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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莉安·泰德（Gillian Tett）是

从始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赢

得声誉的少数记者之一。文化人类

学背景使她拥有非凡的视角，加上

生动的语言描绘，她对金融的危险

结局进行了一次“法医鉴定”。

在本书中，这位《金融时报》

的记者应用这些技巧来解决大型机

构所面临的一个通病：如何从劳动

分工中获得最大的益处，而不受机

构内部缺乏协调、沟通不畅以及无

休止的内部斗争的影响？

诊断是很清楚的，如果和原来

不一样。所有大型机构都设置了谷

仓或者筒仓：不同的产品分类和部

门，这都是围绕专门化或者客户群

体建立的。

很难做到不这样做。除非任务

被分割成小块，但这样做会面临任

务众多繁杂的风险。分割任务会带

来更清晰的问责制，使机构管理更

容易，员工的认同感也会更强。

但是，这样做的缺点也随之而

来，任何在大型机构工作的人都清

楚这一点。单位会发展出其自己的语

言和信念，通常还会造成很多相互

猜疑，这样不仅会导致不畅通，还

会造成缺乏灵活性。

本书提供了很多警示性的案例，

索尼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 21世
纪初，索尼新任 CEO 霍华德·斯特

林格（Howard Stringer）试图打破谷

仓，进行重组，而索尼非常成功的

PlayStation 部门誓死捍卫自己的独立

性。结果，索尼最终没能成功抓住

一系列的技术转型机遇（如数字音

乐播放器的兴起），而索尼本来是有

条件这样做并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

当然，还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比如，纽约市消防局就从别的部门

搜集数据，对可能发生火灾的情况

进行预测，并将其资源从灭火转向

预防。

在泰德所列举的一些案例中，

结果如何还没有定论。例如，脸谱

网实行大量反谷仓措施，如临时项

目小组、让人员在机构内部流动以

及分享信息，以继续努力不成为微

软那样的谷仓化的机构。

本书中的很多地方都很好，而

且其中的大部分对于很多读者而言都

是新鲜的。但其三大缺点阻碍了这

本书成为非常重要的书，而仅仅只

是本有趣的书。

首先，本书缺乏评价谷仓的充

足理论或者框架。泰德很擅长于从

人类学的角度来阐述人们是如何建

立起界限以及“各自为政”的。但是

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用来解释为什么

水平结构优于垂直结构的理论，因

为没有谷仓的世界也有其缺陷，如

责任不清晰或者用过多的水平界限

来代替同样多的垂直界限。这个问

题在管理理论界已经争论了至少一

个世纪，并产生了很多替代方案，诸

如矩阵式管理以及项目式管理。然

而，泰德对此却丝毫未提及。

其次，书中缺少对案例的充分

描述。例如，重大灾难（如恐怖袭击

和石油泄漏）通常是由于缺乏沟通

造成的，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尽管纽约消

防局的案例很有意思，但其他很多

国家政府已经在整合预算、团队、

目标和行动方面做得很好了。例如，

英国通过反谷仓措施使露宿街头无

家可归的人数减少了 90%（几年后，

纽约和其他一些地方也效仿此举）。

再次，本书缺少一个重要的元

素—技术。20 世纪末和 21世纪

初的大型机构因沟通成本高昂而选

择垂直的层级以及谷仓。但是，成

本更低的沟通让使用扁平化的组织

结构，配以因聚合的知识、数据以

及强有力的共同文化而组成的临时

项目小组，变得更为容易。谷歌和

脸谱网都是有多层级的结构，但同

时它们能够比过去更快地进行重新

配置。

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书，文字

引人入胜。每部分内容都独立成章。

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机

构一样，本书整体远不如其各部分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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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所有大型机构都设
置 了 谷 仓 或 者 筒
仓……很难做到不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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