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力突围：中国“独角兽”

企业的下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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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独角兽”一词最早在 2013 年被提出，专指成立不超过十年、估值

超过十亿美元、获得私募投资但尚未上市的企业。受益于大环境增长和资

本热捧，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和估值双双持续高速增长。近年来中

国独角兽企业数量稳定在全球独角兽企业总量的 1/3，仅次于美国。2019

年中国估值一百亿美元以上的超级“独角兽”有十二家，其中估值超过

500 亿美元的有五家。此外，中国独角兽企业增速也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麦肯锡选取不同估值区间的十家代表性“独角兽”企业，计算了它们

2014—2018 年的总估值增速，并与国内最活跃的深指增幅相比较。过去

五年，深指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4%，而这十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的复

合年均增长率则达到惊人的 120%。 

中国独角兽企业往往一技傍身，凭借着对价值链关键切入点的独特理

解和颠覆性打法，快速集聚大量资源。但“独角兽”企业普遍专业能力偏

科，其高速增长掩盖了专业能力不足，表现在研发、生产、供应链、市场

销售和数字化的各个环节。创始团队往往无暇顾及补齐短板，这就给长期

发展埋下隐患。当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业绩放缓时，专业能力问题集

中暴露，导致增长拐点出现，其打击常常是毁灭性的。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唐蓓认为，在成长各个阶段，独角兽企业会遇

到各种内外部冲击。例如，初创阶段主要受战略资源制约、政策影响和竞

争冲击，成熟阶段又会出现业务和地域拓展问题，以及市场饱和造成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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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当内外部重大冲击发生时，如果没有提前弥补短板，必然会出现增长

拐点，甚至从此一蹶不振。 

麦肯锡对企业组织力与业务绩效的分析，以及对 700 家全球企业所做

的组织力指数调研表明，企业的组织力与业务绩效呈高度相关性，良好的

组织力是提升业绩的基础。麦肯锡提出，组织力是企业的内生凝聚力和驱

动力，体现在企业在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考核激励、人才能力、文化价

值等组织和管理维度的选择，并由内而外作用于企业的方方面面。借用牛

顿的力除以质量等于加速度定律，组织力越强，增长或转型加速度就越快，

也就越能牵引企业实现战略突破和业务提升，进而超越竞争对手。 

相较于稳健成长的多数企业，近年来中国大量独角兽企业高速发展，

对其专业能力的体系化搭建造成巨大挑战。通过案例剖析，麦肯锡发现独

角兽企业在拐点处表现出的专业能力缺失，往往源于组织力不足。关键专

业能力偏科是“标”，组织力不足是“本”。 

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暴露的组织力问题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问题集

中暴露在以下四个维度： 

由于以短期业绩为导向，以结果论英雄，缺乏对团队目标体系的正确

引导和长期激励机制，导致在增长放缓时动作走形，骨干流失。 

快速发展要求能力升级。常见做法是通过引进新的专业化能力充实初

创团队，但由于对新员工能力考察不足，并且缺乏体系保障，导致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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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被不断稀释摊薄。 

初期跑马圈地缺乏基本的建章立制，导致人财事等关键管控环节缺乏

清晰的流程制度和标准。组织架构设计难以在敏捷和规范中找到平衡，埋

下了管理隐患。 

创始团队拥有独特的使命感和价值观，在创业阶段能有效鼓舞和凝聚

团队。随着团队更替和投资人要求的变化，初始的价值观逐渐被稀释、冲

淡，价值观失焦。 

针对中国“独角兽”在专业能力和整体组织力所暴露的问题，麦肯锡

建议，独角兽企业首先进行诊断，以便发现问题并挖掘根因，然后再根据

自身实际需求，采用定制化 “双管齐下”有效提升领导力，实现“标本兼

治”。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张海濛认为，我们建议高速成长的中国独

角兽企业加倍关注组织力。创始人在思考业务问题的同时，应将更多精力

投入到组织建设中去。针对业绩问题进行持续诊断和深入反思，理解深层

次的组织力问题，企业方能设计出一套具有前瞻性的考核激励、人才、组

织架构与流程和价值文化，从而避开前进道路上的大坑，实现持续发展和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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