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 进 制 造 业

和 互 联 网 深 度 融

合，化解供需结构

错配的矛盾，一是

要 加 快 实 施 智 能

制 造 工 程 。 二 是

要 发 展 个 性 化 定

制、网络化制造等

新型制造模式，重

点 是 支 持 企 业 利

用 互 联 网 来 解 决

市 场 供 需 信 息 不

对称的问题，使生

产 系 统 与 供 应 链

系统、电子交易系

统实现对接，零库

存、零浪费的精准

供给。

2016 年 国 办

专 门 发 了 42 号

文，鼓励制造业大

企 业 建 立 基 于 互

联 网 的 开 放 式 双

创 平 台 。 海 尔 的

探 索 实 践 就 是 一

个典型案例，它把

一 个 宝 塔 式 的 多

层 级 管 理 机 构 真

正 变 成 了 扁 平 化

管理体系，建立起

若 干 个 微 创 新 中

心，除了依靠内部

员 工 治 理 能 力 以

外，还充分积聚社

会 资 源 乃 至 全 球

资源，为企业发展

贡献聪明才智。

（节选自工业
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圩在 2016国家
制造强国建设专
家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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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段 佳

■谈经论道

■世界之窗

■管理速递

阿尔布莱特法则指：把一群聪明人收编进组织后，结果往往变成

集体性愚蠢。由国际知名的未来学者、演说家及管理顾问卡尔·阿尔

布莱特提出。

解读

启示

什么是阿尔布莱特法则？

案例一：1999 年美国宇航局在火星进行的气象人造卫星任务失

败，就是因为一组工程师使用公里和公斤的公制单位撰写程序，另一

组却使用英里和英磅的英制单位运算。结果即使两组人马协作无

间，最终还是发生搭错线的乌龙。这个例子正是“满坑满谷聪明人的

组织，到头来还是做出蠢事”的写照。

案例二：拙劣的猪湾登陆。

1961 年 1 月，美国总统肯尼迪上台后不久，中央情报局长艾伦·
杜勒斯登门禀告：中情局已拟定了一套古巴流亡分子登陆猪湾的计

划，并称这项计划由号称“最聪明的特工”——中情局主管计划的副

局长李察·塞尔比主持，前后历时 3 年，并且汇聚了整个系统的天才

们的智慧，因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肯尼迪批准了计划，但事实与预计的截然相反：

1400 名古巴流亡分子于 1961 年 4 月 15 日从危地马拉出发登陆

猪湾，没想到卡斯特罗政府早已在滩头严阵以待，结果这次入侵以

100多人死亡、1000多人被俘而告终，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猪湾事件。

猪湾事件使肯尼迪政府丢了大脸，也使美国政府开始全面审视

这份来自于“智慧的大脑”——中央情报局的袭击计划，结果不审不

知道，一审吓一跳：譬如在杜勒斯和塞尔比的计划里明确显示：在古

巴境内潜伏有 2500 人的地下抵抗组织，并拥有超过 2 万人的公开支

持者，为此入侵军队将获得至少超过 1／4 的古巴人的支持，然而直

到战争结束，这些计划中的人都没有出现。

譬如杜勒斯和塞尔比的计划声称：如果入侵失败，入侵者可以毫

无困难地逃进深山老林，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但只要到过古巴的人都

知道，计划上的深山老林——埃斯坎布瑞山脉离猪湾足足有80英里，

其间还横亘着一大片难以穿越的沼泽地和丛林，对于根本没有受过丛

林野战的流亡者来说，穿越这片开阔区域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基于上述良好的愿望，中央情报局这套“以 1400 人的古巴流亡

者，去入侵并战胜卡斯特罗 20万人的军队和民兵”的方案，就这么势

如破竹地通过了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白宫这一系列的关

卡，最终不折不扣地得到实施。

“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会想出这么愚蠢的点子？”知道了真相的

肯尼迪不禁哀叹，“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经明白，干什么最好不要只依

靠所谓的专家，我怎么能如此愚蠢地让他们为所欲为呢？”

当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塞尔比无论如何都是个极其

聪明并且能干的人，他让中央情报局人才汇聚，他让中央情报局成为

美国最为强势的机构，并且间接提升了整个冷战的能极。

当然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也许整个猪湾计划就是在塞尔比大脑

打盹时候溜出来的杰作，但这份杰作如何就能过关斩将，所向无敌的呢？

也许关键在于塞尔比身边的也都是聪明人，他们也许很清楚计

划存在的问题，但他们显然更不愿意因此被塞尔比派到古巴的深山

老林里去进行实地调研，然后再去给热血沸腾的古巴流亡者们泼冷

水，最后成为一个两面不讨巧的局外人。

所以不止中情局的，整个美国的聪明人们一边大喊计划的高明，

一方面死死地咬住“美国不能参与行动”而决不动摇。

破解阿尔布莱特法则，需要靠组织智商，让组织的“脑力”动起

来，从而让组织具备专心致志完成使命的能力。除非企业从学习中

懂得更妥善运用集体智力，让组织变得更聪明，否则就可能被深谙此

道的组织超越。

“这是一个非常迅猛的科技爆炸的时代，我

们面临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纳米技术、基因

编程、量子物理等新科技”，日前在新浪科技

主办的“新浪 C+峰会”上科幻作家陈楸帆这样

感叹。

随着 AlphaGo挑战人类成功，人工智能的力

量让很多人都倍感惊讶。不论是国内国外，人

工智能领域的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而之前一

直低调的人工智能技术公司也借此机会走上前

台。投资人究竟怎么看待火热的人工智能，产

业里的领先公司究竟是如何将人工智能做成一

门好生意的？

对此，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周逵给出

了明确的观点。下一波伟大公司将诞生在 AI产

业。虽然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人工智能，但实

际上它的发展还是在一个初级阶段，“或许 10

年、15 年以后，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人工智能

的发展，可能过 25年或者是 30年以后，就会发现

机器在很多地方比人类更聪明”。

科大讯飞在峰会上展示了语音实时转写的

技术。科大讯飞创始人、轮值总裁、研究院院

长胡郁表示，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大家已经接

受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就像水

和电一样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在将来的 10 年，

人工智能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每个

人都离不开。

除了在行业应用之外，也有公司致力于将

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到普通人。在出门问问 CEO

李志飞看来，今天所有 AI的技术，无论是语音识

别还是计算识别，熟悉其原理的话会看到它的

机械性。机器可能有简单视觉、语音等方面的

模拟，但理解、思考、创造和协作非常难做到，因

此人是永远不可能被机器代替的。李志飞称，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普及，最好的落地方式是硬

件产品，为此，出门问问已经发布了多款智能硬

件产品，涉及可穿戴和车载等领域。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将 AI 技术看成了技术

和业务的驱动力。饿了么创始人、CEO 张旭豪

表示，O2O 平台的流量红利阶段已经过去了，单

靠流量去赚钱很难支撑整个商业模式的长期发

展。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外卖行业都是靠地推，

或者说执行力来驱动外卖行业的发展，而未来，

引领外卖行业下半场不是靠执行力，而是人工

智能 AI、大数据等技术创新。

大数据是实现人工智能的根基和血液。高

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过去

30 年整个互联网产业主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

间的沟通和联系，而现在正快速进入物联网时

代。世界上所有用到电的装置、设备都将连接

起来。加上 5G、人工智能等技术，每一个人今

后的工作、生活和社会形态都会在很大程度上

被改变。

下一波伟大公司将诞生在AI产业

58同城人力资源部 9月口头通知，要求员工

实行“996 工作制”，引起广泛争议。“996 工作制”

是指工作日早 9 点上班，晚 9 点下班，每周工作 6

天。尽管 58 同城在面对媒体时称，每年 9、10 月

份都会有动员，属于常规性活动，不是强制。但

因为在具体执行时员工受到了一种潜规则的压

力，实际效果等同于变相强制，58同城 CEO姚劲

波的微博还是留下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巧合的是，几乎同一时间，亚马逊宣布了一项

新的工作制度实验——让几十名员工每周只工作

30个小时。与普通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员工相

比，他们只能领到75%的薪水，但享受同样的福利。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亚马逊之所以推出

这项新制度，是因为员工中要求灵活工作时间的要

求越来越高，而像这样的新安排，不管是对亚马逊，

还是对参与其中的员工来说，都是喜忧参半。

参加亚马逊“新制度”的团队，包括团队经理

在内，每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为周一到周四，每天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每周剩余的时间供他们自

己灵活支配，如果参加“新制度”的这些员工最终

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时间，可以选择重

新成为“全职”员工。

实际上，科技公司对于顶级人才的招聘，并

不仅仅是在与其他科技公司进行竞争，他们也在

与“自由职业”这样的工作方式进行竞争。硅谷

的 Intuit 公司估计，到 2020 年，在美国，40%的人

都会是自由职业者，而自由职业者最多的五大领

域，几乎都与亚马逊息息相关：计算机和 IT；行

政；会计和财务；客户服务；软件开发。

去年美国一项调研显示，75%的全职工作者以

及68%的自由职业者，都会因为自由职业能够带来

的灵活性而选择自由职业。来自美国劳动局的数

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1.51亿职场员工中，有2050

万（13.5%）都因为“非经济原因”在做兼职。

通过对弹性工作计划和工作效率的研究表

明，事实上，每周工作 30个小时的制度是精疲力

竭的美国劳动力所需要的。

“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可能

会好奇亚马逊是否将人们的利益放在了心上。”人

力资源专家和招聘网站 Crowded.com 联合创始

人乔·鲁宾（Joe Rubin）说。毕竟，亚马逊给那些

减少工作时间的人降低了薪酬。“但是，如果你深

入研究，你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绝妙的

主意。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劳动大军中。”

鲁宾称，如果推行每周 30 个小时的工作制

度，那么很多新的宝妈以及肩负其他职责的人就

可以保持灵活的工作计划，而不必长时间请假。

亚马逊给员工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安排，这也传

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工作之外的生活也很重要。

对此，国内从事市场研究和管理咨询工作十

余年的达瑞咨询创始人马继华，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

为，不管是 58 同城推行“996 工作制”，还是亚马

逊每周工作 30 小时的新尝试，都可能是企业为

了降低用工成本的一种考量。“‘996’工作制不知

是否会有相应的加班工资补偿，即使有，也会比

新招员工的成本要低。由于经济不景气等原因，

不少欧美科技型大公司都纷纷大量裁员，而大面

积裁员也面临来自劳工组织压力，相比之下，减

少工作时长不会招来太多反对声。”

亚马逊尝试“工作制”与时俱进
文·本报记者 唐 婷

有人说，互联网的颠覆式创新加上制造业的坚实基

础，产业升级势不可挡。但即使像海尔这样，“创新之路”

两度被写进哈佛商学院案例库的“国际范本”，也不得不

承认在没有前车之鉴的探索中，一度“走得很艰难。”

9 月 9 日，张瑞敏应邀出席“2016 国家制造强国建

设专家论坛”，来去匆匆。会上，谈到这些年的奋斗与

探索，他完全脱稿、挥洒自如，有感而发的内容是海尔

多年来的积累沉淀。

张瑞敏坦言，海尔一直在思索，“互联网时代，中国

制造业企业可不可以闯出一条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方

向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这也是他们能够坚持至

今的最大动力。

十多年来，海尔以一种坚毅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企

业之林。“全世界大企业，现在都面临一个困惑，就是

‘到底往哪儿去’。美国最著名的管理学家加里·哈默

尔告诉我：‘我遍访全世界，进行管理模式创新的只有

小企业，大企业一个没有。’”张瑞敏说。就连著名财经

作家吴晓波也不得不佩服地表示，“1949 年出生的张

瑞敏也许是他那一代企业家中最勇敢的一位”。

——人单合一——
与用户需求直接相连

2005年 9月，作为老一代民族工业的代表，海尔创

新性地提出了“人单合一”的生产模式。

所谓“人单合一”，是指企业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个

团队都与用户需求直接相连。“单，不是简单地指‘订

单’，而是所有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张瑞敏强调。在智

能制造领域的创新探索以“人”作为第一出发点，不仅体

现了海尔企业文化“以用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也践

行了新经济时代的生产消费主题——用户主导市场。

“1.0 时代我们推动员工和用户连到一起，表现是

把企业和市场连到一起，于是内部就划分了单位，变成

一个自主经营体，直面市场和用户。”张瑞敏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组织机制框架的局限性和

不适应性逐渐显现出来。在向 2.0 时代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2014 年海尔进一步提出了“企业平台化、员工创

客化、用户个性化”即“三化”发展战略，全面推动平台

企业的转型和落地。在张瑞敏看来，2.0 版本的“人单

合一”就体现在这“三化”上，不仅要颠覆原有传统模

式，还要建立起共创共赢的新模式。

张瑞敏在海尔创业 29周年纪念会上这样解释，企

业平台化是对应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即企业无边界；员

工创客化对应员工的价值体现，员工成为自主创业创

新的创新者；用户个性化对应着企业的互联网宗旨，即

创造用户全流程最佳体验。

——内部创业——
从生产商变身投资人

从 1.0到 2.0的转型，海尔付出了血泪代价。

“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企

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以自我为中心。但互联网企业

则是互联网的一个节点。”张瑞敏因此提出，把原来像

金字塔一样的科层制变成网络性的组织。为此，海尔两年内

裁员 26000人，其中 10000多人是中层管理者。

此后，海尔内部出现了上千个“自主经营体”，并开始了一

场内部“竞赛运动”。除了诸如雷神游戏笔记本、巨商汇等为

人所知的成功样本以外，还有不少因为无法通过市场考验而

最终被淘汰的产品。

相比格力、美的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海尔 10年间只增长

了 1000 亿”经常被拿来作为衰落的证明。但是紧接着，2015

年 9月，海尔再次进行大胆改革：取消了员工的酬薪制。张瑞

敏称之为“断奶”，而被取消酬薪的员工则称为“小微主”。

海尔期望用大平台套小平台，小平台生长出小微物种的方式

来丰富企业整个创新创业生态圈。但是，海尔采取的是不同BAT

收购或战略投资的方式，即通过倡导创客文化，鼓励员工大胆、充

分利用企业资源进行内部创业，从而成为生态圈的一分子。张瑞

敏希望海尔最终只存在三类人：平台主、小微主和创客。

海尔小家电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总经理杨华认为，这种模式

下的海尔已经变成了投资人，挑选潜力项目，然后与创业团队共

同成立公司。而为了降低公司运营风险，海尔通常以提供平台

或资源的方式来入股，并提倡“用户付薪”或者“资本驱动”。

——互联工厂——
制造业未来变革核心

海尔布局互联工厂，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体现着

海尔对于工业 4.0，或者说对智能制造的深刻理解。智能制造

的“智能”不仅体现在产品本身，更在于对用户需求的把握。

“机器换人是手段不是目的。机器换人如果换成功了，充

其量只是工业 3.0。因为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高效率，但它

解决不了另外一个问题，高精度。”张瑞敏说。

“互联工厂”借助前期交互平台实现与终端用户需求的无

缝对接，并通过开放平台整合全球资源，迅速响应用户的个性

化需求。从原来为库存生产转变成为用户个性化而创造，让

他们从“消费者”变成生产和消费合一的“产消者”。

这种思维运用在智能制造领域，则孕育出了全新的生产

模式，即定制化。对于家电企业来说，定制化不是一个

容易实现的目标。一是因为定制化家电生产成本过

高，二则也是因为国内定制化市场尚未成熟。但海尔

却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启了由大规模制造向大

规模定制转型的道路，并将用户、研发资源、供应商和

创客整合到一个共创共赢生态圈中。

家电产业问题专家罗清启认为，“互联工厂”这一

创新模式正是全球制造企业未来变革的核心。

——生产标准——
融入全球并引领全球

有人说，2014年至 2015年是海尔探索智能制造的

破局之年。那么，2016年就是其探索的积累沉淀之年。

2016 年 2 月，中国家电行业第一家工业智能研究

院在海尔成立，工业智能研究院将在海尔互联工厂模

式创新的基础之上，对外输出智能制造的核心标准和

模式，加速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2016年 3月，海尔又

在上海家电博览会上正式对外发布 COSMO平台。

未来，海尔的“智能制造”之路将围绕着工业智能

研究院、COSMO 平台和标准化三大领域展开探索。

其中，互联工厂和 COSMO 提供的是创新模式，而智

能研究院能为全球企业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并使

海尔平台具备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产品输出的全

流程服务能力。

如今，海尔正在下大力气对“软性制造”进行开发，致

力于将COSMO打造成代表中国智能制造的云平台，通

过协同创新的方式让全球资源为用户所用，任何企业都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随时随地调用云平台中的模块。

正如张瑞敏所言，海尔将标准化的引领视为自身

智能制造之路的终极目标。智能制造走向标准化能够

更加有效地把握用户需求，推动全行业提升产品质量、

优化用户体验，进而加速制造业的互联网转型，进一步

激活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力。

海尔“互联工厂”：智能制造的中国探索
文·本报记者 李 伟

聪明人与蠢人的最大区别就是：聪明人会为了牺牲别人的利益

而装蠢。

阿尔布莱特法则
运用集体智力让组织变得更聪明

文·本报记者 贾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