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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 社会学
- 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
- 协作，共识

• 法学
- 研究法律，法律现象
- 产权法，劳动法

• 管理学
- 研究组织管理有效性
- 边缘学科

• 经济学
- 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与经济体系
- 十大原理，三大方向

• 心理学
- 研究人类心理现象下的精神功能和行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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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视角

Management Science

管理学的简单发展历程

• 古典管理理论
-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科学管理之父
-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1880s

- 基于工时和工作产出量化的生产管理

• 当代管理理论
- 彼得·德鲁克，现代管理学之父
- 1954，「管理的实践」
- 社会人属性
- 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Y 理论、双因素理论

• 现代管理理论
- 非理性人属性，企业文化
- 参与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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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视角

Management Science

管理学与开源

• 马克思·韦伯，组织理论之父
• 层级官僚组织理论，科层制组织
• 基于权威关系来组织，有明确的分工与等级制度的非个人组织形式

• 开源：开放式组织
• 无边界组织

• 开放式组织：自主选择性强，扁平化管理
• 科层制组织：基于权力关系

• 与完全民主对比：精英治理（Merit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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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视角

Management Science

目标管理

组织架构

流程管理

绩效管理

激励机制

人事管理

外部合作

内部协同

资产管理

文化管理



03
经济学视角

Economics

经济学原理：

• 十大原理，三大方向
• 个体决策（权衡，成本，边际，激励）
• 人与人的相互影响（交易，市场，政府调控）
• 宏观经济系统分析（生产，货币，通胀与失业）
• 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

• 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如产权、法律、契约、权责设计、流程设计
• 1970s 提出，1990s 后影响力增加
• 罗纳德·哈里·科斯（1991）、道格拉斯·诺思（1993）、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
• 非理性人假设
• 正交易成本/制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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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

Economics

交易成本/制度成本/流程成本

• 购物：流程成本
• 企业合作：共识与监督成本

• 外延极其广泛

开源中的流程成本

• 信息传递：公开、透明
• 共识：投票、懒人共识
• 契约：License、CLA

• 权责：组织架构设计，PMC、committer、contributor、user

• 流程执行与监督：协作、交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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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2020

Wuhan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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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2020 - 管理设计

目标管理

组织架构

流程管理

绩效管理

激励机制

人事管理

外部合作

内部协同

资产管理

文化管理

提供与疫情相关的各类可信信息的汇总与展示平台

扁平化组织架构

以协调组为核心展开

无

研发自助证书领取平台

详尽的流程设计与文档

相对扁平化的分部模型

数字资产

极客文化

高度自动化的内外部协同流程设计

媒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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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2020 - 协同设计

• GitHub

- 基于自研机器人的任务认领机制
- 基于自研机器人的数字周报功能
- 一键式 Slack 子频道加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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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2020 - 协同设计

• 内容协同
• 第一天

- 基于 GitHub 的 csv 文件协同
• 第二天

- 基于石墨的分步信息录入与同步机制
- 立即制定相关流程文档与规范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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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2020 - 协同设计

可视化表格编辑带来的
内容协同成本降低，使得
超大规模数据协同成为可能

开放的数据收集侧设计
使得所有人都可以随时

提供各类数据源

审核组实名制
降低数据有效性
的信任成本

完整的线上指南
可以完全异步自助
完成志愿活动参与

利用石墨的权限分层能力
解决数据协同的权限问题
解决陌生人协同信任成本

自动化导入程序开发
可配置的表头类型

程序进行数据清洗与增强

级联表格支持
外部合作代码化

A2N、simo、Oxbridge

数据自动化 CDN分发
减少 API服务器开发运维成本

多端自适应
电话点击拨打
地址点击导航
账号点击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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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2020 - 反思

• 为何不需要绩效考核，为何大家愿意参与？
• 极客文化的好与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