企业非线性成
长机制并分析了其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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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成长理论演进路径：由线性到非线性

人类的演进历史表明，从线性到非线性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线性科学强调是以还原论为特征的。
随着物理学中的分形、自相似等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系统的形成和内在作用是从无序到有序，呈现

出竞争、迭代和突变等特征，非线性起 到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对 于 动 态 复 杂 的 外 部 环 境，以 静 态、可

逆、还原等为特征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解释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是难以吻合实际，之后的研究逐步

从还原论和简化论等为特征的线性范式向协同论和突变论等为特征的非线性范式转变。这种在自然

科学领域中的研究范式转变也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发展，在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历程中清

晰地展示了这一规律：斯密的分工理论、吉布莱特定律、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彭罗斯的企业成长论、
钱德勒现代工商企业成长论、纳尔逊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爱迪斯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张玉明等，

２０１０）①，这一系列的研究历程表现出了从静态到动态，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系统的演进特征。尽

管这一时期关于企业生存与成长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步，但企业分析还仅是一种“机械运动”，带有决

定论特征的分析是难以真正揭开“企业成长”的根源。后来，随着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及其他

新系统理论的出现，利用非线性研究企业成长问题逐渐增多，这有助于清晰地认知企业成长规律。随

着复杂性理论在企业成长研究中的应用以及非线性思想的快速发展，多数观点认为应把企业看作是

复杂系统，而不能单纯地借用生命科学或其他学科理论来分析企业成长问题，才可能揭示企业成长的

内在规律。这使得对企业成长的研究从线性分析开始逐渐上升到非线性分析，从揭示线性规律进入

了揭示非线性规律的时期。因此，本文尝试以非线性分析方法为基础，探析企业成长基本逻辑，提出

分析企业成长规律应基于复杂系统的假设，建立企业成长的非线性分析范式，对解决其严峻的成长问

题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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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成长理论的非线性研究现状

随着协同论、突变论、分形理论，以及其它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发展，国内外的诸多学者大量运用复

杂性科学方法，揭示要素间的非线性关系，探求企业成长的基本规律。非线性作用是导致企业呈现出

诸多复杂性特点的主要原因，应用复杂性方法揭示企业成长特征，阐释企业成长的内在逻辑，对丰富

企业成长理论研究都有重要作用。

１．系统动力学

福瑞斯特（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１９６１）①提出并建立了完整的系统动力学理论体系，表明他已开始用系统动

力学思想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其后的 许 多 学 者 也 在 其 影 响 下 开 始 了 相 关 领 域 的 研 究。圣 吉（Ｓｅｎｇｅ，

１９９０）②在系统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如成长上限、舍本逐末系统动力学“基模”，促进

了从系统动力学出发研究企业成长问题。

林泉（２００２）③利用成长与投资不足基模，分析了民营企业成长的上限问题，他认为导致民营企业

成长上限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资金规模受限、管理水平落后、潜在市场容量不足。杨文斌（２００６）④认为

需要从系统的角度来认识企业成长规律，因为各种影响要素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作用。许晓

明等（２００７）⑤指出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激发企业动力系统内各因素的活力，还要注意各动力要素

间的协调配合。系统动 力 学 在 企 业 成 长 研 究 中 的 应 用，为 研 究 企 业 成 长 问 题 提 供 了 一 种 动 态 分 析

机制。

２．耗散结构与熵

耗散结构理论是物理学中非平衡系统的重要分支，主要应用于复杂系统的研究，它的出现为企业

成长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任佩瑜（２００１）⑥在阐释管理熵和管

理耗散结构基础上解释企业成长规律；史修松（２００６）⑦认为受环境影响的管理熵与管理耗散结构存

在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共同形成了开放的复杂企业系统。目前，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对企业问题的

研究还没有将“成长”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展开，但耗散结构理论的应用有助于深层次的掌握企业的

开放、自组织等特征。尤其是认识外部环境作用下的企业成长中的非线性机制，这有助于丰富企业成

长的非线性理论。

３．混沌与分形

混沌理论主要是关于非线性系统研究的重要理论，它的兴起为研究企业问题提供了新途径。彼

得斯（Ｐｅｔｅｒｓ，１９８７）指出，现有“牛顿”型的组织必将为“混沌”型组织所代替，混沌理论可用来说明企业

发展中 的 复 杂 现 象。万 良 杰 等（２００５）⑧基 于 混 沌 理 论 提 出 了 企 业 成 长 的 非 线 性 模 型。赵 敏 等

（２００７）⑨指出企业混沌状态的产生正是创业企业走向新的有序、新的稳定态和新的结构的一种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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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质的改变的一个必然过程。范如国等（２００２）①分析了分形在创新中的作用。混沌理论与企业

研究的结合，有助于深化从系统角度探讨企业成长，对探讨不确定性环境中的企业成长规律提供了新

路径。但已有的研究还缺乏从数据分析中揭示企业成长中的混沌现象，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

步的深化。

４．复杂系统

复杂性科学研究证明，在非线性动力机制下，事物并不会沿着一条直线发展，在现实世界中，非线

性作用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对称性，呈现对称性破缺。随着复杂性科学进展，对企业成长的研究应把

其看作是复杂系统，这为寻求促进其成长的发展机制奠定了基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马若鹏等（２００６）②指出企业在不同子系统间矛盾运动和环境影响的内外动力作用下，最终实现企业

可持续发展。杨淑娥等（２００６）③认为企业成长是内部各要素以非线性的方式作用，并在与外部环境

进行交换过程中的自组织、自适应和自演化。

在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中，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系统，非线性在其成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运

用复杂性科学方法是揭示企业成长规律的有效路径。通过梳理企业研究的线性范式向非线性范式演

进的脉络，就是为了能从科学哲学层面比较企业成长理论的异同，贯通不同企业理论流派的研究，探

索企业成长理论发展的新范式。

三、企业成长理论发展：非线性成长机制

前述有关企业成长研究的梳理表明，运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对企业成长的研究还比较零散，还处于

研究的发展期，尤其是对企业成长机制的研究更少。因此，将复杂性科学方法应用于揭示企业成长规

律，构建其成长的非线性机制，有助于对丰富和发展企业成长理论，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地

启示。
（一）成长的非线性特征

任何过程或现象都不会孤立地存在或发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共存于一个复杂系统中，非

线性的作用使其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要揭示企业成长的规律，需要分析其非线性的特性与具体

体现。

１．涌现

企业系统包含多个要素或子系统，例如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在其成长过程中，系统的每个

要素既对其他要素产生影响，又依赖其他要素生存，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作用关系，表现出要素

的非线性作用。阿瑟（Ａｒｔｈｕｒ，１９９９）④认为企业是由许多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它们之间的

“正反馈”机制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在非线性系统中，个体间看似随机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会

可能经由正反馈机制得以放大产生无法衡量的戏剧性结果。

２．开放性

企业不是孤立的系统，它必然要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换，从外部引入负

熵流，使组织有序的增加大于内部无序，以形成 新 的 有 序。与 外 部 环 境 的 作 用 是 自 觉 性 或 非 自 觉 性

的，例如，创新过程中会受到技术环境、法律环境以及消费需求的影响。同时为了能够应对激烈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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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环境，企业也不得不朝着有利于适应外部环境的方向发展。

３．自发性

企业是以有限理性的人为主导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是由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

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构成。由于一些简单规则的存在，人在企业内部可以自发的产生行动，出现自组织

地工作。这种行为产生的关键是内部要素，以及它们与外环境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并存在相互作用和

相互影响导致系统涨落结果和“锁定”现象。

４．适应性

适应性主要表现为，系统要根据环境变化做出推理、判断和学习，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和内部

结构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企业系统而言，随着环境的复杂性增强和环境动态性加剧，技术和

产品更新的速度加快，他们必须密切关注科技、产业等方面的动态变化，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目标，对

自身系统加以修正，不断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适应性并不总是导致“适者生存”。

５．涨落

通过涨落达到有序是一个伴随系统失稳而重新建立稳定的过程，涨落在系统的有序演化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系统的涨落是由其内部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所引起。例如，由于技术外

泄或核心人才的流失，会通过涨落产生的放大效应，加速企业走向衰退的速度。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

段，每一个对企业成长有影响的要素都会通过涨落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如果处理不妥，企业都会迅

速进入衰退期。同理，有益的涨落产生的放大效应，也会推动企业的成长。

（二）企业非线性成长机制

迈克维（ＭｃＫｅｌｖｅｙ，１９９９）①认为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在快速、不确定变化环境下较强的生存、发展

与创新的能力。复杂适应系统通过适应环境来维持生命、实现成长和发展，它是由具有某些适应性和

主动性的智能体 所 组 成，能 够 产 生 自 组 织、涌 现、适 应 性 等 行 为。从 上 述 意 义 来 说，由 不 同 行 为 主

体———人所组成的单个企业从而也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是企业系统的智能体。因此，作为复杂系统，

企业通过系统内部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以非线性方式相互作用、耦合，实现从无序向有序或者从一种

有序到达另一种新的、更高的有序动态转化，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系统内生、外生要素之间的非线

性相互作用的存在，实际上构成了企业成长的非线性机制：内生和外生成长机制。其中，由内部要素

耦合产生的推动作用称为内生成长机制，这是企业系统演化的内部动因；外环境的挑战，促使企业企

业系统改变结构功能关系，达成与环境适应的作用机制 称 为 外 生 成 长 机 制，这 是 系 统 演 化 的 外 部 压

力。在企业成长的非线性机制中，内生成长机制是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力，外生成长机制是必要条件，

通过影响内生要素而作用于企业发展，它们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以及对企业的非线性成长特征分析，我们认为内生成长要素包括企业家

素质、技术创新、人力资源、融资能力、产品与市场、治理结构、企业文化；外生成长要素包括政策法律

环境、产业演化与行业发展、企业集群、区域创新网络、金融生态环境、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企

业的成长正是在内生与外生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下（图１），在一定的时空内涌现出自组织行为，最

终实现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或从一种有序结构到另一种有序结构的演进。例如，企业家素质对其它内

生要素具有促进作用，可以引导要素的合理流动；人力资 源 和 融 资 能 力 对 技 术 创 新 起 保 障 和 支 持 作

用，其中人力资源提供智力支持，融资能力承担资金保障；良好的产品与市场运作能够为创新成果的

市场化创造平台，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样，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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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竞争能力；治理结构对人才的激励和制约作用，有助于激发员工的创造性，规范公司的管理，人力资

源素质的提升也将会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保障；企业文化会影响人员的开拓和创新精神，为企

业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同理，作为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的外部环境，也通过对企业系统内生要

素的作用，影响着企业的成长。例如，政府对高新 技 术 产 业 的 政 策 法 规 将 直 接 影 响 到 企 业 的 创 新 热

情，反之，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也可能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产业演化和行业发展状况必然

带来行业内的资源流动、要素重新配置，反过来企业成长也会影响产业演化的方向和速度；企业集群

和区域创新网络的发展将促进企业间学习和信息共享，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的发展反过

来也会推动企业集群和创新网络的优化和完善；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将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为进一

步扩大规模奠定基础；社会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发展，也将对企业机制灵活性优势的充分发挥

提供便利，增强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图１　企业非线性成长机制的要素作用关系

　　上述要素的作用过程可以依据熵理论、耗散结构论进行描述。１９世纪，克劳休斯所提出了熵理

论，表明孤立系统因不能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 流、能 量 流 和 信 息 流 的 交 换，会 导 致 无 序 增 加、有 序 衰

落，熵增增加，最终会由于内部能源的消耗殆尽导致系统死亡。２０世纪，普利高津提出了耗散结构理

论，他认为开放系统由于具备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换的特性，所以能够从

环境中获得新的有效资源，即引入负熵流，使系统达到新的有序。所以说企业成长就是熵增与负熵流

的力量对比过程，如果二者没有明显的实力悬殊，企业系统将进入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即企业处于“成

长停滞”或“锁定”状态。由于企业具有“涨落”的特征，这就为其打破这种怪圈，实现向更高级形态的

跃迁提供了可能。反之，也会由于企业不能对内部结构进行及时调整导致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

环境，使系统的熵增力量增强，系统的有序结构被打破，最终企业进入衰退状态，如果持续下去企业将

由衰而亡。因此，企业成长是内生要素、外生要素 以 及 内 生 和 外 生 要 素 之 间 以 非 线 性 的 方 式 相 互 作

用、耦合，通过涌现、涨落、自组织、自适应等方式，形成企业成长的非线性机制，最终实现企业成长演

进的复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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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影响企业成长的因素众多，这 些 因 素 可 能 存 在 于 企 业 内 部（如 企 业 家 能 力，技 术 创 新

等），也可能存在于企业外部（如政策环境，创新网络等），致使其成长中呈现出大量非线性现象，而事

物之间一旦具有非线性关系，就意味着它们的关系出现了质的变化。因此，纯粹的线性研究范式往往

不能抓住企业发展的本质，需要有效地运用非线性方法揭示其成长规律，这一定程度上也为建立促进

企业发展的成长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尽管运用非线性方法研究企业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理

论价值，但关于企业的非线性成长理论建立和完善还需要漫长的周期。本文通过梳理从线性到非线

性的演进，把企业作为复杂系统，探讨并提出并分析了成长非线性作用机制，以期对相关研究的非线

性理论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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