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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推荐（维持） 小步快跑、快速迭代、拥抱变化——互联网巨

头组织架构变迁研究 

 

 互联网巨头的体量不仅反映在业绩与用户规模上，更深层次的还反映在员工的
数量上。当我们在讨论美团、腾讯、阿里、字节等等互联网巨头的时候，要随
时记得，我们讨论的对象是员工体量 5 万到 10 万人之间的公司，而这些公司
从 1 万人发展到 5 万人，可能只需要短短的几年时间。如何在体量巨大的前提
下还保持高速发展和创新活力，是每一个巨头要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
掩盖在业绩之下最深层的问题。对组织而言，管理和内部文化就是命运，本
系列报告希望溯源腾讯、阿里、美团、快手、字节等核心互联网公司组织架
构的变动及背后的逻辑，跳脱出财务研究的框架，从更真实的视角去探讨公
司的治理体系及发展方向。 

 组织架构与产品矩阵是互联网公司两大最重要的发展逻辑，而这两大核心因素
又是相互决定的。由于所处赛道不同，产品发展逻辑的不同，也造就了几大互
联网巨头截然不同的基础组织架构。作为社交龙头，腾讯的产品决定资源；作
为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的 GMV 决定资源；作为流量龙头，字节跳动的数据决
定资源；而作为本地生活的龙头，美团的单量决定资源。 

 万人员工规模是互联网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分水岭，因此这里我们只针对一万人
以上的几家核心互联网巨头进行复盘。人是互联网公司最核心的资产，探究企
业人力结构的分配，能够拆解出哪些业务部门得到了充分的资源和支持，从更
真实的角度还原企业。京东 70%以上的员工是仓储配送，美团 60%以上的员
工是 BD，阿里巴巴 40%的员工是运营与客服。 

 横向比较几家不同行业的组织结构，我们将几家巨头划分为两大类：1、事业
群机制——以业务产品为核心架构。2、大中台小前台机制——以存储、计算、
研发这三大基础设施为核心架构形成大中台，支撑业务小前台。有趣的是，
这样两种组织架构的形成，与所处行业并无太大的相关性，而更多决定的是业
务成长的速度与系统业务的响应速度需求。社交领域的龙头腾讯与本地生活业
务龙头美团，共同选择了事业群机制，主要源于腾讯以产品的不断拓展为核心，
而美团以业务的不断拓展为核心。电商龙头阿里巴巴和短视频龙头字节跳动都
选择了以大中台小前台机制，则源于两者都经历过在线交易或者用户需求业务
量激增致使 IT 底层架构模块化的过程。我们认为 IT 底层架构模块化的分布
式服务叠加开源软件基础开发的系统，是形成云计算业务的核心基础。 

 事业群机制典型代表 1——腾讯。从 BU（Business Unit）事业部制到 BG

（Business Group）事业群制，形成总办、事业群、业务线和业务组的结构完
成自上而下的策略传达以及自下而上的趋势敏感捕捉。 

 事业群机制典型代表 2——美团。始终以外卖、酒旅、到店、交通等事业群为
核心+平台化 T 型战略。 

 从事业群向中台进化——快手。打破事业群山头，向中台进化。 

 大中台小前台机制典型代表 1——阿里巴巴。去“IOE”化，从依赖商业软件
到拥抱开源软件、最终加强自主研发形成云计算的技术。 

 大中台小前台制典型代表 2——字节跳动。“大中台小前台”驱动的轻型 APP

工厂，支持业务的快速迭代。在开发不同的业务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以大中台为
支撑，轻量前台快速试错的体系，成功支持了抖音等 APP 用户的快速增长。
在前台方面，字节跳动单个产品的人员配置往往为几人至十几人，相比于阿里
巴巴更为轻量化。 

 风险提示：反垄断法趋严、组织扩张速度过快、人员管理风险、业务增长不及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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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主题 

报告亮点 

如何在体量巨大的前提下还保持高速发展和创新活力，是每一个巨头要面临的
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掩盖在业绩之下最深层的问题。对组织而言，管理和内部
文化就是命运，本报告溯源几家核心互联网公司组织架构的变动及背后的逻
辑，追踪公司从创业独角兽成长为行业巨头的每一次组织架构调整。试图探讨
公司背后的治理体系及发展方向。 

组织架构与产品矩阵是互联网公司两大最重要的发展逻辑，而这两大核心因素
又是相互决定的。由于所处赛道不同，产品发展逻辑的不同，也造就了几大互
联网巨头截然不同的基础组织架构。作为社交龙头，腾讯的产品决定资源，作
为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的 GMV 决定资源，作为流量龙头，字节跳动的数据决
定资源，而作为本地生活的龙头，美团的单量决定资源。 

投资逻辑 

横向比较几家不同行业的组织结构，我们将几家巨头划分为两大类：1、事业
群机制——以业务产品为核心架构。 2、大中台小前台机制——以存储、计算、
研发这三大基础设施为核心架构形成大中台，支撑业务小前台。有趣的是，这
样两种组织架构的形成，与所处行业并无太大的相关性，而更多决定的是业务
成长的速度与系统业务的响应速度需求。社交领域的龙头腾讯与本地生活业务
龙头美团，共同选择了事业群机制，主要源于腾讯以产品的不断拓展为核心，
而美团以业务的不断拓展为核心。电商龙头阿里巴巴和短视频龙头字节跳动都
选择了以大中台小前台机制，则源于两者都经历过在线交易或者用户需求业务
量激增致使 IT 底层架构模块化的过程。我们认为 IT 底层架构模块化的分布
式服务叠加开源软件基础开发的系统，是形成云计算业务的核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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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腾讯，从 BU（Business Unit）事业部制到 BG（Business Group）事业

群制 

公司三次架构调整，第一次 2005 年升级为 BU（Business Unit）事业部制，体现战略由

单一的社交产品变成为一站式生活平台；第二次 2012 年升级为 BG（Business Group）事

业群制，体现战略从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升级，并通过科技 “连接一切”建立开放

生态；本次第三次战略升级，是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升级的前瞻思考和主动进化。 

图表 1  腾讯基本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腾讯官网，各业务产品官网及公众号，华创证券 

（一）创业初期 

早期创业团队包括：马化腾、张志东、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 

图表 2  早期创业团队 

姓名 职位 简介 

马化腾 首席执行官 CEO 1993 年取得深大理科学士学位，创办腾讯前在润迅从事研究开发工作 

张志东 首席技术官 CTO 
1993 年取得深圳大学理学学士学位（马化腾同学），1996 年取得华南

理工大学计算机应用及系统架构硕士学位 

曾李青 首席运营官 COO 本科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就读通信专业 

许晨晔 首席信息官 CIO 1996 年取得南京大学计算机应用硕士学位，曾在深圳数据通信局任职 

陈一丹 首席执行官 CAO 深圳大学化学学士学位、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资料来源：搜狐科技，华创证券 

创业初期，腾讯采用的是职能式组织架构，主要分为渠道、业务、研发和基础架构部门，

另设行政、人力资源、内部审计、信息等职能部门。对于当时只有一个核心产品 QQ 的

腾讯来说，职能式组织架构简单易行，可发挥最优作用。随后几年，腾讯业务延伸至即

时通讯、网络游戏、门户网站、电子商务等四大领域，组织结构变为多业务职能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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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腾讯早期多业务职能型架构（2005 年以前） 

 

资料来源：搜狐科技，华创证券 

业务的壮大也给腾讯职能式架构带来了挑战，30 多个业务部门间关系不清晰、合作性降

低、恶性竞争增多。由此，腾讯于 2005 年进行了首次组织架构调整。 

 

（二）首次组织架构调整—BU 化 

2005 年 10 月，腾讯总办发布“深腾人字 38 号文件”，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变革

——BU（Business Unit）化，此次变革重点在于强化产品部门的创新与引领作用，体现

战略由单一的社交产品变成为一站式生活平台。具体变化体现为此前的研发线与市场线

被替换至企业发展系统、运营平台系统、职能系统以及业务系统 B 线和平台研发系统 R

线。 

图表 4  腾讯首次组织架构调整—“BU”化（2005 年） 

 

资料来源：搜狐科技，华创证券 

在人员变动上，前高盛投行部执行董事刘炽平加入腾讯负责企业发展部，并担任首席战

略投资官，奠定了腾讯的投资基因。任宇昕执掌互动娱乐业务，标志着腾讯杀入网络游

戏业务。创始人之一许晨晔执掌网络媒体业务，向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宣战。 

从图表 13 中我们不难发现，手机 QQ 和 PCQQ、手机 QQ 空间和 PCQQ 空间等都不在同

一个业务单元，手机端与 PC 端业务因为历史原因各自为政。2012 年迎来了中国互联网

行业的分水岭，移动端用户总时长首次超过 PC 端，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来临，

也让马化腾看到了腾讯在移动互联网战场上的希望。而手机端与 PC 的独立违背了产品

体验至上的初衷，也无法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竞争，为减少内耗，腾讯进行了第二次

组织架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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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组织架构调整—BG 化 

2012 年，腾讯从原来以产品为导向的业务系统升级为 BG（Business Group）事业群制，

业务被重新划分为企业发展事业群（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EG）、移动互联网事

业群（MIG）、网络媒体事业群（OMG）、社交网络事业群（SNG），整合原有的研发

和运营平台，成立新的技术工程事业群 (TEG)，以及腾讯电商控股公司（ECC）。此次

组织架构调整体现战略从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升级，并通过科技 “连接一切”建立

开放生态。 

 

图表 5  各事业群介绍 

事业群或子公司 组成部分 

企业发展事业群（CDG） 企业发展系统 

互动娱乐事业群（IEG） 管家团队和互动娱乐线 

移动互联网事业群（MIG） 原来的无线部门和搜索研发线的部分部门 

网络媒体事业群（OMG） 原来的网媒部门 

社交网络事业群（SNG） 即时通信部门、社交本门、QQ 会员产品部等除电商外互联网部门 

技术工程事业群 (TEG) 原来的运营线、平台研发线的研究院、CDC、搜索研发线的部分部门 

腾讯电商控股公司（ECC） 专注运营电子商务业务 

资料来源：搜狐科技，华创证券 

 

图表 6  腾讯第二次组织架构调整—事业群化（2012 年）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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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员变动上，帮助 QQ 秀实现从无到有的汤道生执掌社交网络事业群，而游戏业务掌

门人任宇昕负责互动娱乐、网络媒体两大事业群。 

2014 年，组织架构进行了微调，电商业务线解散，拍拍团队并入京东，余下的 O2O 业

务等以及财付通的部分团队并入微信事业群，微信独立成军并由产品创始人张小龙负责，

标志着腾讯的重心转为“QQ+微信”的双社交平台。 

 

图表 7  腾讯第二次组织架构调整修正（2014 年）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整理 

 

（四）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 

2018 年是腾讯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升级进行前瞻思考和主动进化的重要一年，于

2018 年 9 月开启第三次组织架构变革。此次变革重新调整事业群由 7 个到 6 个，具体变

化：1）保留 4 个：原有的企业发展事业群(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EG)、技术工程事业

群(TEG)、微信事业群(WXG)。2）拆分 3 个以及新建 2 个：新成立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SI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原社交网络事业群(SNG)、原移动互联网事业群(MIG)、

原网络媒体事业群(OMG)被拆分；整合社交与效果广告部(SPA)与原网络媒体事业群

(OMG)广告线，成立新的广告营销服务线(AMS)。 

在人事变动上，汤道生完成了社交网络事业群的使命，作为多年以来腾讯云的实际负责

人，正式挂帅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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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腾讯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2018 年）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整理 

经过此次架构重组之后，腾讯将加强其流量优势赋能内容平台的能力，打通内部数据，

通过为 B 端引流的方式赋能企业，此外，云服务将成为重心。 

从组织结构的管理有效性来看，能够形成腾讯总办、各 BG 事业群负责人、BG 各大业务

线、各业务线细分业务产品方向的有机结构。腾讯总办能够牵头管理各大业务 BG，各业

务 BG 负责人同时也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并加入总办；BG 所属各大业务线则有业务副总

裁管辖，对各自业务线负责；业务线旗下的细分产品方向会形成大组业务的团队组织管

理。与众多国内外互联网大公司相似，腾讯通过管理层级委员会、事业群、业务线和业

务组的结构完成自上而下的策略传达以及自下而上的趋势敏感捕捉。 

 

二、美团：多次变革，既往不恋，纵情向前 

美团是一家年轻且不断进化的公司，以长期的战略观、发展观为文化特色，同时在发展

过程中锤炼了培养人才、沉淀组织精神的能力。 

（一）创业初期：2010-2012 打造地推铁军，鸡肋战略构筑本地生活壁垒 

早期创业团队在王兴的带领下，从千团大战中存活下来，从小规模的创业团队最终成长

为本地生活服务的流量巨头。早期创业团队包括：杨锦方、穆荣均、郭万怀、王慧文、

陈亮，皆有百度、谷歌、雅虎等头部互联网工作经历，并非草莽，而颇具有精英风格。

凭借着两轮重要融资：2010 年 A 轮 1200 万美元红杉，2011 年 B 轮 5000 万美元红杉+阿

里，以及及时从实物商品团购转型为服务商品团购的重要决策，美团在千团大战中杀出

一条血路。2010 到 2012 年间，团购网站从 5000 余家缩减到 1000 余家，美团市占初步

达到 30%。 2011 年末，原阿里 B2B 副总裁干嘉伟加入美团，并将阿里“中供铁军”进

行复制，打造了美团地推铁军，随后的 2 年时间里，奠定了美团的基本地推和销售体系：

大区经理→区域经理→城市经理多级架构体系。为美团打下了坚不可摧的地面堡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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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了美团本地生活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为未来本地生活新业务们蓬勃发展的基石。 

 

图表 9  早期创业团队（2011 年） 

姓名 分管业务 简介 

杨锦方 销售 清华科技创业者协会第二任会长，三年创业经历，后 Oracle 任高级客户经理 

穆荣均 技术 曾和王兴共同创办饭否，清华毕业后加入百度，介绍百度工程师廖凯、郭万怀 

郭万怀 运营宣传 负责运营宣传，王兴妻子，早年和穆荣均在百度工作 

王慧文 市场部 2004 年和王兴合作创办了饭否、校内等，淘房网团队包括陈亮、赖斌强等 

陈亮 移动端 王兴中学同学，校内网早期工程师，曾在雅虎带队，进入美团后负责移动端 

资料来源：金羊网《盘点 2011 年团购 10 大事件》，《九败一胜》，搜狐科技，华创证券 

 

（二）T 型战略时期：2012-2015，流量平台初具雏形 

王兴 2014 年提出了 T 型战略。“T 型战略”：一横是指平台，一竖是新业务。 

图表 10  T 型战略时期 

 

资料来源：网经社，亿欧《美团王兴身边掌握实权的五大高管》，华创证券 

 

T 型战略下，发展两大孵化业务：猫眼、酒旅 

• 2014.9，原百度 LBS 负责人沈丽加入，猫眼成为美团最受重视的战略业务。 

• 2015.4，团购推出开放平台，延伸到美业、家政、汽车等商家 

• 2015.7，成立两大事业群：外卖配送（王慧文）、酒店旅游（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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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9，增设两大事业群：到店事业群（干嘉伟）、猫眼子公司（沈丽） 

• 联合创始人、副总裁穆荣均，升任为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人力官(CPO) 

图表 11  增设到店、猫眼两大事业群 

 

资料来源：腾讯网转载美团《组织结构调整公告》，亿欧《美团王兴身边掌握实权的五大高管》，华创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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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大众点评先后 4 次组织架构调整：2015-2019 

1、2015.11，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 

图表 12  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 

 

资料来源：搜狐网摘王兴内部信，华创证券 

2016 年，猫眼电影易主在腾讯主导下，出售给光线传媒。 

团购：业务被淡出，高管架空，中层基层裁员收缩。 

 高层：干嘉伟调任、吕广渝离职 

 中层：销售区域经理和后台核心部门离职 

 基层：2016 年末发布“合伙人计划”，在 800 多个城市招代理。2016 年中美团 3.5

万人中约 2.5 万是员工裁撤，改为代理模式 

2、2017.1，第二次组织架构调整——三驾马车 

•  餐饮平台（王慧文），包括原到店餐饮+外卖配送事业群 

•  酒旅事业群（陈亮），包括原美团平台 + 酒店旅游事业群 

•  综合事业群（张川，2017 年加入），包括原点评平台 + 到店综合事业群 

高管流失最多的阶段，吕广渝、陈烨、干嘉伟、殷志华等先后离职 

www.hibor.com.cn


 

 

互联网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证监会审核华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批文号：证监许可（2009）1210 号   13  

图表 13  第二次组织架构调整 

 

资料来源：创业网，搜狐新闻，凤凰财经，澎湃新闻，华创证券 

3、2017.12，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前台+大中台 

强化中后台，综合管理能力；前台四大业务：到店、大零售、酒旅、出行 

•  新到店事业群：张川任总裁，整合原到店餐饮、餐饮生态、到店综合、智能支付业务 

•  大零售事业群：王慧文任总裁，实行班委制度，由王慧文、姜跃平、郭万怀、王莆中、

杨锦方任班委 

•  酒店旅游事业群，陈亮继续担任总裁 

•  出行事业部（新成立）：王慧文负责，打车业务，和滴滴竞争 

图表 14  第三次组织架构调整 

 

资料来源：创头条，搜狐财经，华创证券 

4、2018.10-2019.2，第四次组织架构调整 

➢ 两大创业新业务事业部 

•  小象事业部（陈亮）：继续探索生鲜业务，包括小象生鲜，2019 年 1 月上线美团买

菜 

•  快驴事业部（陈旭东）：原 2016 年组建的餐饮供应链 B2B 平台，2018.3 成为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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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事业群：核心业务 

•  到店事业群（张川）：此前酒旅事业部、到店餐饮、大店综合等事业部并入 

•  到家事业群（王莆中） 

➢ 两大平台：王慧文负责，中后台精简 

•  LBS 平台：包括之前的出行事业部，打车、摩拜等业务 

•  用户平台：淡化点评 APP 的交易功能，主要做内容 

 

图表 15  第四次组织架构调整 

 

资料来源：腾讯《一线》，亿邦动力，搜狐转王兴内部信，华创证券 

 

（四）上市后：2019 年至今 

2020 年 12 月 18 日，美团发布内部信，宣布新一轮组织结构调整。这次里程碑式的调

整中，美团成立了新的战略级部门——中高管发展部，由美团联合创始人穆荣均负责。

中高管发展部面向美团中高级管理者，统管干部培养发展、选拔调用、评估考核、激励

等。纵观美团 2019 年后的调整，主要重点为：着眼未来十年，全面启动领导梯队培养计

划，完成新一轮接班计划；全面铺开 OKR 目标管理，让员工全方位了解企业的发展战略

和方向。 服务体验部、美团搜索和语音的相关团队，调整至美团平台下，由李树斌负责，

向王兴汇报。 

•  智慧交通平台（夏华夏）：将原来的 AI 平台拆开，部分业务与交通事业部合并，组

建成的新平台部门，负责 LBS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地图、无人车配送，视觉智

能等。 

•  原 Al 平台下的无人机配送，调整到家事业群，负责人向王莆中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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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美团成立“优选事业部”，专注于社区团购，由美团高级副总裁、S-team

成员陈亮负责。原小象事业部更名为“买菜事业部”，负责人为辛崇阳，向陈亮汇报，

原云集 COO 胡健健加盟美团优选。 

 

图表 16  王慧文离职前 

 
资料来源：晚点 LatePost，华创证券 

 

三、阿里巴巴——大中台小前台鼻祖，去 IOE 化为阿里云打下坚持基础 

（一）“去 IOE 化”——大中台的基础，阿里云的土壤 

2008 年，阿里巴巴首提“去 IOE”（IBM-服务器提供商，Oracle-数据库软件提供商，

EMC-存储设备提供商，三者构成了从软件到硬件的企业数据库系统），本意是在公司 IT 

架构中去掉 IBM 的小型机、Oracle 数据库、EMC 存储设备，以自己在开源软件基础

开发的系统取而代之。成功应对高并发的业务峰值不仅为阿里集团沉淀下了宝贵的技术

经验，同时这些计算、存储、网络资源的富余也为日后阿里云计算服务的诞生铺垫了土

壤，为阿里的“共享事业部”和“大中台体系”建立提供了坚强的技术后盾。 

成功实现“去 IOE”化之后，在 2009 年诞生的阿里云强势成长，引入大量企业入驻，帮

助阿里垄断国内公有云市场。阿里云的核心在于为阿里各项业务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设施

和技术架构。在国内公有云细分市场中，IaaS 占比最大且行业增速最快，阿里云在 IaaS 

市场形成垄断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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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次组织架构变革梳理——中台战略的确立 

张勇在 2015 年首次提出“大中台小前台”概念，2018 年任命张剑锋负责大中台，开发

未来最重要的产品“阿里商业操作系统”。 

2012 年 7 月 23 日，阿里巴巴集团对业务架构和组织进行调整，从子公司制调整为事业

群制，成立淘宝、一淘、天猫、聚划算、阿里国际业务、阿里小企业业务和阿里云共七

个事业群。 

图表 17  2012 年阿里七个事业群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官网、华创证券 

2013 年 1 月 10 日，阿里巴巴集团对业务架构和组织将进行调整，成立 25 个事业部，具

体事业部的业务发展将由各事业部总裁（总经理）负责。新体系由战略决策委员会（由

董事局负责）和战略管理执行委员会（由 CEO 负责）构成。 

2015 年 3 月 6 日，阿里巴巴对旗下淘宝、天猫、聚划算进行统一规划管理，整合为“阿

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 

图表 18  2015 年确立“小前台、大中台”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官网、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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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2 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天猫团队和聚划算团队将全面一体化，天猫将

成立三大事业组、营销平台事业部和运营中心，变阵为以“三纵两横”的网状协同体系

加若干独立事业部的全新架构。 

 

图表 19  2018 年“三纵两横”阵型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官网、华创证券 

2017 年 1 月 13 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多项组织结构调整，云 OS 事业部进入阿里云事业

群等其他人事变动。 

2018 年 11 月 26 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阿里云事业群升级为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成立新

零售技术事业群，天猫将升级成为“大天猫”，形成天猫事业群、天猫超市事业群、天

猫进出口事业部三大板块。菜鸟网络将相应调整阵型，成立超市物流团队和天猫进出口

物流团队。 

2019 年 6 月 18 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重组创新业务事业群，盒马升级为独立事业群，

钉钉进入云智能事业群等。  

2019 年 6 月，组织架构调整，原阿里大文娱体系内的朱顺炎担任阿里创新业务事业群总

裁，并同时将阿里文学、阿里音乐等轻内容产品一同划归至集团创新业务事业群。重组

完成后，创新业务事业群将包含天猫精灵、阿里文学、阿里音乐以及 UC 及其他移动创

新产品。盒马生鲜升级成为独立事业群，显示了公司对盒马新零售的重视程度以及在公

司内部的战略地位。侯毅继续担任盒马总裁，向张勇汇报。钉钉由创新业务事业群进入

云智能事业群。 

2019 年 7 月 12 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完成 2019 年中的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主要涉及

HR 线。涉及的产品和业务则包括闲鱼、淘宝直播及内容生态、支付宝的相互宝等。 

2019 年 12 月 19 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与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发表全员

信，宣布组织架构调整，主要涉及两集团 CTO 线与阿里数字经济体、阿里妈妈事业群、

B2B 事业群与盒马事业群。 

2020 年 6 月，阿里巴巴集团进行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主要涉及大文娱及大润发、飞猪、

菜鸟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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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节跳动——“大中台小前台”驱动的轻型 APP 工厂，支持业务的快速

迭代 

在组织架构方面，和腾讯不同，字节跳动没有按业务线划分成前中台一体的事业部/群，

而是类似阿里巴巴，在开发不同的业务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以大中台为支撑，轻量前台快

速试错的体系，成功支持了抖音等 APP 用户的快速增长。在前台方面，字节跳动单个产

品的人员配置往往为几人至十几人，相比于阿里巴巴更为轻量化，从而能够以更敏捷的

速度在不同的领域不断试错，寻找增长空间，继而在产品做出起色后集中资源重点突破。

这是字节跳动在今日头条用户数增长逐步进入瓶颈后能够在抖音等应用上再次实现快速

增长的核心原因之一。 

在中台方面，与通过推荐算法分发内容的产品特点相适应，字节跳动设置有技术、用户

增长（User growth）和商业化三个部门，分别负责留存、拉新和变现，向前台输出通用

的技术、运营等解决方案，降低单个产品的成本。技术部门包括算法平台组、互娱组和

产品技术组等。其中算法平台组负责提供各个产品线通用的算法推荐技术；用户增长

（User growth）部门负责在各个产品线配合下完善全平台所有产品的增长策略；商业化

部门为销售导向部门，通过接入广告主等方式实现产品用户流量的变现。 

字节跳动在 2018 年开启了基础架构 2.0 的演进，确定基础架构必须先于业务发展，在

这个逻辑的指导下，整合后的基础架构提供了横跨离线在线的存储、计算、研发体系这

三大基础设施，成为支撑今日头条、抖音、飞书等所有字节产品线的共同底座。 

我们认为字节跳动是继阿里巴巴之后最有可能构建起大规模云计算业务的互联网巨头。 

（一）“1-14-106” 组织架构 

1-14-106 人才架构，字节跳动 CEO 张一鸣，直接领导了 14 名公司高管，其中 14 位一把

手之下，The Information 统计到了 90 几位二把手，共 106 人。直属张一鸣管辖的 14 人

分别为：陈林、张楠、谢欣、谷文栋、杨震原、洪定坤、张利东、田晓安、柳甄、华巍、

严授、李亮、张辅平和陈志峰。 

图表 20  字节跳动“1-14-106”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招财羊公社《字节跳动 1-14-106 人才架构》，华创证券 

 

（二）“大中台小前台” 

在组织架构方面，字节跳动在开发不同的业务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以大中台为支撑，轻量

前台快速试错的体系，成功支持了抖音等 APP 用户的快速增长。“小前台”：单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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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配置往往为几人至十几人，相比于阿里巴巴更为轻量化，能够以更敏捷的速度在

不同的领域不断试错，寻找增长空间，继而在产品做出起色后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大

中台”：与通过推荐算法分发内容的产品特点相适应，设置有技术、用户增长和商业化

三个部门，分别负责留存、拉新和变现，向前台输出通用的技术、运营等解决方案，降

低单个产品的成本。 

图表 21  国内业务由张楠和张利东主管 

 

资料来源：蓝洞商业，The Information，公司公告，华创证券 

 

（三）国内国际业务拆分：2020/03 

3 月 12 日字节跳动宣布组织升级，张一鸣作为字节跳动全球 CEO，将在全球化企业管理

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教育等新业务方向上做更多战略思考和组织领导。由张利东担

任董事长，张楠担任 CEO，两人分别负责中国地区职能线和业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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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国内业务由张楠和张利东主管 

 

资料来源：晚点 LatePost，华创证券 

 

（四）加速商业化：2020/06  

2020 年 6 月，字节跳动商业产品负责人刘思齐转去战略投资部，向战投负责人朱骏汇报。

接替他的周盛负责商业产品，向商业化业务负责人、字节跳动董事长张利东汇报。 

图表 23  加速商业化 

 

资料来源：晚点 LatePost，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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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快手：艰难的转型 

2020 年 5 月 25 日，快手发布内部信宣布组织架构调整。根据《晚点 LatePost》报道，此

次调整主要涉及商业化、运营、产品等多个核心部门：（1）原运营负责人马宏彬将与原

商业化负责人严强调换岗位；（2）原产品负责人之一徐欣，将调任负责用户体验中心；

（3）原产品负责人之一王剑伟，将收拢产品和直播业务汇报线，成为产品最高负责人。 

图表 24  快手架构调整 

 

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晚点 LatePost《快手组织架构大调整：2020 年三大战略方向落地第一步》，朱

思码记《完美风暴，快手在 2020》，华创证券 

 

六、风险提示 

反垄断法趋严、组织扩张速度过快、人员管理风险、业务增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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