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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的窘境》
作者：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创新者的行动》
作者： 乔舒亚·甘斯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前麦肯锡资深合伙人理查德·

福斯特研究了 1917 年 《福布斯 》

百强企业排行榜后发现， 七十年后
仅有 18 家位列其中， 其余 82 家企
业已经被逐出排行榜或者在市场上
销声匿迹。 类似现象在多个行业都
曾出现过 。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

熊彼特称这种新陈代谢过程为 “创
造性破坏”。

本书的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
森发现， 这种颠覆现象在硬盘、 零
售、 钢铁等等几乎所有产业中都出
现过， 是 “商业世界运作的方式”，

并在书中具体区分了两类创新： 延
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

他认为， 失败公司只专注于它
们认为该做的事情， 即资源配置以
延续性创新为导向， 沿着原有技术
轨道不断探索， 致力于在现有顾客
所重视的维度上改进产品， 从而向
现有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 而颠覆
性创新则 “另辟蹊径 ”， 打破原来
的路径依赖性， 提出一种新的价值
元素组合来创造新市场或重塑现有
市场。

由于管理 “得当 ”， 这些失败
企业对于颠覆性技术的出现和迅速

发展没有预见， 或者无动于衷， 直
至发现自身市场地位受威胁时才采
取行动 ， 往往为时已晚 。 问题是 ，

现有公司放弃正在给公司带来巨
额利润的现有技术 、 产品 ， 将赌
注押在尚未得到证实的新技术上 ，

风险太大 。 这就是创新者窘境的
重要表现 。

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提出很快引

发学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 乔舒
亚·甘斯认为 ， “颠覆 ” 一词如今
已经被滥用， 是时候该 “还原颠覆
这一概念的本来面目， 重新聚焦克
莱顿·克里斯坦森最初提的问题 ：

为什么大公司沿用其成功模式， 却
最终陷入困境 ？” 于是 ， 《创新者
的行动》 一书诞生了。

在本书中 ， 乔舒亚·甘斯首先
定义了颠覆现象， 将其与由于 “经
营不善、 不思进取” 等其他原因导

致的企业失败区分开来。 在此基础
上 ， 他还详细探讨了两类颠覆来
源， 即需求方颠覆理论和供给方颠
覆理论 。 前者就是克莱顿·克里斯
坦森当初所提出的观点， 即企业越
关注主流客户的需求， 路径依赖越
严重， 越可能被颠覆。 后者涉及到
结构创新， 即一些创新往往既需要
部件知识又需要结构知识。 部件知
识的获取和增加方式相对简单， 而
结构知识是嵌入在企业组织结构中
的 ， 属于隐性知识 ， “根本看不
见 ”。 当新企业开发出具有新结构
的产品时， 现有企业往往无法及时
捕捉到这些结构知识变革， 有时即
使意识到这些结构创新， 也会因认
知惯性等原因无法快速获取新结构
知识， 从而导致反应迟钝。

接下来 ， 乔舒亚·甘斯讨论了
颠覆性创新的可预测性问题。 需求

方颠覆现有企业有两步 ： 第一步 ，

颠覆性创新最初往往在一个或者若
干个价值元素上表现亮眼， 虽整体
上不符合主流客户需求， 但能够吸
引边缘客户或非客户； 第二步， 新
技术进入市场后， 能够不断得以改
进， 产品竞争力就会迅速提升， 当
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客户时， 现有企
业陷入困境。

第一步容易预测， 但第二步就
难以预测了， 否则 “具有潜在颠覆

作用的技术最终根本不会颠覆现有
企业 ”， “现有企业和新企业具有
相同甚至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 ” 。

供给方颠覆技术也难以事前预测 ，

因为颠覆创新往往有多种来源， 现
有企业也不可能事前识别出所有来
源并加以应对， 也就是开发相应的
结构知识。 即使无法预测到颠覆性
创新， 现有企业也需要积极行动。

乔舒亚·甘斯认为 ， 一家企业
有两次机会应对颠覆： 之前———先
期采取行动和之后———后期采取行
动。 许多大企业采取的办法是， 收
购新企业或投资新技术， 可以在事
件发生后遏制颠覆的发生， 但是这
种方法成本高昂。 先期应对颠覆的
方法就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
的 “成立一个新部门 ”， 担负与新
企业竞争的责任。 但这种方法也有
缺陷： 当新部门和现有部门发生管
理冲突时 ， 企业往往无法有效化
解， 如果你的问题是各部门之间的
协调， 那么另外成立一个独立部门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 ， 乔舒亚·甘斯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是组织结构创新： 建立一
个有利于开发结构知识的组织框
架， 采取融合策略， 不断整合各方
资源， 协调技术创新各部门。 这种
方法可能需要企业牺牲短期竞争
力、 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之
间的权衡， 是现有企业面对的 “真
正窘境”。

颠覆是在位企业与新企业的
博弈过程， 几乎在所有产业都出现
过。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推
出， 彰显了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
程度。 可以预见的是， 一大批极具
潜质的科创型企业将会在科创板亮
相。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这些企业
在不久的将来能否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 、 高端装备 、 新能源 、 新材料 、

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等领域颠覆现
有的企业？ 现有的企业又将如何防
止被颠覆 ？ 相信克莱顿·克里斯坦
森和乔舒亚·甘斯的著作能够给我
们带来一些启发。

草长莺飞二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复旦—文汇管理学家圆桌谈的“2021 书单”如
期而至。本期“书单”，我们邀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李元旭教授、王安宇副教授、胥正川
副教授，与读者分享他们的阅读思考与心得。
这些推荐书目中，《创新者的窘境》等商业经典，从司空见惯的商业现象剖析其中的

逻辑和本质；《算法的陷阱》 《人机平台：商业未来行动路线图》等则聚焦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对于商业趋势的影响，还有《人物志》 《管子》等典籍，带领大家一览东
方的经济管理学智慧。

《西方管理思想史》

作者： 郭咸纲

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中， 作者系统地描述了西
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 总结了西
方管理思想的演变。 全书主要有以
下内容： 早期的管理思想、 科学管
理理论的诞生及其发展历史、 古典
组织管理思想的出现、 现代行为科
学的产生及其发展 、 现代管理理
论的丛林 、 当代管理理论的新视
角 、 东方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理
论的影响、 管理理论发展总趋势。

本书较好地结合了历史学 、 管理
学和经济学 ， 文字浅显易懂 ， 写
作思路严密 。 作者在每一章前后
都增加了思维导图 ， 方便我们梳
理和理解管理学理论和内涵 。 如
果想要了解管理学诞生及其发展
历史 、 各种管理理论出台的背景
， 本书无疑是最佳读物之一 。 同
时 ， 本书蕴含着作者对管理的较
高境界的追求， 值得反复阅读。

《科学迷宫里的
顽童与大师》

作者: ?伯特·西蒙

出版社: 中译出版社

赫伯特·西蒙既拿过图灵奖， 又
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该书则
是这位大师的生平自传。 西蒙对中
国一直很友好， 他以 70 多岁的年龄
开始学习汉语， 1994 年当选为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 他给自己取了个
很地道的中文名———司马贺。

这本书原著的英文名是 Models

of My Life， 字面意思是我人生的多
种模式。 为什么模式用了复数， 在
引言里他解释说， 自己一生中扮演
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最主要的一种
是科学家和教师。 作为科学家， 从
他研究的领域看 ， 他是人工智能 、

信息处理、 决策、 问题解决、 组织
理论和复杂系统等多个现代科学领
域的先驱之一。

西蒙于 1978 年因有关有限理性
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5

年获得图灵奖。 在他的影响和帮助
下 ， 美国卡内基-?隆大学在短短
二三十年间迅速成为世界人工智能
研究中心。 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活动
时， 西蒙提炼出两个核心观点： 一
是人类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理性 ；

二是作为人类认知局限的一大后果，

人们很容易认同子目标。 在该书中，

西蒙阐述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可以
让读者更深入透彻地理解人工智能
的发展历程。

《人机平台：
商业未来行动路线图》

作者: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这本书我非常喜欢， 它的作者
是两位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
管理学院的教授， 很清晰地表明了
在互联网、 人工智能、 数字化发展
的时代， 我们的商业是如何演进的，

什么法则影响和决定了商业的成功
与发展。

该书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目前正
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社会改变。 首
先， 人工智能的崛起改变了很多人
类社会的运作， 人工智能已经证明

在某些行业其决策精准性高于人类，

人类的强项在于人的直觉， 人际关
系和互动沟通。 其次， 互联网平台
模式深刻改变了很多商业运作的法
则， 虚拟产品更容易受到平台经济
的冲击 ， 该书提出了平台在免费 、

完备和即时性方面的强大优势。 最
后 ， 它指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

人际交往转往移动应用， 人与人的
互动从物理聚合走向分散协作， 社
会组织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化， 从
而会深刻影响公司的架构与治理 。

人类驾驭数字化的未来就在于开放
的思维、 分享的态度和协作的精神。

《算法的陷阱》

作者 : 阿里尔·扎拉奇 、 莫里

斯·斯图克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逐步进
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这对固有的
经济社会运作机制已经产生了很大
的冲击， 使得算法的伦理和公平性

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点。

该书首先论述了目前社会和商
业运作的数字化环境， 在这种技术
的加持下， 商业运作越来越依赖于
精准算法， 使得商家之间的共谋成
为一种可能 ， 包括信使场景 (算法
成为共谋工具)、 中心辐射场景 （单
一算法导致价格同步）、 预测型代理
人场景 （不同的独立算法会使得获
得优势效应的算法无限趋近于某个
单一的算法）、 电子眼场景 （人工智
能决策）。 这些或明或暗的共谋机制
使得对消费者的行为歧视成为可能，

如何平衡效率与公正成为该书的重
要内容。 接着该书阐明企业之间竞
合策略的改变， 最后讨论了监管和
放任的选择后果。

基本上该书倾向于强化对数字
化技术 “暗黑应用 ” 的监管 ， 在
享受数字技术便利的同时 ， 也保
持社会全面福祉不至受到太多不
公平的影响 。 该书比较透彻地讲述
了数字化技术、 人工智能算法影响
社会伦理和消费者权益的基本经
济原理 ， 对于我们增强对社会未
来发展的趋势判断有较多价值贡献。

推荐人：胥正川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 ： 大数据行业应用研究 、 信息安全 、

企业流程管理、 电子商务

《管子》

作者： （唐） 房玄龄 注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管子》 以中国春秋时代政治
家、 哲学家管仲命名， 在四库全书
中为子部法家类， 是中国先秦时期
政治家治国、 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形成了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
派 。 《管子 》 篇幅宏伟 、 内容复
杂、 思想丰富， 融合了法家的治国
方术、 儒家的治国之道、 道家的求
道得道。 具体而言， 《管子》 既有
雄奇的霸道之策， 又坚持正义的王
道理想； 既避免了法家忽视道德人
心的倾向， 又补充了儒家实际政治
应用的内容， 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
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 同样蕴含着经济学的
观念。 《乘马》 一章中指出： “市
者 ， 可以知治乱 ， 可以知多寡 ”

“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体现了先

秦时期政治家对经济活动的重视和
思考， 通过发展经济活动来实现社
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除了经济活动， 《管子》 在经
济方面提出了 “十年树木， 百年树
人” 的经典观点。 阅读 《管子》 有
助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理解中国
管理思想。

《人物志》

作者： 刘劭

译注： 梁满仓

出版社： 中华书局

《人物志》 是一部系统品鉴人
物才性的纵横家著作， 也是一部研
究魏晋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 作
者刘劭， 字孔才， 生于汉灵帝建宁
年间， 卒于魏齐王正始年间。 汉献
帝时入仕， 历任四朝， 有着丰富的
用人和从政经验 。 在 《人物志 》

中， 刘劭总结了汉末清议与魏晋时
期人才品评的理论以及当时统治者
选拔使用人才的经验。

作为一部系统阐述人才理论的
典籍， 《人物志》 讲述了识鉴人才
之术、 量能用人之方及对人性的剖
析。 刘劭将才、 德并列作为拔选人
才的标准 ， 将人才划分为君王之
才、 大雅之才、 小雅之才等不同等
级。 对于甄别人才， 刘劭提出， 应

该从行为举止、 情感反应、 心理变
化由表及里地观察人才 ， 在居 、

达、 富、 穷、 贫特定情境中考察人
才。 在使用人才时， 刘劭认为， 应
该根据人才的特点， 将之放在合适
的位置 ， 以便充分发挥其才能 。

《人物志》 对我们当前的人才选拔、

培养和激励等方面都具有借鉴意义
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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