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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混序组织的管理模型① 
苏莉文 1,2, 杜 纲 1 
1(天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 
2(国家质检总局 信息中心，北京 100088) 

摘 要：迪伊·霍克(Dee Hock)的《混序：VISA 与组织的未来形态》让我们知道了还有另外一种组织形式—混

序组织。本文对这种混序组织的原理、特征和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找出了混序组织的本质特征，并

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混序组织的一般性定义，设计了混序组织的状态空间模型和混序组织成员的协作关系模型，

并构建了混序组织的信息管理模型，为混序组织的管理提供了一种过程方法与技术路线，也为其他类型的复杂

性软件系统提供了一种信息管理的示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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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e Hock’s “One from Many, VISA and the Rise of Chaordic Organization” let us know another kind of 

organization-Chaordic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has gone deep into analyzing and searching on the principles, 

characterize and cases in Chaordic Organization, and picked up Chaordic Organization’s essential fea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also makes a general define of Chaordic Organization, designs a kind of the state space model of Chaordic 

Organization and a coordination relation model among Chaordic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establishes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l of Chaordic Organization. It would provide a process method and a technical route for 

the management of Chaordic Organization, and also a information  management’s demonstration  frame for other kind 

of the complex softw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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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混序组织是 VISA 国际的创始人迪伊·霍克(Dee 

Hock)根据其组织和运作 VISA 国际的经验提出的，他

的主要理念是：依据主从关系构建的大金字塔式的组

织架构将由半独立而平等的个体联合组成的组织架构

所替代。这种组织架构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不像现代

工业、金融企业那样发生激烈的并购，而会较好的融

合既竞争又合作的机制。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VISA、万事达等从事信用卡业务的公司都能在 VISA

国际的框架内既不受约束地自由竞争，又可以彼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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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了解其他成员的需求，并在需要时作为整体不可

分割的部分彼此合作。VISA 国际的成功充分体现了现

代混序组织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特点。迪伊·霍克

也因此而被著名的《Money》杂志评为 25 年来最能改

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八大人物之一。 

1.1 迪伊·霍克给出混序组织六个基本特征 

迪伊·霍克给出了混序组织以下六个基本特征[13]： 

（1）权力与功能必须最大程度地下放。任何功能, 

如果能被多个部门所分担, 就不可集中于一个部门；

任何权力, 如果能由更基层的部门所行使, 就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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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高层； 

（2）自我组织。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任何成员都

有权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规模进行自我组织管理, 并

且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来参与更高层次乃至整个组织

的管理； 

（3）管理必须分散。任何个人或机构, 或彼此间

的联盟, 尤其是管理者, 不得控制或支配任何层次的

任何决定或结论； 

（4）将竞争与合作完美结合。组织的每个部分都

能够以其独特的方式不受约束地自由竞争, 但又要彼

此联系, 充分了解其他成员的需求, 并在需要时作为

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彼此合作； 

（5）具有延伸性和持久性。在保持根本目标、组

织性质以及具体准则不变的前提下, 能够从形式到功

能都不断进行自我调整, 使人类的才智与精神得到充

分发挥； 

（6）全部成员和谐而公平地分享组织的所有权

力。任何关联方都有权参与经营与管理，并享有所有

权力。 

1.2 文献研究综述 

迪伊·霍克给出的混序组织的基本特征仅仅是

混序组织在应用领域和应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特性，

并没有模型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而其他学者对

混序组织的阐述也只是停留在应用案例的分析与评

价方面[2][8][9][13],[17-22]，还没有形成成熟或规范的混序

组织的理论体系或系统模型。 

  本文综合与归纳了文献[2]、[8]、[9]、[13]以及文

献[17-22]等的应用案例与特征分析，为混序组织建立

了数学模型，给出了混序组织的一般定义，并构建了

一种混序组织的管理模型，其中包括混序组织的状态

空间定义、关系模型、协同工作模型、资源共享模型

以及信息管理模型等，旨在为具有混序组织特征的复

杂性软件系统的构建与设计提供一种过程方法和示范

架构。应用此模型还构建了政府部门行政许可审批的

电子化服务模型和应用系统。 

 

2 混序组织的状态空间模型 
2.1 混序组织的一般定义 

混序组织的一般定义：混序组织是一个复杂的自

适应系统，它可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有自适应调

节功能；具有混沌和有序两种看似相反的特性；它可

以是一个个体，也可以是一个混沌有序的复合体；其

整体不是部分之和，整体中包括了以演化为基本原则

的个体成长。 

混序组织的这个定义打破了传统组织定义的局

限。混序组织可以没有人，但却可以包含一系列的具

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适应功能的调节规则和自

动控制的软件模块。具体说，它可以是一个网络系统，

一个软件系统，一个管理体系，还可以是一个混序联

盟的组织，欧盟、北约、联合国、金砖国家组织等都

是具有混序组织特征的联盟组织。 

依据 1.1 混序组织的基本特征之（1）、（2）和（5），

可以如下定义混序组织 CR，混序组织的成员集合 M，

以及混序组织的用户集合 U。 

定义 2-1. 混序组织 CR=<IDCR,SCR,ACR>，其中

IDCR 是该混序组织 CR 的标识，具唯一性；SCR 是 CR

的自身类别属性集，ACR 是 CR 的自适应调整集。 

2.2 混序组织成员 

定义 2-2. 混序组织 CR 的成员集合 M  

M= {Mi|<IDMi, SMi, AMi>, i=1, 2,……f} 

成员集合 M 中包含了 CR 的所有成员，每一成员

(M)又由其标识(IDM)、自身类别属性集（SM）和自适

应调整集（AM）构成。标识 IDM 是成员 M 的唯一性

身份代码；自身类别属性集 SM 是成员 M 的类别属性

的集合，自适应调整集 AM 包含了成员 M 的自我调整

机能和策略。比如成员 Mi 的唯一标识是 IDMi，带有 n

个类别属性 SMi=（SMi1，SMi2，……,SMin）和 m 个自适

应调整策略 AMi=（AMi1，AMi2，……,AMim）。 

2.3 混序组织用户 

定义 2-3. 混序组织 CR 的用户集合 U  

U={Ui|< IDUi,SUi,BUi >,i=1,2,3,……g} 

  用户集合 U 包含了链接该混序组织 CR 的所有用

户，每一用户(U)又由其标识(IDU)、自身类别属性集

（SU）和自我调整策略集(BU)构成。标识 IDU 是用户

U 的唯一性身份代码；SU 标示用户 U 的类别属性, BU

是用户 U 用于自我调整的策略集合。比如用户 Uj 的

唯一标识是 IDUj，它有 S 个类别属性 SUj=（SUj1，

SUj2，……,SUjs）,和 t 个自我调整策略 BUj=（BUj1，

BUj2，……,BUjt）。 

2.4 混序组织通用规则 

依据混序组织的基本特征（3）和（4）（见引言

1.1），可以定义一个混序组织的通用规则集合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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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2-4. 混序组织 CR 的通用规则集合 T 包含混

序组织 CR 的所有成员都应该遵守的若干通用规则： 

T= {T1, T2,……,Tp} 

因为只有所有成员都遵循这些通用规则，才能使

得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才能让每一个成员可

以自由的获取混序组织的共享资源。据此，还应定义

一个混序组织的共享资源集合 R。 

2.5 混序组织共享资源集合 

定义 2-5. 混序组织 CR 的共享资源集合 R 包含混

序组织 CR 的成员可以共享的所有资源： 

  R= {R1, R2,……,Rq} 

2.6 混序组织作用域 

依据混序组织的基本特征（6）（见引言 1.1），可

以定义混序组织的作用域 V。 

定义 2-6. 混序组织 CR 的作用域 V 为：  

V=＜Ui，MUi，TUi，RUi＞, i=1,2,……,g 

作用域建立了一个用户 Ui(i=1,2,……,g)和混序组

织 CR 的成员集 MUi、规则集 TUi、资源集合 RUi 之间

的关系。其中 Ui∈U，MUi∈M, TUi∈T，RUi∈R。该

定义揭示了一个要使用混序组织 CR 的共享资源的用

户，要通过 l 个成员集 MUi =(MUi 1，MUi 2，……,MUi l)

的一个成员所建立的 l 条通道，遵循通用规则集 TUi 

=(TUi1，TUi2，……, TUik)的 k 个规则以获取资源集

RUi=(RUi1，RUi2，……, RUij)中的 j 个所需资源。 

  例如在图 1 中，用户 U3 经过混序组织成员 M3，

遵循规则 T8 可获取资源 R2 和 R3，因此作用域为＜

U3,M3,T8,R2＞和＜U3,M3,T8,R3＞；用户 Ug经过混序组

织成员 M1，遵循规则 T5 可获取资源 R1 和 Rq，因此作

用域为＜Ug,M1,T5,R1＞和＜Ug,M1,T5,Rq＞，等等。 

2.7 混序组织状态空间 

定义 2-7. 一个混序组织 CR 的状态空间 P 由一个

5 元组构成，即： 

P=(M，U，T，R，V) 

M、U、T、R、V 的定义见 2.1-2.6。 

状态空间 P 建立了一个混序组织 CR 的用户 U 经

过成员 M 所建立的通道，并遵循通用规则 T 以获取资

源 R 的其作用域为 V 的概念模型，而混序组织 CR 的

作用域 V 是一个如定义 2-6 所示的混序集合,如图 1 中

用户 U3 访问混序组织 CR 的作用域就是 V3={＜

U3,M3,T8,R2＞,＜U3,M3,T8,R3＞}；用户 Ug 访问混序组

织 CR 的作用域就是 Vg={ ＜ Ug,M1,T5,R1 ＞ , ＜

Ug,M1,T5,Rq＞}；而＜U3,M3,T8,R2＞、＜U3,M3,T8,R3＞、

＜Ug,M1,T5,R1＞和＜Ug,M1,T5,Rq＞都是混序集合 V 的

元素。 

 

 

 

 

 

 

 

 

 

 

 

 

 

 

 

 

 

图 1 混序组织状态空间的概念模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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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序组织成员间的协作关系模型 
3.1 协作关系模型 

由定义 2-2 可知，混序组织 CR 成员集合 M 中的

每一成员(M)由其唯一标识(IDM)、自身类别属性（SM）

和自适应调整策略（AM）构成，表示为： 

M={Mi|< IDMi,SMi,AMi>,i=1,2,3,……,f} 

混序组织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关系，即

当某成员Mi调整了自身策略AMi而与混序组织的通用

规则不相适应时，就会提出请求修订通用规则，而通

用规则的修订必然影响其他成员的适应性，因此混序

组织各成员就要协商是否修改通用规则，而通用规则

的修改也必将影响其他成员调整自身策略。因此这种

协调关系涉及两个层次的规则调整：混序组织成员自

身的自适应策略属性规则的调整和混序组织通用规则

的调整，如图 2 所示。 

 

 

 

 

 

 

 

 

 

 

图 2 混序组织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示意图 

 

定义 3-1. 混序组织CR中的每个成员M与混序组

织 CR 之间存在关系 C： 

              C=（T，AM)|t                  (1) 

C 由一个带时间变量 t 的 2 元组组成，其中

T={T1,T2,……,Tp}t, 是混序组织 CR 的通用规则集； 

AM={AM1，AM2，AM3，……, AMf}t, 是混序组织成员

M 的自适应调整策略的集合；t∈[t1,t2]，是时间，表示

在[t1,t2]的时间段内存在关系 C，因为混序组织成员之

间的协作与协商都存在时效性和动态性。 

协调关系矩阵记为: 

R|t =（AM×T）|t={rij|(AMi,Tj), AMi∈AMi∧Tj∈T}|t  (2) 

其中，i=1,……,f, j=1,……,p, t∈[t1,t2]。 

关系(2)说明了在时间 t，混序组织 CR 的成员 M 携

带自适应调整策略集{AM1，AM2，AM3，……,AMf}t 通过

通用规则{T1,T2,……,Tp}t 进行工作。同时也说明了或者

成员 M 修改其自适应调整策略集 {AM1 ，AM2 ，

AM3，……,AMf}以适应通用规则{T1,T2,……,Tp}，或者混

序组织的成员进行协商修改通用规则{T1,T2,……,Tp}，当

然在修改通用规则的情况下，其他成员必然要相应修改

其自适应调整策略以适应调整过的通用规则

{T1,T2,……,Tp}，因此关系式(1) 和(2)依然适用。 

由此可见，混序组织两个成员 Mi 与 Mj 之间的关

系应该是： 

    rij= AMi×T×AMj
-1，(i、j=1,2,……f)     (3) 

也就是说,混序组织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是通过

每个成员都要调整自己的自适应调整策略以适应通用

规则来实现的。 

3.2 基于 Markov 链的状态转移模型 

下面用 Markov 链建立混序组织成员之间协作关

系的状态转移模型，以进一步说明混序组织成员之间

的动态协调关系。 

假设混序组织空间P中某个成员M在 t-1时刻参加

了以通用规则 T 为基准的协作，记作 Cort-1=1；不参加

协作则记作 Cort-1=0。同理，在 t 时刻参加了以通用规

则 T 为基准的协作，记为 Cort=1,否则记为 Cort=0。那

么该成员 M 在 t-1 时刻参加协作，但在 t 时刻不参加协

作的概率 p10={θ|Cort-1=1, Cort=0}；该成员在 t-1 时刻

参加协作，在 t 时刻仍然参加协作的概率 p11={θ | 

Cort-1=1, Cort=1}，其中 0≤p10，p11≤1，p10+p11=1。同

样可以定义该成员 M 在 t-1 时刻不参加协作，但在 t 时

刻参加协作和不参加协作的概率分别为 p01={θ | 

Cort-1=0, Cort=1}， p00={θ| Cort-1=0, Cort=0}，其中 0≤

p01，p00≤1，p01+p00=1。由此可知，各成员之间状态的

动态变迁过程是一个两状态的齐次 Markov 过程[7]，其

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可记为 Q，见(4)和(5)式。 

 

ç
ç
è

æ
÷÷
ø

ö
=

p11p10

p01p00
Q                 (4) 

 

当 1p11p00 ＜+ 时,有 
 
 

ú
ú
û

ù

ê
ê
ë

é

úû
ù

êë
é

---

---

--

-+
+

--

--

--
=

=

p111p11)(1

p00)(1p001

p11p002

1)p11(p00

p001p111

p001p001

p11p002

1

n
Q

(n)
Q

    (5)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2 年 第 21 卷 第 6 期 

 68 研究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4)和(5)式表示了任一成员 M 经 n 次协作后的状

态转移概率矩阵的数据模型，其状态转移情况如图 3

所示。图 3 显示该 Markov 链的每一个成员 Mi都可自

调整以适应混序组织 CR 的通用规则，即最终进入 M0

吸收态，而M0吸收态就是混序组织CR的通用规则集，

也即混序组织 CR 的所有成员 M 都将遵循达成一致的

通用规则进行协调与协作，其状态转移概率遵循(4)和

(5)。由图 3 所示，Mi 指向自身的箭头表示自我调整和

自适应，指向 M0 的箭头表示与混序组织 CR 的通用规

则相互适应和协调关系，最终都将进入吸收态 M0 与混

序组织 CR 的通用规则协调一致。 

 

 

 

 

 

 

 

 

 

 

 

 

图 3 混序组织成员协作关系状态转移示意图 

 

3.3 协同工作机制与资源共享 

混序组织 CR 的成员（M={Mi|<IDMi,SMi,AMi>, 

i=1,2,3……f}）通过通用规则（T={T1,T2,……,Tp}）进

行协同工作，调用与使用混序组织 CR 的共享资源

（R={R1,R2,……,Rq}）。其状态空间 P 给出了一个混序

组织 CR 的用户 U（U={Uj|<IDUj,SUj,AUj>, i=1,2,3……

g}）经过某一混序组织成员 M 建立的通道，遵循通用

规则 T 获取资源 R 的概念模型，这个概念模型也体现

了混序组织成员之间的协同工作与资源共享关系。 

混序组织CR=<IDCR,SCR,ACR>的成员Mi与Mj之间

的协同互访通过 CR 的自适应调整功能 ACR，连结 CR

的通用规则 T，调用 CR 的共享交资源 R 进行；也可

以按照 CR 的通用规则 T 和 CR 的 ACR约束以及 M 的

AM 约束，通过建立 CR 与 M 的共享资源交换平台来

实现，如图 4 所示。 

而用户 U 要访问 CR 的共享资源 R 时，要先通过

CR 的某个成员 M，先自我调整 AU 以适应该 M 的 AM，

再经 AM 与 CR 的连接访问 CR 的 R；也可以通过建立

满足 AU 与 AM 约束的 U 与 M 间的交换平台进行，如

图 4 所示。 

 

 

 

 

 

 

 

 

 

 

 

 

 

图 4 混序组织成员间的协同机制与资源共享关系 

 

4 混序组织的信息管理模型与实证案例 
4.1 混序组织的信息管理模型 

混序组织的成员在对外服务的功能上往往既有

共性（与 CR 的 T 相关），也有个性（与 M 的 SM 与

AM 相关）。将所有成员的共性化服务进行网络集成，

个性化服务进行对外互联，即可构成如图 5 所示的含

有共享机制和资源调度机制的混序组织信息管理的

抽象模型。 

在图 5 中，PMi 为成员 Mi 的信息处理中心，DMi

为成员 Mi 的局部任务管理调度中心，RMi 为成员 Mi

的资源管理中心。所有成员的 DMi 都要向 DCR 提供其

基本服务信息，如 DMi 的地址、服务任务申请信息等。

DCR 与 DMi（i=1,2,……,f）之间还将根据 CR 和各个成

员 M 自身的自适应调整策略进行协调与协作。对用户

U 的信息服务都将通过成员 Mi 的 PMi 处理中心和 RMi

资源管理中心与 DMi 任务管理调度中心进行交互，来

完成对 DCR 的访问。其调用、访问与获取信息的整个

过程既展现了混序组织一体化工作体系中信息、知识、

智力资源的变化过程，也展现了混序组织一体化工作

体系的信息管理过程，如图 5 所示。 

4.2 政府部门行政许可审批的电子化服务模型 

应用 4.1 的混序组织信息管理模型对政府部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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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许可审批的电子化服务系统进行规划与重组设计。

因为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审批业务类别繁多，涉及到

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或政府部门的内设机构，每一类

行政审批都有其个性化的属性和各自的管理规章，但

它们的通令规则是《行政许可法》，因此，政府行政许

可审批电子化服务系统抽取的通用规则 T 来自于《行

政许可法》，而各类行政许可审批的个性规则

Mi(i=1,2,……,n)，则抽取于各类行政许可审批的个性

化属性和各自的管理规章。据此构建政府部门行政许

可审批电子化服务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金质工

程”（一期）应用系统之一“质检行政许可业务管理系

统”的开发与设计之中。 

 

 

 

 

 

 

 

 

 

 

 

 

图 5 混序组织信息管理的抽象模型 

 

 

 

 

 

 

 

 

 

 

 

 

 

 

 

图 6 政府部门行政许可审批电子化服务模型 

如图 6 所示，申请某项行政许可的用户 1—用户 2

经用户服务中心 1 通过政府部门 1 的行政审批子系统

M1 提交申请，M1 通过自身规则集 T M1 和自适应调

整集 AM1 与调度中心 DM1、DCR 协调调动 CR 的共享资

源 R，再反馈用户 1 所需资源（许可证书）。 

 

5 结语 
本文创造性的构建了混序组织的空间模型和其成

员的关系模型，分析了混序组织成员的协同工作机制

与资源共享规则，又构建了混序组织的信息管理模型，

为混序组织管理的系统分析与模型构建提供了一个有

效的途径和过程方法，也为其他类型的复杂性软件系

统提供了一种信息管理的示范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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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得出最优解，该算法克服了传统蚁群遗传算法的收

敛性能的不足，提高了求解组合问题的效率。 

表 2 服务组合实验基础数据 

服务候选集合 1 服

务 1 2 3 4 5 6 7 8 9 10 

T 9 9 17 18 20 22 9 5 21 14 

C 58 67 73 49 54 80 73 77 65 43 

R 1.2 1.8 1.3 1.5 1.6 1.3 1.4 1.9 1.1 1.3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 8 12 16 25 23 18 9 6 7 17 

C 41 53 48 67 75 64 88 47 80 77 

R 1.4 1.2 1.5 1.7 1.3 1.3 1.1 1.5 1.1 1.3 

 

表 3 实验参数设定 

参数名称 参数取值 

实验次数 70 

进化代数 50 

种群规模 40 

交叉概率 0.7 

变异概率 0.05 

信息启发因子a  1 

期望启发因子 b  2 

信息素挥发系数 r  0.95 

蚂蚁数目 30 

候选集合 15 

候选 Web 服务 20 

QoS 属性权重 wr=0.3,wc=0.4, wt=0.3   

 

5 结语 
本文尝试使用遗传算法和蚁群算法融合来求解组

合服务问题，遗传算法和蚁群算法作为新兴的模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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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04,(27):34-37. 

16 罗天虎.基于 Multi-Agent 的虚拟组织知识管理研究.情报

杂志,2007,(2):59-61. 

17 龚伟同.Google—一个浑序组织的实验.商务周刊,2008, 

(5):86-89. 

18 赵一等.VISA 的组织模式与物流混序联盟的构建.上海企 

 

 

 

 

 

 

 

 

 

图 5 基本蚁群算法与改进混合算法的收敛曲线 

 

化算法有它们各自的优点，在空间复杂度上与传统的

算法相比具有较大的优越性，把它们结合起来运用在

组合服务中，使求解过程中尽量避免了陷入局部最优

同时提高了组合服务流程的执行效率，具有一定的理

论参考价值和实际意义，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是进一步

完善该在组合服务中的实际应用，来达到用户对组合

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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