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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

邱  泽  奇

  内容提要 }本文分三个时期回顾了组织理论的发展 }第一个时期是 us世纪 ws年

代以前 o组织研究的重点是组织内部劳动分工 !人际关系 o以及组织决策和管理 o没有

形成对组织的系统研究 o也不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第二个时期是 ws ) ys年代 o

对古典命题的反动促进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组织研究 o特别是西蒙对理性主义的反

思和系统论的应用 o马奇等人的努力更使组织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 ∀第三

个时期是 zs年代以后 o对前人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传统为主流的一

系列理论流派 o包括权变理论 !资源依附理论 !种群生态理论 !制度主义理论等 ~{s年

代中期以后 o反主流的理论逐步产生影响 o譬如文化理论 !后现代主义理论等 ∀最后 o

本文还简要地分析了经典假设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o认为在迈向网络化的今天 o以工

厂化为背景的组织理论经典假设已经面临困境 ∀

在进入讨论之前 o有几点必须先作交待 ∀第一 o在组织研究的发展史上 o不存在一个自成

体系的组织理论 ∀人类关于组织的研究虽然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 o但是作为社会科学中一个

相对独立的领域 o却是本世纪 ws ∗ ys年代的事情k≥¦²··ot||w ~�¤·¦«ot||z ouzl o在漫长的史前

和短暂的历史中 o组织研究并不像某些社会科学如经济科学那样是一门所谓的学科 ∀事实上 o

现代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都有自己的组织研究 ot|yt年孔兹k�²²±·½ot|yt otzw ∗ t{{l对组

织理论的发展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 o/那是一个语义的丛林0 ∀因此 o也就不存在一门所谓独立

的 !单纯的组织科学 o各种组织研究自然涉及并反映各个学科关于组织的信念 o组织研究所形

成的各种理论和观点也没有办法构成一个系统 o自然不可能建立一个学术史的叙述框架 o将所

有的理论包括在其中 ∀

同时 o社会科学今天的发展已经在摆脱传统的模式 o特别是以研究对象划分学科的模式 ~

这就是说 o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将/组织0独占为本学科的独特研究对象 o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就必

须依靠其对同一对象的独特视角 ∀但是 o本文并不打算单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反映组织研究

的发展 o而是在历时性叙述的同时希望综合地反映组织研究的各种主流问题和观点 ∀同时 o我

也充分地估计到 o/综合地反映0往往会挂一漏万 o往往会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嫌疑 ~不过 o我将尽

t

Ξ 这篇文章的第一稿成文于 t||w 年 o当时并没有准备发表 ∀在写作的过程中 o我特别和斯坦福大学的斯格特k • q

�¬¦«¤µ§≥¦²··l教授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弗里格斯坦k �̈¬̄ ƒ̄ ¬ª¶·̈¬±l教授 !英国克兰菲德商学院的哈奇k �¤µ¼ �²

�¤·¦«l教授 !皮兹堡大学的谢弗里兹k�¤¼ � q≥«¤©µ¬·½l教授 !犹他大学的奥特k�q≥·̈√ ±̈ �··l教授多次交换意见 o他们毫
无保留地给我介绍了组织研究的最新发展 o并坦率地表达了他们对组织理论的看法和意见 o还为我提供了一些最新
的 !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料 ∀另外 o在写作期间与杜克大学周雪光教授深入的交谈也使我获益匪浅 ∀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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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做到不脱离主流问题 !不丢掉主要观点 ∀

第二 o组织研究中也不存在统一的概念体系 ∀譬如 o对于/组织0的定义就是一个颇有争议

的难题 ∀不可否认的是 o在这样复杂且歧义性极大的研究对象中产生出来的观点和理论不可

能不会千差万别 o甚至相互之间根本对立和很难进行比较和对话 ∀这些都是本文的叙述必须

面对却又无法克服的难题 ∀为了行文的方便 o在后面的讨论中我将不得不采用一些简单化的

方法 o譬如历时 !分类 !比较等方法 ∀

第三 o在后面的叙述和分析中 o对某些学科的组织研究可能会有较多的叙述 ~对另一些学

科的观点可能会叙述较少 o甚至根本就不提及 ∀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那些学科的研究和观点

不重要或可以忽略 o而是因为我对那些学科的组织研究缺乏了解 ∀我希望本文的这个缺陷不

至于引起误会甚至误导 ∀

第四 o在人类社会众多的组织中 o研究者们情有独钟的是企业组织 o许许多多的组织理论

多是基于对企业组织的观察和分析 ∀在后面的讨论中 o我也无法回避这个历史事实 ~不过 o我

将尽力顾及从非企业组织中产生的观点和理论 ∀

第五 o本文的基本资料来源于英语文献 ∀斯格特在 |s年代中期讲过这样一句话 oys年代

以后 o组织理论的前沿显然已经在美国 o美国组织理论发展不仅代表了英语世界的组织理论前

沿 o也代表了世界同一领域的前沿 ∀哈奇也说 o也许德国人或者法国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o但是 o

以英语发表的组织理论文章和著作的确代表了学术界的最新发展 ∀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 o我

无法包括法语 !德语和其他外语的文献 ∀

本文将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组织研究的理论来源和早期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 o

主要介绍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组织管理实践对组织研究的影响 o特别是霍桑实验的影响和巴纳

德 ~第二部分评介转折时期的组织理论 o特别是 ys年代组织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出现 ~第

三部分分析受系统论影响的理论创新直至 {s年代后期组织研究的发展 o评述权变理论 !资源

依附理论 !群体生态学理论 !新制度主义理论 !文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 ~第四部分简要分析

工业社会发展和组织理论经典假设之间的关系 o以及组织理论的困境 ∀

一 !两个来源和巴纳德

k一l两个来源

现代组织理论观点的复杂性也许与其具有歧义性甚至相互对立的两个来源有关 }社会学

传统和管理学传统 ∀≠

t1 社会学派

涂尔干kt{x{ ∗ t|tzl对组织研究的影响主要来自他 t{|v年出版的5劳动分工论6k⁄̈ ¤̄

⁄¬√¬¶¬²± §∏×µ¤√¤¬̄ ≥²¦¬¤̄lk⁄∏µ®«̈¬° ot|w|l ∀全书分三卷 tx章论述了工业社会中劳动分工的

作用 !原因和分工的各种变体 o强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变 o及随着专业化成长的

等级制度和相互依赖关系 ∀特别是 o他通过自杀与工业社会的关系 o阐述工业化对人类生活的

冲击和影响 o并由此强调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区别 !分工的规则性 o以及劳动分工对人类/社

u

≠ 弗里格斯坦kƒ̄ ¬ª¶·̈¬±l认为 o还有一个经济学传统 o并一再强调了经济学传统的重要性 o特别是康芒斯k�q� q≤²°2
°²±¶l !科斯k� q� q¦²¤¶̈l和熊彼特k�q� q≥¦«∏°³̈ ·̈µl的影响 ∀



会需要0的满足等 o从而把人类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视角启发了后

来的工业组织心理研究 !组织行为研究 !组织的经济性和社会性冲突研究等 ∀

韦伯kt{yw ∗ t|usl对组织研究的影响来自于他的科层制理论 ∀在一生的学术探索中 o韦

伯也致力于解释工业社会的特质 ∀在5经济与社会6和5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6 ≠ 中 o韦伯

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们称之为理想科层制的组织理论 ∀与封建社会比较 o韦伯认为工业化的

首要特点是走向/理性0的社会和经济过程 ∀早期的社会权威主要来自个人魅力和传统的社会

结构力量 o但是 o/理性化0却使得权威的产生走向非人格化和脱离传统k� µ̈·«¤±§ �¬̄̄¶ot|w{ }

t|z ∗ uww ~�¤ª̈ ot|{s ouxl ∀在韦伯那里 o组织理性和技术理性被相提并论 o总的目标是提高

效率 o他启发了后来者从组织的技术层面寻求效率 o并因此产生一批从组织结构 !分工 !职责等

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 ∀

马克思kt{t{ ∗ t{{vl对组织研究影响深远的理论是他关于劳动异化的观点 ∀在5政治经

济学批判6和5资本论6中 o� 马克思认为 o人类为了生存而劳动 o为了生存而协作 o在劳动和协

作中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k生产力和生产关系l o进而构成了社会

和文化的世界k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l ∀在人和人的关系中 o资本家占有资本k而资本是构成早

期工业生产的控制性要素l o资本家很自然就成为了工人的主人 o他们通过雇用 !解雇 !挑动竞

争 !制定报酬等级等等 o直接控制工人的生产行为和社会行为 ∀换句话说 o在资本家那里 o工人

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 o是企业成本的一部分 o为了提高效率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 o在企业中 o工

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资本家完全的范围 o而成为被市场驱动的一部分 o即由工人生产的产品所

能够获得的利润在控制 o工人变成了自己劳动的奴隶 ∀马克思的理论至少为后来的组织研究

提供了这样几个核心概念 }控制 !合作 !冲突 !权力分配 !组织与环境 o并对工业社会学 !组织研

究中的冲突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

u1 管理学派

与韦伯和涂尔干同时代的泰勒kt{xy ∗ t|txl o是工业革命以后第一个从工作环节详细研

究效率问题的人 ∀在泰勒k×¤¼̄ ²µot|wzl看来 o机器虽然被引入生产作业 o但管理并没有脱离

手工作坊的传统 ∀泰勒认为每一工种都有最优化的动作和最省的作业时间 o每个工人在规定

的时间内应该可以完成一定的任务 o每一岗位的作业时间与任务量就是它的职能 ∀所谓职能

化的组织即强调组织分工 o使组织的职能向任务单一化方向发展 ∀如果可能 o应建立和保持这

样的组织 }把各管理人员的工作限定在执行单一的 !主要的管理职能上 ∀因此 o效率的源泉主

要是管理者 o对于整个组织而言 o有效工作程式的设计与执行均是管理者的责任 o工人只是执

行者 ∀

从组织理论发展的意义上 o泰勒的贡献在于一方面把管理从作业中分离出来 o强调监督的

重要性 ~另一方面 o在组织中引入了客观测量机制 o并相信无论是作业者还是管理者 o都会在客

观测量面前形成共识 o并因此获得组织的效率 ∀

就在泰勒忙于动作分解和作业实验的时候 o人们称之为/管理理论之父0的法约尔kt{wt ∗

t|uxl还在井下指导挖煤 ∀在 vs年的实际管理工作中 o法约尔从一个工程师成长为公司的负

责人 o并形成了他称之为/行政理论0的组织管理理论 ∀

v

≠

� 中文译本可参见人民出版社的版本 ∀

韦伯自己并没有以/经济和社会0和/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0为题进行写作 o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后人根据韦伯
生前的散稿编辑而成 o有些小标题甚至就是编者加上的 ∀



t|t|年法约尔kƒ¤¼²̄ ot|w|l出版了5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6 o从功能上讲述了管理活动的

五种职能和十四条原则 ∀五种职能为 }计划 o为最高管理阶层的主要责任 ~命令 o是一种建立在

职位和权威基础上的工作方法 o它设法让每个人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能 ~协调 o调和所有的活动

及力量 o这是管理过程的核心 ~控制 o使所有的活动都按照规定的标准和下达的命令来进行 ~组

织 o是根据所订立的目标 o诠释企业的结构 o使之成为达到目标的工具和行动的准则 ∀围绕五

项职能 o法约尔还阐述了十四条管理原则 ∀

在这里 o虽然法约尔把/组织0当作了一项职能要素 o但实际上他是将其当作了一项基本的

管理活动 ∀再综合法约尔的其他著作 o则法约尔的组织理论大致包括了组织原则 !组织形态与

组织功能三部分 ∀在组织原则中 o法约尔强调分工 !权责 !统一指挥和层级制度以及其中的例

外 o如为了提高办事效率 o可以绕过层次管理途径而在部门之间建立解决问题的直接联系渠

道 ∀在组织形态中 o法约尔重视控制幅度大小问题 o他认为每一个领导职位所指挥管理的下属

的数量应合理 o若太少 o则不合效益 ~反之 o又无法掌握细节 ∀在组织功能里 o法约尔论述了参

谋部门的职能 o譬如对领导人的日常工作 !通信 !接待 !案卷的准备与研究工作给予多种帮助 ~

联络与控制 ~以及开展预测工作 o制订与协调各种计划 ∀

法约尔的经验总结引发了后来关于控制幅度 !例外k甚至权变理论l !部门化 !命令的单位 !

等级制等的专门研究和讨论 ∀他对分工与协调的叙述使/集体精神0成为组织研究中的一个重

要领域 ∀

k二l人际关系理论和均衡理论

在本世纪 us年代以前 o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对组织的关注是非常不同的 ∀社会学家所关

注的是以工厂为代表的工业组织对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 !日常生活 !甚至人性的影响 ~管理学家

关注的则是以效率为目的的各种手段 o包括劳动分工模式和管理模式 ∀

从 us年代中期开始 o以霍桑实验为代表 o社会科学家们所关注的主题集中在效率与人际

关系 !效率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上 o对各个侧面的偏重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 ∀

t1 霍桑实验

t|uw ∗ t|vu年 o以提高生产效率为根本目的 o一批管理学家在美国芝加哥附近的西方电

气公司霍桑k�¤º·«²µ±l工厂进行实验研究 ∀霍桑实验的基本假设是 }作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

作业效率的提高 ∀≠ 实验主要是考察作业条件 !作息时间和工资形态 !劳资对话和车间非正式

组织行为与组织效率之间的关系k� ²̈ ·«̄¬¶¥̈µª̈µ¤±§⁄¬¦®¶²±ot|v|l ∀

霍桑实验结果表明 }古典理论中改善作业条件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假设并不成立 o照明

条件 !作息时间与工资形态管理并不直接影响工人的生产效率 ~而通过改变原来单纯的指挥与

监督模式 o鼓励职工参与监督与决策 o通过解决职工的问题来提高职工情绪 o通过诱导非正式

组织的活动等 o均可提高工作效率 ∀

霍桑实验的结果启发了一系列针对古典组织理论的研究 o并产生了一系列从组织过程 !组

织与人的关系等角度入手的成果 o如怎样调动人的积极性 !非正式组织理论 !领导问题 !决策问

题 !个人与组织关系的理论等等 o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人际关系理论 !均衡理论和决策过程理论 ∀

w

≠ 韦伯的科层制度将组织分为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 o并强调正式组织即科层制在提高组织效率中的重要地位 ~

涂尔干在论述非正式分工时也讨论了非正式群体的意义 ~法约尔也指出 o组织中非正式群体也会影响到组织的效
率 ∀在霍桑实验中 o对非正式组织的考察或许参考了古典组织理论 o但可能不包括法约尔 o因为 o法约尔著作的英
译本直到 t|w|年才面世 ∀



u1 人际关系理论

在霍桑实验的基础上 o该实验的主要领导者马约k∞̄·²± �¤¼²ot{{s ∗ t|w|l !罗茨里伯格

kƒµ¬·½�q� ²̈ ·«̄¬¶¥̈µª̈µot{|{ ∗ t|zwl和迪克森k • ¬̄̄¬¤° �q⁄¬¦®¶²±l等提出关于效率与组织中

人际关系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社会中的个人并不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o他们总

要归属于某一社会组织 o一方面寻求收入的来源 o另一方面寻求友谊 !安定和归属感 ∀换言之 o

社会中的人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所设定的/理性人0 !/经济人0 o还是有非利益需求的人 ∀人的

两重性即物质性与精神性 o构成了两种社会组织即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基础 o而在这两类

组织中最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非工作关系 ∀在这里 o心理因素被引入了组织研究 ∀人际关

系理论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o重视非正式组织与人的行为的关系 o重视非正式

组织与正式组织之间的互动k �¤¼²ot|vvl ∀

基于这样的假定 o人际关系理论认为 o企业的组织包括两种结构类型 o一是技术组织 o一是

人的组织 ~前者是由供生产服务和使用的各种物质器材组成的结构体系 o是物质组织 ~后者是

由组织成员组成的结构体系 o是社会组织 ∀在社会组织中又有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别 ∀

正式组织可以通过组织系统表 !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章制度等因子进行表达 ~非正式组织不具

备正式组织的这些特征 o它是自发形成的群体 o但在群体内部却存在着成员分工和集体行为准

则 o如在车间的非正式群体中可能形成这样的准则 }生产量的完成既不可过高 o又不可过低 o否

则高者被认为是破坏了大家的正常收入 o低者被认为是侵食了大家的劳动 ∀人们之所以会遵

守这些准则 o是因为人的归属感 ∀同时 o两种组织有着不同的目标 o正式组织为效率目标 o非正

式组织则以情感满足为目标 ∀

因此 o在人际关系理论看来 o企业的效率取决于人的双重需求的满足程度 ∀换言之 o企业

组织一方面要考虑到创造财富和提供服务的职能问题 o另一方面还要保证人际关系得到满足

和协调 ∀

v1 均衡理论

美国经济大萧条造就的一位著名实业家巴纳德k≤«̈ ¶·̈µ�¤µ±¤µ§ot{{y ∗ t|ytl从另一个

角度讨论了人的需求双重性 ∀t|v{年 o他发表了5管理者的职能6 o从组织的概念入手 o运用社

会心理因素分析的方法 o在组织行为的视角上探讨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 ∀主要的内

容是 o一个组织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能诱使其成员参与 o以保证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在巴纳德看

来 o组织是人的组织 o不只是包含物 o/它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人或更多人的行为或各种力量的

系统0k�¤µ±¤µ§ot|v{l ∀因此 o组织效率的关键是 o在人们的贡献和得到的满足之间寻求均衡 ∀

换言之 o组织应当提供必要的/引诱0 o以调动个人的动机 !满足个人的需求 ∀如果组织提供的

诱因与个人的贡献达到均衡或超过个人的贡献 o组织的目标便能达到 o组织自身便可存续与发

展 ~否则组织就会衰落 o乃至消亡 ∀在组织之外 o则要求组织对外部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 o当环

境发生变化时 o组织也应随之适应 o而这种适应性又主要取决于内部的均衡 ∀

如此 o组织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提供足够的 !有效的诱因 ∀在巴纳德那里 o组织可

以动用的诱因有两类 o即经济的和非经济的 o前者指工资 !奖金 !物品和物质方面的激励 ~后者

指晋升 !荣誉 !威信 !权力 !理想的实现 !社会共识 !参与感的享受 !团结互助等因素 ∀其中 o后者

的刺激是第一位的 o经济刺激虽然很重要 o但是第二位的 ∀问题是 o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 o由于

组织成员的需求标准在缓慢地提高 o非经济诱因与经济诱因相比往往表现出来源不足 o进而导

致组织内部均衡状态的被破坏 ∀为此 o巴纳德提出了一个发展诱因的法则 o即通过组织的不断

x



发展壮大来增加组织所掌握的诱因 ∀

同时 o巴纳德还认为非正式组织对于正式组织的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o因为对于正

式组织而言 o非正式组织至少有三种积极的功能 }有助于组织沟通 ~维持组织的内聚力 ~满足人

们的自我归属感 ∀

简而言之 o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o在这个时期组织研究论题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假设 }组织是

一个有边界的人和机器结合的实体 o人与组织的关系表现为归属唯一性k在工作中 o一个人常

常是唯一属于某个组织的l ∀基于这样的假设 o论题基本局限在组织内部 o提到了组织与环境

的关系 o但还没有把组织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 o也没有涉及由人群所创造的文化

与组织的关系 !由人群所构成的部门协调 !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协调等等 ∀这些论题的凸显基本

上发生在 xs年代以后 o关于组织中的权力 !资源分配机制等也是后来发展的议题 ∀

二 !有限理性和系统论

二战结束以后 o组织研究的发展千头万绪 o对后来研究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对理性主义的批

判 !系统论 !心理学派和对科层制度的怀疑 ∀

k一l决策过程和有限理性

承接巴纳德对决策的重视 ot|wz年西蒙 ≠ 出版了5管理行为6k≥¬°²±ot|xzl o把决策概念

引入组织行为分析 ~t|x{年 o马奇和西蒙出版了5组织6k �¤µ¦«¤±§≥¬°²±ot|x{l ~t|yv年 o赛

特和马奇k≤¼̈ µ·¤±§ �¤µ¦«ot|yvl又出版了5厂商的行为理论6 ∀在这些著作中 o决策过程理论

被凸显出来 ∀

与泰勒把组织看作是管理人员贡献头脑 !操作人员贡献四肢的简单机器不同 o西蒙等人认

为 o组织乃是人群一连串决策功能活动的分化与组合 ∀他假设组织是具有选择及解决问题的

功能 o并具有某种决策能力的人类有机体 o这个有机体具有欲望 !动机和进取心 o是一个复杂的

/沟通体系0 ∀从组织的层面看 o建立组织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 ∀因此 o组织成员行为一致的

基础就是组织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组织目标和一套精心设计的管理程序 o即决策过程 ∀现实中 o

组织的所有阶层上起最高领导 o下至普通作业人员 o都要进行决策 ∀在这个意义上 o组织就是

一个决策的场所 ∀

但决策是协调行为 o其中最重要的协调因子就是决策的前提 ∀不同的前提会产生不同的

决策 ∀组织对其成员所施加的影响 o主要是针对决策前提而言的 ∀组织的各种努力就是要使

组织成员做到自觉遵循组织的价值取向 o使组织的价值取向内化到成员的价值观中 o即所谓

/组织人格化0 ∀不过 o这种/决策人0对组织价值取向的接受亦有限度 ∀西蒙认为 o在组织人格

的范围内 o个人的决策受组织价值取向的支配 ~在其外 o则受其他动机支配 ∀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o西蒙对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模型提出了质疑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 o组

织决策可以用理性模型来解释 ∀西蒙等认为 o理性模型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决策者知晓所有可

选方案及其执行后果 o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还有 o理性模型忽视了组织内部的政治问题 o因为

理性模型假定组织中的所有成员都知道决策的规则 o并接受决策 o具体地说 o理性模型有 x个

y

≠ t|w|年 o西蒙成为卡内基学院k后来变为卡内基梅隆大学l工业管理系主任 o他集中了政治学家 !经济学家 !工程师 !
心理学家等对组织管理问题进行联合研究 o在西蒙的领导下 o重点研究了组织内的决策和选择 !有限理性 o后来赛
特和马奇k≤¼ µ̈·¤±§ �¤µ¦«ot|yvl又强调了组织中的参与 !决策多样性等 ∀



约束因素 }不完备和不完全的信息 o问题的复杂性 o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 o决策的时间限制 o针

对组织目标的争议 ∀西蒙等把这些因素的作用称之为理性的限制 o并认为 o在现实生活中 o组

织的大多数决策都是有限理性决策 ∀

西蒙等人对决策过程和有限理性的探讨奠定了他的决策人理论k≥¬°²±ot|xzl的基础 o开

创了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o在后来的研究中 o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决策模型 o譬如试错模

型 !联合模型 !垃圾桶模型等 ∀如果说马约和罗茨里伯格 o甚至巴纳德重视寻找组织中人行为

的原因的话 o那么 o西蒙更重视的是人行为的结果分析 ∀

k二l工作满足理论

如果说人际关系理论是在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 !利益和情感的框架中 o把情感看成是影

响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的话 ~那么 o工作满足理论似乎特别强调了霍桑实验中关于个人满足的

发现 o并把巴纳德的心理满足观点发展到了极端 o进而把/满足0看作了影响组织效率的全部 ∀

在 xs ∗ ys年代期间 o组织研究的心理学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讨论/满足0问题 ∀其中重

要的有三种学说 }促动双因素论 !公平说和期望说 ∀

/满足0研究的理论基础是 ws 年代初期心理学的马斯洛理论 ∀马斯洛k�¥µ¤«¤° � q

�¤¶̄²º ot|s{ ∗ t|zsl认为 o人有各种欲望并期望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满足 ∀欲望与实际所得之

间的差距越大 o满足感会越低 ~反之 o满足感愈高 ∀在5人的动机理论6中 o马斯洛认为 o可以把

人类的需求归为两类 o一类由原生动机驱动 o如生理需求 ~另一类则为衍生动机驱动 o如在低层

次需求得到满足以后衍生的需求 ∀在工业社会里 o人类的低层次需求往往能获得满足 o所以组

织所要解决的是使人的高层次需求得到满足k �¤¶̄²º ot|wv ovzs ∗ v|yl ∀

在马斯洛理论的基础上 o赫次伯格kƒµ̈§̈µ¬¦® � µ̈½¥̈µªl提出了/促动双因素论0 ∀通过在

美国匹茨堡地区的调查研究 ∀他认为有两类因素影响到工作满足 o一是激励因素 ~一是负面因

素 ∀如果负面因素发挥作用则可能导致工人产生工作不满足感 o但如果激励因素完全符合理

想却不一定可以提高工作满足感 ∀换句话说 o它们是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k � µ̈½¥̈µªo

t|xz ot|yy ~�∏·«¤±¶ot||u otx|l ∀

公平说强调 o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满足本身 o而在于获得满足过程中的公平感 ∀阿达姆k�q

≥·¤¦¼ �§¤°¶ot|yvl不赞成关于期望与满足差距的讨论 o他认为个人对自己工作的期望与实际

所得的绝对差距并无实际意义 o意义在于差距的人际比较 ∀工作的投入与所得之间如果因人

而异就是不公平 o不公平是导致工作不满足的主要因素 ∀

期望说提出 o人的满足只是一个表象 o在这个表象背后的是人对自己和社会的期望 ∀乌卢

姆k∂¬¦·²µq� q∂µ²²° ot|ywl认为工作满足可以归结为期望模型 }人对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及

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多少有一些期待 o且会在期待的驱动下采取行动去努力达到目标 o如果能借

助一些帮助 o他努力的动机会更强 o此时 o人若能成功地达到他所期待的和所珍惜的 o则他会十

分满足 ∀

和泰勒曾经希望在动作时间和效率之间寻找一个等号一样 o对工作满足的各种研究也期

望在人的满足感与企业的效率寻求一个等式 o并提出影响工作满足感的因素可以归为四类 }

ktl对工作及工作有关的报偿的价值判断及偏好 ~kul获得各种工作及有关报偿的机会 ~kvl与

他人比较之下 o个人工作情境的优劣势 ~kwl个人的人格特质和文化因素 ∀与上述视角一致的

还有其他一些基于心理学的探讨 o包括人格与组织的冲突k�µª¼µ¬¶ot|xzl !÷ 理论和 ≠ 理论

k �¦�µ̈ª²µot|ysl !忠诚k�²∏̄§±̈ µot|x|l !流动动机k°µ̈¶·«∏¶ot|yul等 ∀

z



k三l对科层制的质疑

自从韦伯倡导科层制以来 o在大多数的组织研究中 o科层制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几乎是一个

不言而喻的假设 ∀t|wy年 o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 o在英语世界获得了广泛

的共鸣 ∀t|xw年古尔德纳k�²∏̄§±̈ µl在针对石膏矿的研究中 o探讨了三种类型的正式科层制

结构 ∀第一种 o他称之为/赝品型0 o即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忽视其存在 ~第二种叫/惩罚型0 o即在

管理上寻求强制的方式让工人接受规则 o但工人却抵抗 ~第三种为/代表型0 o即管理上表现为

强制 o但工人也接受 ∀最后 o他正面评价了/代表型0的科层制结构 ∀

在这前后 o社会学家积极介入组织研究 o对科层制效率的评价都是积极的 o譬如塞尔兹尼

克k≥¨̄½±¬¦®ot|w|l对田纳西谷地权威制度的研究 !布劳k�̄¤∏ot|xxl对州政府机构和联邦执法

所的研究 !李普塞特等k�¬³¶̈·̈ ·¤̄ qot|xyl对工会的研究 ∀t|xy年 o布劳和梅约尔发表5现代

社会中的科层制6 o对科层制也持正面的积极态度 ∀后来 o考夫曼k�¤∏©°¤±ot|zzl !克里斯罗

夫和罗森布鲁姆k�µ¬¶̄²√ ¤±§ � ²¶̈±¥̄²²° ot|{tl !古德赛尔k�²²§¶̈¯̄ ot|{vl等对行政组织的研

究也充分支持了关于科层制的经典命题 ∀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 o即使是在布劳和梅约尔k�̄¤∏¤±§ � ¼̈̈ µot|{zl宣称的科层制为主导

性理论的 xs ∗ ys年代 o受社会学功能主义的影响 o管理学家们也对科层制的反功能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 o譬如马奇和西蒙k �¤µ¦«¤±§≥¬°²±ot|x{l ∀

同时 o一些学者进一步对科层制提出质疑 ∀譬如 ot|yw年 o克罗兹k≤µ²½¬̈µot|ywl对法国

一个卷烟厂的经验研究显示 o机械修理工在工厂里具有人们想象不到的权力 o因为他控制着机

械维修 o进而控制着车间的生产 ∀依据这样的研究 o他第一次以/科层制0现象为题 o对科层制

与效率之间的经典假设提出了质疑 o并把科层制定义为/不能根据教训修正其行为的组织0 ∀

比克罗兹有过之而无不及 ot|yy年 o本尼斯k�̈ ±±¬¶ot|yyl在5变迁中的组织6中几乎宣判

了科层制的死刑 ∀他认为科层制度根本不能适应专业人员力量的增长 !参与管理的发展和快

速的组织变迁 o由此本尼斯和斯拉德预测科层制将在这个世纪消失k�̈ ±±¬¶¤±§ ≥̄ ¤·̈µot|y{l ∀

t|zs年托夫勒k×²©©̄ µ̈ot|zsl还进一步发展了本尼斯的观点 ∀

有意思的是 ous年后 o当布劳和梅约尔k�̄¤∏¤±§ � ¼̈̈ µot|{zl出版5现代社会中的科层

制6第三版的时候 o却不无自豪地说 o自从该书第一版问世以后 o针对科层制的批判就层出不

穷 o甚至有人预言科层制会很快消失 ∀必须注意的是 o在历经了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之后 o科

层制仍然在发展 ∀这说明 o我们过去低估了科层制的弹性 o过分地夸大了科层制的结构刚性 ∀

k四l系统论学派

当电子产品大量出现在人类生活中的时候 o也就是伯恩斯k�∏µ±¶ot|yul的工业第三阶段

和萨维奇的工业时代晚期k≥¤√¤ª̈ ot||yl o在工业化国家 o封闭的农业社会已经远去 o工业社会

的秩序已经主宰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o满足对更大市场的渴望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最大难题 ∀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kys年代中期l开始 o系统方法在一段时间以内几乎成为了组织研究的支配

性方法 ∀

/控制论0k • ¬̈±̈ µot|w{l和一般系统论k�̈ µ·¤̄¤±©©¼ ot|xtl的出现对传统的组织理论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 ∀一般系统论认为 o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依存

的部分 !成分或分系统所组成的单位 o并能与其环境大系统划分出明确的界线 o这些单位就是

系统 ∀t|xy年经济学家鲍尔丁k�²∏̄§¬±ªot|xyl第一次将一般系统论运用到社会科学 o并企图

建立一个万用框架 o任何学科只要添进该学科的内容就可以使用 ∀但是 o事情并不是那么简

{



单 o直到 ts年以后卡兹和卡恩k�¤·½ ¤±§�¤«±ot|yy ot|ztl才第一次将系统论引入组织研究 ∀

在这以后 o直到 zs年代晚期 o系统论仍然被认为是最有解释力的工具 ∀

卡兹和卡恩的贡献在于他们运用系统论综合了以往关于组织研究的主要观点 o并为后来

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o譬如汤普森k×«²°³¶²±ot|yzl关于技术和组织 !劳伦斯和洛其

k�¤ºµ̈±¦̈ ¤±§�²µ¶¦«ot|yzl关于组织的分化与整合的平衡 !加尔布雷斯k�¤̄¥µµ¤¬·«ot|zvl关

于信息流动以及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k�¤¶·¤±§ � ²̈¶̈±½º ¬̈ªot|zsl的/现代组织理论0等 ∀

当一般系统论被运用到组织研究的时候 o组织被看成了一个系统k≥¦²··¤±§ �¬·¦«̈ ¯̄ o

t|zy ~°¤µ¶²±¶ot|xt ~≤¤µ½² ¤±§ ≠¤±²∏½¤¶ot|yzl o其基本问题是 }ktl组织的各个部分是什么 �

kul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的本质是什么 � kvl联结系统各部分并促使它们相互调整的又是什么 �

kwl组织的目标是什么 �

不过 o系统论对于组织研究的最大影响不在于让人们看到了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o重要

的是一个开放系统 ∀组织总是处于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中 o并在这种互动中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o

在动态平衡中保持其能量的转换 ∀系统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将组织行为当作一个/集体

行为0 ∀从泰勒主义到心理学派 o组织研究的基本单位主要是个体层次的 ∀系统论则把关注点

从个体层次引导到了集体层次 o关注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 ∀下面我们将看到 o各个理

论流派的基本分析单位几乎都是/集体0 ∀

开放系统概念和对集体的关注为 zs年代以后各种流派的发展打开了一片广阔的领域 ∀

在组织内部 o对非正式部分影响的强调构成了文化和符号解释理论的出发点 ~强调决策过程中

的权力和政治过程 o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在组织和环境之间 o强调环境的不确定

性构成了权变理论的出发点 ~强调环境的决定性 o构成了资源依附理论的出发点 ~强调环境中

社会制度的控制和组织对制度的影响 o构成了新制度主义的出发点 ∀在组织和环境 !组织内部

的部分之间的互动中 o强调互动的成本因素 o构成了交易成本学派的出发点 ∀

三 !主流和反主流

t|x{年 o马奇和西蒙5组织6一书的出版就是向学术界报告 }组织是一个独立研究领域 ∀

t|yx年 o马奇k �¤µ¦«l收集了所有他认为有价值的关于组织的研究成果 o出版了5组织手册6 ∀

这本手册的出版被认为是向学术界证实 o/组织0已经成为学者们广泛关注的对象 ~也被认定为

/组织研究0诞生的标志k≥¦²··ot||wl ∀正如上面刚刚讨论到的 oys年代中期 o也是系统论被引

入组织研究的时期 ∀如果我们看看下面伯恩斯k�∏µ±¶ot|yul和萨维奇k≥¤√¤ª̈ ot||yl关于工

业发展的观点 o在这样的历史巧合中 o组织研究的热闹场景是可以想象的 ∀

接下来 o我将分析 ys年代中期以后的六个主要学派 ∀从分析的单位来看 o组织研究应该

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是超组织的层面 o讨论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第二是组织的层面 o探讨组织

的结构 !技术 !文化 !权力等 ~第三是个体的层面 o探讨个人的期待 !满足 !行为等 ∀受系统论的

影响 oys年代以后 o像人际关系学派所代表的个体层次的研究基本上已经成为历史 ∀组织层

面研究和超组织层面研究之间的界限也变得不是十分耀眼 ∀还要说明的是 o在组织研究领域 o

学者们似乎有一个默认的共识 o那就是像权变理论 !资源依附理论 !种群生态学理论 !新制度主

义 o还有交易成本理论都是主流学派的理论 ~而文化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 o则是主流学派的

|



/反理论0k≥«¤©µ¬·½ ¤±§ �··ot|{z ot||wl包括自称是符号解释学派的学者 o≠ 也无奈地承认自

己是边缘学者k�¤·¦«ot||zl ∀

k一l权变理论

在系统理论把组织和环境区分开来以后 o对环境的考察就成为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对企业而言 o环境可以包括所有和企业发生社会经济关系的组织 o譬如供应商 !销售商 !竞争对

手 !企业联盟 !与之相关的国际组织 !与之相关的社会制度 !文化 !法律等 ∀在这个意义 o组织

面对的是一个纷繁的世界 ∀

ys年代伯恩斯和斯多克k�∏µ±¶¤±§≥·¤̄®̈ µot|ytl曾经对英国 us个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

研究 o包括传统的纺织厂 !工程公司和刚刚起步但市场变化极快的电子企业 ∀在这些企业中 o

他们发现了两种在管理上差异很大的类型 o他们称之为/机械型0和/有机型0 ~而且不同的产业

和不同的管理类型也有关系 ~进而他们把这种关系归结为不同的环境类型 ∀譬如 o在稳定的环

境下 o企业管理专注于程式化的活动 o技术方法 !任务 !权力都与职位相对应 o互动的方式是垂

直的 o就像机器一样 o并因此产生高效率 ∀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中 o当问题和要求出现的时候 o没

有时间像传统的组织那样将问题和要求分解到专家 o然后再从专家那里得到答案 o当事人必须

尽自己所能 o运用自己的训练和知识在组织利益的框架内解决问题 ∀所以 o在这样的组织中 o

职位的职责和传统组织比较 o已经变得模糊和更加富有弹性 o组织的效率不再依靠专门化的分

工 o而是依靠针对具体情形的快速决断 o即权衡和变通 ∀

t|zu年 o卡斯特和罗森茨韦格k�¤¶·¤±§ � ²¶̈±½º ¬̈ªl把系统论和环境的不确定性结合起

来讨论 o他们发现许多管理者在操作中并不是机械地按照组织的规则办事 o而是根据具体的情

况在作决定 ∀由此 o他们认为组织的效率并不完全是结构和功能的函数 o也可以被看着是系统

中因素之间权变关系的结果 o而且任何决策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0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o

他们提供了从系统论出发的权变观 ∀他们认为 o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组织与环境之间 !组织

内的各子系统之间寻求最大的一致 o寻求效能的提高 !效率和参与者的满足感 ∀

在开放系统的基本假定下 o劳伦斯和洛其k�¤ºµ̈±¦̈ ¤±§�²µ¶¦«ot|yzl在讨论组织和环境

关系的时候提出 o不同的环境对组织有不同的要求 o特别是那些市场不确定和技术变化极快的

环境 ∀他们的这段论述被认为是权变理论k≤²±·¬±ª̈ ±¦¼ ×«̈ ²µ¼l的最早陈述 ∀

在这样的基础上 o加尔布雷斯k�¤̄¥µ¤¬·«ot|zvl的/信息加工模型0被认为是宣布了权变理

论的诞生 ∀在讨论/信息加工模型0时他提出 o复杂组织的复杂性 !不确定性和互倚性 o要求组

织重视信息的加工 o以便获得/协调0 o对沟通的要求决定了组织的结构 o而不确定又是沟通的

最大障碍 o因为复杂组织的功能性互倚使得一个部分的问题会影响到其他部分 ∀

权变理论的基本假设是 o如果组织内在的特征能够最好地满足环境的要求 o组织就具有最

好的适应性 ∀问题是 o什么是内在特征 �什么是环境的要求 �怎样算是最好 �对这些问题的

回答构成了权变理论的一些列成果 ∀

后来 o加尔布雷斯在专文中再次强调了关于信息加工的观点 o提出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满足

环境要求的关键 o/某项任务的环境越不确定 o为更好完成任务所需要加工的信息量就越大0

k�¤̄¥µ¤¬·«ot|zz ovyl ∀这样 o/不确定性0就成为组织研究的专门论题和权变理论的核心概念 ∀

那么什么是不确定性 �无论是理性模型还是有限理性模型都假设了一定条件下的/最好0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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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优化0选择 o其中/一定条件0是一个稳定环境 ∀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看 o/稳定环境0被认为是

一个信息完全条件 ∀当/一定条件0为不稳定环境的时候 o可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这就是/不

确定性0 ∀权变理论的基本命题是 o不确定性使得不可能依据理性模型还是有限理性模型处理

问题 o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处理0 ∀

对/不确定性0的权变处理后来被广泛运用于组织战略 !组织决策 !组织设计等涉及不确定

性的研究中 o特别是关于组织技术问题 o并产生了结构权变学派 !战略权变学派 !目标权变学派

等k �¬±·½¥̈µªot||s ~�¬±½·¥̈µª ·̈¤̄ qot|zy ~�¬¦®¶²± ·̈¤̄ qot|zt ~≤«¬̄§ot|zu ~⁄µ¤½¬± ·̈¤̄ qo

t|{x ~�¬±¦²̄± ·̈¤̄ qot|{yl o几乎成为 zs年代的垄断学派k�¤¶·¤±§ � ²¶̈±½º ¬̈ªot|z|l ∀

k二l种群生态理论

种群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o来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o强调自然对生物物种的选

择和决定性影响 o基本的理念是 }物竞天择 o适者生存 ∀在社会科学中运用达尔文理论的历史

悠久 o并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0k�²©¶·¤§·̈µot|wxl ∀而把这个原理运用到组织研究中 o是 zs

年代后期的汉南和弗里曼k�¤±±¤± ¤±§ ƒµ̈¨°¤±ot|zzl o他们受豪雷k�¤º¯̈ ¼ ot|xsl和坎佩尔

k≤¤°³̈ ¯̄ ot|y|l的影响 o创立了组织研究中的种群生态学理论 ∀

借用生物种群生态学的方法 o组织研究的种群生态学强调从作为群体的组织层面探讨问

题 o而不是把组织个体当作分析单位 o这是和其他组织理论区别最明显的方面 ∀运用这种方

法 o种群生态学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类型的k或形态的l组织生存了 o而另一些则消亡了 ∀其基

本的假设是分享相同资源的组织之间会因为争夺资源而相互竞争 o这样的竞争直接影响到组

织的生存与发展 ∀

同样借用生物学的观点 o种群生态学关于组织的基本命题是 o组织类型k或形态l对环境的

适应性决定了组织的存亡 ∀在分析中 o种群生态学强调三个过程 }变异 !选择 !存留k≤¤°³̈¯̄ o

t|y|l ∀变异指组织的创新 ~选择指环境选择适宜的组织 ~存留指组织的生存 ∀这也是自然选

择的三个阶段k� §̄µ¬¦«¤±§ °©̈©©̈µot|zyl ∀在这里 o环境的选择是最重要的 o因为 o通过了选

择 o就获得了生存的基本要素 ∀但对于什么是生存选择的主要指标却有不同的观点 ∀汉南和

弗里曼k�¤±±¤± ¤±§ƒµ̈¨°¤±ot|zzl认为是组织的死亡率 o卡洛尔k≤¤µµ²̄¯ot|{wl认为也应该包

括出生率 o即应该计算净死亡率 ∀

到 {s年代后期 o汉南和弗里曼k�¤±±¤± ¤±§ƒµ̈¨°¤±ot|{|l发展了他们的研究 o把目标转

向探讨组织类型和环境依附之间的关系 o并进一步阐述组织的种群不是随便的一群组织 o而是

指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组织群体 o而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判断在于组织对外在的物质和环境

的依附模式 ∀

同时 o研究的主题还扩展到了与生物种群生态学相对应的另一些方面 o譬如组织生命周期

k�¬°¥̈ µ̄¼ ·̈¤̄ qot|{sl !组织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k�̈ §̈¬¤° ot|{wl !生命周期阶段模型k�µ̈¬±2

µ̈ot|zul o以及技术发展和组织环境的关系k×∏¶«°¤± ¤±§ �±§̈µ¶²±ot|{yl等 ∀

从组织研究的发展进程来看 o种群生态学理论的出现在理论上可以被看作是对组织中心

主义k即强调决策分析l的回应 o对组织作为一个群体的强调凸显了一些过去被组织理论家们

忽略的问题 ∀譬如 o就组织的变迁而言 o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变迁的结果 o一些组织代替另一些

组织 o而不是组织本身的适应与变迁 ∀种群生态学所努力的方向就是探讨组织的适应与变迁

的过程 o所以 o研究者们强调竞争类型 !方式 o竞争战略的差异 o针对环境的选择性等 ∀需要说

明的是 o种群生态学理论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 ∀

tt



k三l资源依附理论

如果说种群依附理论是从环境的角度出发 o强调环境的/选择0和组织的被动性的话 o那么

资源依附理论则是从组织出发 o强调组织对环境的/适应0和组织的主动性 ∀如果把资源依附

理论和权变理论比较 o二者都是从组织出发 o具有很多的相似性 ∀不同的是 o资源依附理论只

关注组织自身 o而不考虑组织内部的问题 ∀

较早强调对资源依附的有扎尔德等 k�¤̄§ot|zs ~ • ¤°¶̄ ¼̈ ¤±§ �¤̄§ot|zvl !汤普森

k×«²°³¶²±ot|yzl ∀而菲弗尔和萨兰奇克k°©̈©©̈µ¤±§≥¤̄¤±¦¬®ot|z{l综合早期的研究 o使其成

为组织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视角 ∀

资源依附理论的基本假设是 o没有组织是自给的 o所有组织都在与环境进行交换 o并由此

获得生存 ∀在和环境的交换中 o环境给组织提供关键性的资源k稀缺资源l o没有这样的资源组

织就不能运作 ∀这样 o对资源的需求构成了组织对外部的依赖 ∀资源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了

组织对环境的依附程度 o进而使得权力成为显象k∞° µ̈¶²±ot|yul o譬如 o经济依附常常造成政

治问题 o并只能通过政治途径获得解决 ∀

资源依附论分析的起点是 o确定组织的需要和可以满足需要的来源 ∀方法是首先确定资

源的关键性 o特别是针对组织的稀缺性 ~接着寻求关键性资源的获得途径 o譬如建立多渠道的

资源依附途径 o包括资源的水平集成和垂直集成 o举例而言 o对人才的需求可以通过雇用人才

来解决 ∀

在组织与环境的主动关系中 o组织通过参与k特别是管理者的参与l o考察环境 o进而发现

机会和威胁 o并由此趋利避害 ∀譬如所有组织都依赖于供应商 !消费者 o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交

换模式和交换条件 o组织可以作出选择和决定 ∀对资源依附的管理就是要对环境进行仔细的

定义和监视 ∀

资源依附理论认为组织有能力与环境交换 o并有能力对环境做出反应 o它表现在管理人员

对环境和组织的管理 o特别是对环境的管理上 ∀资源依附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让人们

看到了组织采用各种战略来改变自己 !选择环境和适应环境 ∀

k四l新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主义理论进一步地强调 o组织还有能力通过改变环境使组织获得生存和发展 ∀

在 zs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科学中 o大概没有哪一种理论像新制度主义那样获得如此广泛

的关注 o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 ~同时 o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像新制度主义那样在社会科学理论领

域造成如此严重的混乱 ∀正因为如此 o我必须说明 o这里所叙述的新制度主义只是涉及用社会

学视角进行组织研究的新制度主义 ∀还有 o/新制度主义0也只是一个为了叙述方便的简单化

标签 o即使在新制度主义圈内 o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说法 o譬如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斯格特

k≥¦²··ot||ul就只使用/制度主义0而不是/新制度主义0 ~同样是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

迪马鸠和鲍威尔k⁄¬°¤ªª¬² ¤±§ °²º¨̄ l̄则使用/新制度主义0 ∀本文采用/新制度主义0的说

法 ∀

根据鲍威尔和迪马鸠k°²º¨̄¯¤±§⁄¬°¤ªª¬²ot||tl的说法 o新制度主义和老制度主义的分

界线是 t|zz 年 ∀那年梅约尔和儒文发表了两篇文章 }/ 作为制度的教育的效力0k � ¼̈ µ̈o

t|zzl和/制度化的组织 }作为神话和庆典的正式结构0k � ¼̈̈ µ¤±§ � ²º¤±ot|zzl o提出了新制

度主义的一些核心思想 o他们所针对的是源于塞尔兹尼克的老制度主义 ∀

塞尔兹尼克是默顿k� ²¥̈µ·�q� µ̈·²±l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 ∀通常的逻辑 o他应该继承

ut



帕森斯和默顿的传统 o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传人 o但是 o他却继承了巴纳德和西蒙的思想 o并运

用帕森斯的/系统0观点 o发展了后来被称为/制度主义0的自然系统模型 ∀对塞尔兹尼克而言 o

他认同理性主义的基本立场 o即组织是达成目标的理性化工具 o但是他认为 o理性并不是组织

的最重要特征k譬如在与组织行为非理性方面的斗争中 o理性的正式组织从来都没有成功过l o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生命k≥¨̄½±¬¦®ot|w|l ∀在正式结构中 o非理性是不可杜绝

的 o因为非理性来自个人 o他们参与组织活动 o但不仅仅是为了组织的目的 ~也来源于组织结

构 o既包括正式的层面 o也包括复杂的把参与联系起来的非正式系统 ∀个人把自己的个性带到

了组织中 o并渗透到职责中k构成组织中的非正式系统l ∀所以 o对组织而言 o有价值的是组织

的过程 o组织努力与环境讨价还价 o以实现现在的目标 o并尽量限制环境对未来的约束 ∀

在这个意义上 o组织就是有机体 o这个有机体的特点由参与者的个性 !职责 o以及外在环境

的影响塑造 o在承认组织是一个自我维护 !持续的系统之外 o塞尔兹尼克还希望发现一些特别

的东西 o包括在与环境的关系中 o组织的安全性 ~在非正式关系中组织的稳定性 ~组织角色的外

在统一性等 ∀这些 o都是组织的/需要0 o因为 o是这些/需要0指明了组织行为k包括外向性行

为l的内在联系k≥¨̄½±¬¦®ot|w{l ∀≠

在这样的基础上 o塞尔兹尼克开始关注那些不那么容易得到满足的/需要0 o这样关注点就

离开了正式结构和过程 o而指向那些非规则的结构和需要 o包括非正式结构 !意识形态和/吸

收0k≤²2²³·¤·¬²±l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 o研究组织的日常决策并不能告诉我们组织获得特性的

过程 o而只有研究那些关键性的决策 !那些引起组织结构变化的决策 o考察决策对组织结构特

征的影响 o才能理解组织的个性 ∀而组织获得个性的过程就是/制度化0 o或者说是在面向任务

的技术满足的背后所体现的价值观k≥¨̄½±¬¦®ot|xzl ∀对组织而言 o制度约定是在组织面对外

在约束 !环境压力 !内在人事变动 !兴趣和非正式关系变迁中 o历时发展的 ∀尽管组织的制度化

会因为组织的不同而有差异 o但是有一点 o那就是任何组织都面临制度化问题 o因为没有组织

能够完全对付得了内外的压力 ∀

ys年代后期以后 o制度主义的组织研究开始借用现象学特别是狄尔泰k⁄¬̄·«̈ ¼l !胡塞尔

k�∏¶̈µ̄l以及舒茨k≥¦«∏·½l的观点 ∀其中博格k�̈ µª̈µl的努力标志着制度主义的转型 ∀博格

和卢克曼k�̈ µª̈µ¤±§�∏¦®°¤±±ot|yzl认为 o社会现实是社会互动中的人类建构 o对意义的赋

予 !重复和认定 o就是制度化 ∀这一思想被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心理学家引入组织研究k�¬··±̈ µo

t|yz ~≤¬¦²∏µ̈¯ot|y{ ~�¬°° µ̈°¤±ot|zsl ∀这一转型结束的标志 o按照斯格特的说法 o是在 zs

年代后期k≥¦²··ot||{l ∀

梅约尔和儒文在 t|zz年的文章代表了旧制度主义的结束和新制度主义的开始 ∀梅约尔

和儒文指出 o现代社会k指 zs年代末期l包含着许多制度化的规则与模式 o如专业组织 !国家 o

这些社会现实为创造正式组织提供了框架 ∀根据他们的说法 o在现代社会中 o这些制度几乎就

是/理性化的神话0 o因为他们是一些被广泛使用的信念 o这些信念又不可能被客观地检验 ∀在

人们看来 o它们为/真0 o因为它们是/信念0 !是理性化的 o它们提供了为达到目标必须的特定程

序 o其中法律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社会中 o法律最大限度地提供了人们解决问题的途径 ∀

在比较新旧制度主义的时候 o鲍威尔和迪马鸠k°²º¨̄¯¤±§ ⁄¬°¤ªª¬²ot||tl认为 o二者对

理性模型都持怀疑态度 o都认为制度化是一个有条件的过程 o在这个过程中 o机会的限制使组

vt

≠ 从这一点看来 o功能主义对塞尔兹尼克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 ∀



织的工具理论性受到约束 ~二者都重视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二者都要揭示与组织正式结构不协

调的方面 ~二者都强调文化对组织的影响 ∀

与旧制度主义不同 o新制度主义不太重视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 o重视的是组织

如何通过改善行政结构来对付冲突k≥¦²··¤±§ � ¼̈̈ µot||tl ~重视稳定性和合法性的关系 o/共

识0的权力性k�∏¦®̈ µot|{vl ~关注组织结构中的非理性 o某个部门和操作程序如何成为组织之

间的影响因子 o一致性 o文化追求 ~强调制度是一个开放系统 o它接受环境的影响 o许多有影响

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效率的考虑 o≠ 更有来自社会公平和文化的压力k�∏¦®̈ µot|{{ ~°²º¨̄¯

¤±§⁄¬°¤ªª¬²ot||tl ~等等 ∀对于旧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关键性差别 o鲍威尔和迪马鸠

k°²º¨̄¯¤±§⁄¬°¤ªª¬²ot||tl列了一个对比表k表 tl ∀

 表 1  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关于组织特征的比较

核心特征 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

利益冲突是 中心性的 边缘性的

k合力l惯性来源于 授予的利益 合法性职责

结构重点在于 非正式结构 正式结构的符号角色

组织嵌入在 地方社区 领域 !部门或社会

嵌入的性质是 吸收 组成

制度化的场所在 组织 领域或社会

组织的动力在于 变迁 持久性

批评功利主义的基础是 利益聚集理论 行动理论

批评功利主义的证据是 未预测的后果 未思考的活动

认知的关键形式是 价值观 !规则 !态度 分类 !常规 !大纲 !图解

社会心理学k的考察基于l 社会化理论 归因理论

秩序的认知基础是 职责 习惯 !实践行动

目标是 置换性的 模棱两可的

日程是 政策相关的 原则性的

  资料来源 }鲍威尔和迪马鸠k°²º¨̄¯¤±§ ⁄¬°¤ªª¬²ot||t otvl ∀

  k五l文化学派

关于组织的文化探讨虽然早在 xs年代就已经有人尝试k�¤¦́ ∏̈¶ot|xt ~• «¼·̈ ot|xyl o但

是直到 zs年代早期 o一些以另类的方式k譬如关于组织社会化过程l涉及文化讨论的论著才获

得关注k�̈ ¦®̈ µ ·̈¤̄ qot|yt ~�¤∏©°¤±ot|ys ~�¬··¬¤±§ƒ∏±®«²∏¶̈µot|zzl ∀其中 o最引人注目的

是谢音k∞§ª¤µ� q≥¦«̈¬±ot|z{l的努力 ∀这些研究并不关注文化本身 o而是讨论雇员被既有组

织文化社会化的过程 o以及既有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的影响 ∀

zs年代以后 o另一种不同的视角也悄然出现 o那就是/符号主义0 ∀以/符号0为基本框架

的组织研究注重组织事件的阐释 o强调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理性决策 ~重视符号的功能意

义等 ~而且 o任何物质的实体和仪式的虚体都被认为只是在符号的框架内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k�²̄ °¤± ¤±§ ⁄̈ ¤̄ ot|{wl ∀所以 o对符号的管理才是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 o博

格和卢克曼成为有争议的人物 o因为他们关于/建构0的概念也受到符号主义者的青睐 ∀

进入 {s年代 o对文化问题的探讨突然成为组织研究的一具新热点 ∀书籍 !杂志 !学术期刊

wt

≠ 许多基于理性主义的组织理论都是以效率为出发点的 o甚至塞尔兹尼克的制度主义 ∀



都热衷于组织的文化阐释k° ·̈̈µ¶ ·̈¤̄ qot|{u ~⁄̈ ¤̄ ¤±§ �̈±±̈ §¼ ot|{u ~⁄¤√¬¶ot|{w ~�∏¦«¬o

t|{t ~°¤¶¦¤̄¨¤±§ �·«²¶ot|{tl ∀只是 o比较综合地阐释组织研究文化理论的著作直到 {s年代

中期才出现k≥¦«̈¬±ot|{x ~≥¤·«̈ ot|{x ~�¬̄°¤±± ·̈¤̄ qot|{xl ∀

文化学派反对主流学派关于组织的基本假设 o认为组织行为和决策是组织中既存的基本

假设模式k固定模式l事先决定的 o这些基本假设模式就是/文化0 o它继续存在于组织中 o并形

成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o这些模式不断地引导人们按组织惯常的/工作模式0工作 o这些惯

性慢慢地忽略了人的感觉 o却不断地影响组织的行为 o即使环境在不断变化 ∀

文化学派认为 o/文化0是包括了价值观 !信念 !基本认知 !观念 !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等 o是

一种社会能量 o促使人去行动 ~文化之于组织 o就像人格之于个人 o给组织提供意义 !方向和动

力 ∀文化普遍存在于组织中 ~每一个组织的文化都具有唯一性 ~组织的文化是一个社会建构概

念 ~组织文化提供成员对组织的理解 ~组织的文化也是控制机制k �¤µ·¬± ¤±§≥¬̈«̄ ot|{vl ∀

在一定的意义上 o文化学派还在发展的阶段 o而且分化很大 ∀譬如 o早期的文化学派拒绝

使用定量方法 o并极端地提出定量方法生产出来的都是垃圾k �¤¤±̈ ± ∂¤± ·̈¤̄ qot|{ul ∀但

是 o从 {s年代中期开始 o定量方法也被引入组织的文化研究k≥¬̈«̄ ¤±§ �¤µ·¬±ot|{wl ∀t|{y

年 o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文化学派的方法论出版k�µ¤√ ¶̈ot|{yl ∀还有 o文化研究也在改变其/反

主流0的面孔 o探讨组织发展的文化策略k • ¬̄®¬±¶ot|{|l ~探讨文化规则 !价值观 !信念等 ∀

k六l后现代主义

像大多数社会科学一样 o组织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似乎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潮流 ∀在组

织研究中 o后现代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偏向的任何假设 o强调权力在组织塑造中的中心地位 o强

调文化信念和符号过程的重要性 ∀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们经常引用的经典包括福柯kƒ²∏¦¤∏̄·o

t|zzl !利奥塔德k�¼²·¤µ§ot|{wl !马库斯k �¤µ¦∏¶̈ ot|ywl !哈贝马斯k�¤¥̈µ°¤¶ot|ztl !德理达

k⁄̈ µµ¬§¤ot|zyl !默伊k �²¬ot|{xl等 ∀

不过 o在后现代主义的组织研究中 o几乎不可能选择核心的或代表性的理论在这里进行介

绍 ∀原因有二 }第一 o后现代主义组织研究的多样性 ~第二 o/核心的0和/有代表性的0本身就是

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 o后现代主义者是相对论者 o他们反对普遍性规则 o

不承认/真实0 o认为 o对 !错 !好 !坏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

根据哈奇k�¤·¦«ot||{l的解释 o欧洲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承袭了新马克思主义早期的语汇 o

t|zz年出版的5后现代建筑的语言6k�̈ ±¦®¶ot|zzl站在功能主义的对立面 o批评功能主义的呆

板和沉闷 o解释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倾向于混合各个时代的风格 ∀

而组织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则直接脱胎于 ys年代后期的法国后结构主义 o在语言学 !符

号学 !文学批评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 o组织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头绪众多的格

局 ∀对组织理论而言 o后现代主义者认为 o现代主义理论k主流理论l代表了从启蒙运动到理性

人类的文化和社会积累 o并没有包括现时代 ~后现代主义则代表了对理性主义的质疑 ∀

后现代主义对组织研究主流理论的挑战主要有两点 }第一 o知识整体性 ∀后现代主义确信

人类的知识是碎片化的 o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o因此也就不存在单一的权威方式 ∀他们认

为 o后工业化的发展破碎了家庭 !社区 !社会 o甚至威胁到自我的认同 o譬如电子网络破坏了私

域和公域的界限 o也使得组织的边界更加模糊不清 ∀这些都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角色扮演和日

常生活 ∀第二 o知识真实性 ∀如果说主流理论家们始终不渝探讨的是/真实0 o那么 o后现代主

义者则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已经使组织更加松散 !成员的参与程度更高 o进而也使得成员更

xt



加迷惘 ~组织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 o何来/真实0 �因此 o/承诺0的时代已经过去 ∀如果说

科学的目的是 / 求真0和预测 o那么 o在后现代社会中 o科学的空间将越来越小k �¬¶¶¤µ§¤±§

°¤µ®̈ µot||vl ∀

与之相反 o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组织理论家则认为 o后现代主义的组织研究基本上脱离了

/科学0 o把组织研究变成了/人文游戏0k≥¦²··ot||{l ~即使是持符号解释立场的组织研究者也

认为 o后现代主义的组织研究过于激进 o也远离了科学k�¤·¦«ot||zl ∀

四 !群分义和 }经典假设和现实困境

荀子曰 }人/力不若牛 o走不若马 o而牛马为用 o何也 �曰 }人能群 o彼不能群也 ∀0王先谦注

曰 }/无分则争争 o则不能群也0 ∀荀子又说 }/曰 }义 ∀故义以分则和0k参见5荀子#王制6l ∀中

国先哲们探讨的 o在今天的人们看来 o就是组织研究的最基本问题 }人 o力气不如牛 o走路的能

力不如马 o但却可以使用牛马 o为什么 �因为人可以组织起来形成群体的力量 o但牛马却不能

进行自我组织 ∀在王先谦看来 o人之所以能/群0 o首先是因为能/分0 o也许包括分工 !分等 !分

利 !分权 o没有这样的/分0 o就不可能组织起来 ∀但是如何分呢 �怎样分呢 �荀子说 o/分0的基

础是/义0 o/义0大概就是使/群0能够运作 o并形成/和0的各种规矩 ∀ /和0大致就是今天组织研

究最热门的问题 o即组织的整合和集成 ∀简言之 o以/义0而/分0 o有/分0而/群0 o循/义0 !/群0 o

则/和0 ∀

简单地看 o/群分义和0毕竟是哲学 o对以实践为基本的组织理论和组织管理而言 o太抽象 ∀

无庸讳言的是 o就是这样的哲学思辨提出了直到今天组织理论家们仍然孜孜不倦的论题和论

域 ∀

k一l工厂化和组织理论

从斯密的理性主义和劳动分工到 |s年代的后现代主义 o可以认为组织理论的发展始终与

工业社会k组织 !政治 !技术l的发展相伴随 o组织研究的各种努力都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有

比较密切的关系 o特别是和经济政治发展中的重大变化和转折密切关联 ∀

ys年代早期 o博恩斯k�∏µ±¶ot|yul在/工业社会学0一文中 o曾经将 t{世纪以来的西方工

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机器应用0阶段 o主要是机器在纺织中的应用 !工厂规模

的扩张 !产品类别的发展和产品产量的急剧增长 ~工厂体系取代了手工作坊时期的多层次契约

承包体制 ~工厂领班制度取代了工头制度 ~车间或分组工作制度取代了个体工作制度 ~单调的

重复动作替代了全程作业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 t{xs ∗ t{ys年开始 o工业发展的外在表现是以

工厂为代表的工业生产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而成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主流 ∀工厂化内在的涵义是

发展复杂的工作程序 ~而钢铁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又为工业化的进步譬如装备 !器材 !设备

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三个阶段直到 us世纪 xs ∗ ys年代才出现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 o工业

生产除了能够满足国内的复杂需求以外 o工业的发展开始依赖于企业组织对客户需求的敏感

性反应 o依赖于实用新技术去刺激消费 ∀此外 o工业发展还依赖于广阔的国际市场 o与市场的

复杂关系还要求组织运作具有更大的弹性 !更加客户导向化 o并要求组织具有更高的参与度和

参与能力 ∀根据博恩斯的观点 o到 xs ∗ ys年代为止 o许多西方国家仍然处在第二阶段 ∀

萨维奇k≥¤√¤ª̈ ot||yl同样将工业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o但不是采用技术进步标准 o

而是依据财富来源和组织类型 ∀他把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史分为四个阶段 ∀前三个

yt



阶段是 }农业时代财富来源是土地 o组织的类型为封建制 ~工业时代早期的财富来源为劳动力 o

组织类型为所有权制度 ~工业时代晚期的财富来源是资本 o组织类型为严格的等级制度 ∀

综合伯恩斯和萨维奇的讨论 o可以这样认为 o第一 o工业化的早期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

会的转型 ∀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的组织仍然是社会的支配力量 o并在工业发展中具有影响 ∀

第二 o工业化的成熟化是工业生产成为创造人类财富的主要活动 o工业组织和与工业生产相伴

随的社会组织譬如城市化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潮流 ∀第三 o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工业国将

工业化模式推广到非工业化国家 o并通过市场的手段从非工业化国家获取利益 o即所谓世界市

场 ~同时 o这样的扩张也把工厂化模式扩展到全球 o让工厂和由工厂所代表的社会组织成为无

所不在的组织模式 ∀第四 o必须注意的是 o工厂化和市场全球化的一个互动性影响就是 o原本

在工业国成长并适用于工业国的作业模式和文化必须适应于不同社会的传统和技术习惯 o否

则工业化就无法本地化 !市场也无法拓展 ∀也就是说 o伴随市场和工厂全球化的是技术 !经济

与文化的互动 o这是工业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流 ∀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o对整个工业国家而言 oxs年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第一 o在

经济上 o二战结束以后 o美国的经济萧条随着战争的硝烟散去 o进入了所谓/美国梦0的兴奋时

期 ~t|xt年 o法 !西德 !意 !比 !荷 !卢 y国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 ~t|x{年 o煤钢共同体的合作范

围扩大为全面经济合作 o煤钢共同体更名为/欧洲经济共同体0 o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整合

时期 o整个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第二 o在技术上 o从 xs年代开始 o收音

机 !电视机在工业化国家开始进入家庭消费 o工业发展的主流已经从机器制造转向以音像传播

为主导功能的电子产品时代 o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知识越来越专门化 ∀进入 ys年代

以后 o以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综合电子技术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o高技术产品的发展对组织专门化

和组织合作的要求同时演进 ∀第三 o正如伯恩汉姆k�∏µ±«¤°ot|wtl早在 ws年代初所预言的那

样 o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 xs年代开始出现 o管理人员在组织的日常运营中具有越来越

大的权力 o专门人员对组织的控制权越来越大 o决策与执行之间的合作问题越来越凸显 ∀

在 zs ∗ {s年代中 o工业国家的电子技术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和向非工业国家的扩散时期 ∀

电子产品和技术的扩散与其他产品比较 o除了像机器产品那样能够减轻人类的劳动强度以外 o

他还给人类带来享乐 o带来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 ∀对于企业而言 o市场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

产品门类的区格 o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并成为主流 ∀产品如何在消费者中获得认可

已经超出了产品本身 o而成为一个组织与环境 o企业与社会之间的核心问题 ∀

同时 o由技术所制造的社会等级越来越细密 o由社会经济条件和兴趣基础所塑造的社会群

体越来越复杂化 ∀组织中非物资资源的来源和管理 o文化的冲突和协调等 o都直接影响到组织

的协调和效率 ∀文化变成了一个不仅仅存在于企业 o也存在于社会乃至几乎所有开放人群的

问题 o进而也成为了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主流 ∀

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 o我们就不难理解工厂化工业的几个阶段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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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回头去看看组织理论的发展 o如果做一个简单化的归纳 o我们就会发现 o韦伯强调

功能的分化与相应的结构 o特别是结构中的权力分配 ~马克思重视劳动分工对人的影响 ~涂尔

干关注劳动分工对社会的改变 ~泰勒注重工作过程的解剖及操作程序的/科学化0 ~法约尔则注

重管理行为 ∀换句话说 o他们所重视的是作为一个组织的不同层次 o韦伯重设计 o泰勒重车间 o

法约尔重行政 o马克思重人 o涂尔干重社会 ∀因此 o他们的理论几乎涉及到有关组织的所有方

面 ∀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宗旨对于古典理论家们来说只有一个 o那就是组织的理性与效率 o如何

使得生产效率最大化 ∀

因此古典理论对组织的研究是一种静态的解剖学式的研究 ∀这种类型的研究有四个基本

的假设 o即分工 !等级秩序和功能程序 o结构以及控制幅度 o其中分工是基础 ∀分工构成了等级

秩序 !功能的专门化和部门化 ∀功能的分化形成了组织的结构 o并产生了控制幅度问题 ∀等级

秩序处理组织的纵向问题 o完成指挥链的发展 !授权和指挥统一 ~功能程序则处理组织的横向

问题 o它把组织分成几个专门部分并把这些部分重新组合成合适的单位 ~它们共同保证组织中

的命令结构和功能结构平行演进 ∀结构表达出组织中各种功能的逻辑关系 o关系的基础就是

理性与效率 ∀控制幅度概念的提出则部分地暗示理性背后的危机 o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组

织中人际关系的功能性与复杂性 ∀

此外 o在四个假设的背后 o还存在一些基本前提 }第一 o组织是有边界的封闭系统 o其生产

效率完全取决于组织内部分工的合理性与管理的恰当性 ~第二 o组织内部的分工与管理属于纯

技术层次的问题 o即根据生产特点的技术 !分解的技术和组合的技术 o分解与组合如果达到了

最优化 o组织一定能获得最好的效率 ~第三 o人具有机器式的理性 o在生产过程中 o人的功能就

是一部灵活的机器 o如果人的动作能与机器的运转达到最佳组合 o生产效率一定最高 ~第四 o组

织是组织者的组织 o其他人都是工具 o如果组织中的人能绝对服从组织中的等级权威 o组织的

运转一定会达到最佳状态 ∀这些假设使我们马上想到了牛顿定律下的物理学实验 o古典组织

理论本身就类似这种物理学实验的结果 ∀不幸的是 o问题就出在了这些假设与前提条件的真

实性上 o特别是对人的假定的真实性上 ∀

霍桑实验的结果让组织理论家们注意到了组织中的因素分解问题 o在这一意义上 o与其说

本世纪早期理论家们的努力是对古典理论的背离 o不如说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 ∀古典理论所

致力的是源于人类行为的各种管理模式 o但它并不构成对这些行为本身的分析 o人际关系学派

和巴纳德等人的努力恰巧就是对人类行为结构及环境 !心理的微观分析 ∀人际关系理论强调

人的归属感与组织绩效k∞©©̈ ¦·¬√ ±̈̈ ¶¶l之间的关系 o特别是非正式组织在满足人的归属感中的

重要地位 ~均衡理论进一步探讨如何使人的需求获得满足同时又提高组织的绩效 o在这里 o巴

纳德的探讨已萌生了突破封闭组织模型的创意 o它考察到要从组织之外获得/引诱0的资源 o因

此人们常常又把巴纳德看作是现代组织理论的先锋 ~决策过程理论更进一步地研究组织如何

以及怎样影响人的行为 o让组织成员在行动中表现出满足感来 ∀

由此可知 o本世纪早期 o理论家们针对的是被工厂化急速扩展弄得手足无措的资本家和工

人 o他们围绕着人做文章 o强调要发挥人的主导作用 o组织对人的思想 !行为不宜作过多的约

束 o而宜作积极的引导 o否则会使组织中的个人失去主动性 ~强调人的需要的多重性与工作特

点的关系 o组织的功能就是把人的兴趣 !爱好与能力同组织的需求结合起来 o且运用和重视非

正式组织在人的需要的满足中的积极作用 ∀所以看起来 o本世纪初的组织理论与古典理论是

相对而立的 o如后者强调正式组织 !正式规范 !指挥命令 !物质刺激 ~而前者则强调非正式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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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规范 !信息沟通 !非物质刺激等 ~事实上 o二者各自所强调的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o况

且它们还有一个共同东西那就是强调组织的理性与效率 ∀所不同的只是方式而已 ∀在古典理

论家看来 o最有效的组织是最令人满意的组织 o最有效的组织应该最大限度地增加劳动生产率

及工人的工资 ~而在本世纪初的理论家看来 o最令人满意的组织是最有效的组织 o如果工人是

满意的 o那么他就会对组织尽力 o组织的效率自然会提高 ∀

不过 o要达到理论家们的设想 o必须得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 o组织的结构已处于最优状态 ~

第二 o组织是一个封闭系统 ~第三 o人的满足感有一定的限度 ~第四 o人们均具有公正的价值观

并视组织为自己的组织 ∀简言之 o使组织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是 }理性的人与最优结构的组

织 ∀显然 o这两点假设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 ∀

如果我们把本世纪 ws年代以前的理论结合起来考察 o就会发现它们的一些共同之处 o譬

如 }ktl寻找普遍原则 o设计和管理组织的普遍适用的具体方法 ~kul建立一个封闭的 !机械的 !

一劳永逸的组织体系 ~kvl塑造一类理性的 !知足的人 ~kwl运用或宏观或微观的极端的方法 ∀

仅此而言 oxs年代以后的组织理论则可以被认为是对过去组织理论的全面反省 ∀

西蒙对理性主义挑战和系统论在组织研究中应用的时间 o正好是电子产品开始主导工业

化国家的经济 !资本主义向非工业化国家扩散其早期工厂化生产模式的阶段 o组织与环境的协

调问题 !组织内部的整合问题成为这个阶段组织发展的关键 ∀西蒙的贡献就在于他把西方的

价值观和膨胀的理性资本主义思潮引导到一个面向现实世界的格局中 ~系统论的被接受则在

于它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提供了让非工业国家接受资本主义的工厂化模式 o同时让工业化国家

以平常的心态对待/落后0国家的西方式逻辑 ∀

西蒙的理论提醒人们不要机械地看待组织中的个体和团体 o他们都是影响组织有效运作

的因素 o甚至还可以在极端的意义上把组织当作/人0对待 o规则重要 !劳动分工重要 o人对待规

则和分工的具体行为更重要 ∀工作满足理论更把/人的因素0推向了极端 o纯粹从社会心理的

角度认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o并不只是一个/归属感0那么简单 o而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与否的

感受则有各种情形 o所以组织绩效与人的工作满足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系统论认为 o一个组

织是一个系统 o在内 o存在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o于外 o存在组织与环境的互动 ~但系统的存在

并不简单地等于部分之和 o企图孤立地研究部分并把部分再组合起来视为整体是不可能的 o动

态地研究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与互动才是可取的 ∀正因为一个组织是由许多子系统所构成

的 o因此不存在一些能普遍地适用于所有组织的原则 o而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与组织方

法只存在于稳定的 !机械的 !完全封闭的组织之中 ∀所以研究开放的 !有机的组织规律才是发

展方向 ∀在组织理论家看来 o组织的开放性 !有机性使组织易受环境影响 !组织本身易变 !组织

行为不确定 o对它的研究就只可能采取宏观 !微观相结合的方法 ∀

对组织从内到外的细致 !甚至极端的考察 o奠定了 ys年代中期以后主流学派形成和发展

的基础 ~而这个时期 o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工厂化模式的成熟化k譬如等级制度深入到社会和经

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o使其成为一种常态的模式l o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

尖锐对立 o资本主义极力要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吻合的经济社会组织是人类最高生活

模式的体现 ∀

权变理论主要是针对环境不稳定性的 o通过对组织内部信息加工过程的探讨 o理论家们认

识到组织的行为会因为环境的稳定或者不稳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 o组织

不可能完全按照事先设计的各种规则按部就班地运作 o必须/因地制宜 o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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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处理0 o因此 o是一个技术问题 ∀种群生态理论更强调环境对组织的决定性作用 o并采用

/科学0的模式 o归纳 !模拟组织的生命周期和组织的变异 !被选择和存留 o关注的是同类组织之

间的竞争 o最终解释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组织 ∀资源依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揭

示了组织自身的选择能力 o组织可以通过对依附关系的了解来想办法寻找替代性的依附资源 o

进而减少/唯一性依附0 o更好地应付环境 o着眼的是组织之间的权力问题 ∀新制度主义把组织

解释为积极行动者 o对内对外 o组织都可以通过调整改变内部的关系结构缓解冲突 o通过对环

境的积极影响使环境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灵活 o甚至可以让组织成为环境的一部分 ~进而解

释为什么许多组织具有相似性 ∀还有 o在权变理论那里 o组织是被动地适应 ~在种群生态学理

论中 o组织是被动地被选择 ~在资源依附理论中 o组织可以在与环境的关系中采取主动 o对环境

进行监测和管理 ~在新制度主义理论下 o组织甚至可以主动地改变环境 ∀

作为对主流理论的反动 o文化理论提供了一些人们不曾思考的问题 o譬如组织内部的文化

霸权 !符号的意义和对组织的作用 !非激励因素k价值观 !信念等l的框架性影响等 ∀后现代主

义组织理论则把以/科学0为目标的组织研究演绎成为了语义 !权力 !绝对相对的游戏 ∀简而言

之 o系统论提供了一个理论发展的平台 o各种理论从组织或环境的角度选择组织内外的不同变

量 ∀

k二l旧瓶和新酒 }用什么样的理论来阐释网络化的社会 �

如果把理论当作人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框架 o当作盛酒的瓶子 o那么 o就可以把现实社会的

发展当作瓶中的酒 ∀根据斯格特的说法 o{s年代后期以来 o组织理论基本上在走向理论的收

敛时期 o即对过去努力的总结 !综合和应用 ∀≠ 弗里格斯坦干脆说 o|s年代以来组织理论没有

任何创新 ∀� 为什么 �是因为现实也停留在原地吗 �

还是先看看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吧 ∀zs年代末期曾经听过一位美国某大学教授的讲座 o

是关于计算机在人类生活中应用前景的 o具体的人名 !时间 !讲座的题目都已经忘却 o但讲座中

所描述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 }人们再也没有必要把手稿誊了一遍又一遍 o计算机和复印机可以

代劳 ~上图书馆的人也不用站在卡片柜前一张张地翻看卡片 o计算机目录系统可以帮助检索 ~

人们甚至可以不用长途跋涉到办公室去上班 o坐在家里通过计算机终端k那个时候还没有个人

电脑l和电话就可以完成日常工作 ~等等 ∀

us年后的今天 o这样的社会就在我们的眼前 }由计算机网络所连接的网络化社会 o狭小工

作单位k譬如公司办公楼 !办公室l空间正在失去主流意义的平面化社会 ∀|s年代中期以后 o

伴随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o人们的工作方式 !生活方式 !被组织方式已经开始了

革命性的变化 ∀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o个体职业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 tu h

k≤²²³̈µ¤±§�¤¦®¶²±ot||z oul o分时职业者的比例正在迅速增长 ~在美国 o永久性职业岗位越来

越少 o一些企业组织越来越朝管理人员核心化和一般雇员分散化的方向发展 ~在日本 o曾经创

造了日本奇迹的组织和管理模式被认为是构成日本经济长时间处于低迷状态的根本诱因 ~在

台湾和新加坡 o家庭企业组织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

不仅生产组织如此 o人类的生活组织也也经受同样的冲击和变革 ∀工作群体和非工作群

体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个体与组织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 ~地理空间约束不

su

≠
� 在我问到 |s年代以后组织理论的新发展时 o他如此直言 ∀

t||w年斯格特曾经提到过这个观点k≥¦²··ot||{l o在最近的交流中 o他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 ∀



再成为利益群体形成和扩展的根本性限制因素 ~权力和权威的涵义正在发生历史的转变 ~等

等 ∀如果说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机器的引入把人从农田带入了工厂 o从农村面对面的熟悉

人社会带入了城市陌生人的社会 o进而形成了一个工厂化过程的话 o那么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

术正在提供给人们一系列离开办公室的机会 o并正在形成一个网络化的社会 o一个/超文本0的

社会k≥¤√¤ª̈ ot||yl ∀≠

正因为如此 o一些工厂化时期的传统组织问题k譬如 }我的工作岗位在哪里 �我每天的基

本工作是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开展工作 �谁将对我的工作进行年终评估 �l正面临严重的

挑战 ∀马克西姆k� q�¤° ¶̈ �¤¬°¬°l说 o/我们刚刚开始探索后等级k°²¶·2«¬̈µ¤µ¦«¼l时代的组

织方式 o目前尚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的组织0k≥·̈º¤µ·t||u o|u ∗ |{l ∀的确 o进入 |s年代以

后 o由技术推动的组织变迁正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o人们急切要问的是 o后等级时代将会

是什么样子 �一个网络化的社会是否意味着工厂化时期等级制时代的终结 �如果是 o这样的

组织将靠什么来建立和维持 �或者传统意义的组织就将永远消失 �如果不是 o将来的组织与

现在的组织将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都是组织研究面临的问题 ∀问题是 o组织研究已有的努

力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吗 �

萨维奇k≥¤√¤ª̈ ot||yl认为 o对于组织理论而言 o我们所面临的是工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o

即知识时代早期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已经成熟化的全球化工厂和市场注入了一

些新的变量 o这些变量的影响就是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o也是工厂

化模式进入人类生活以来所面临最严重挑战 o即/斯密r泰勒r法约尔瓶颈0 ∀

我认为 o这些挑战也是组织理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困境和危机 ∀简单地看 o工厂化时期组

织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 }劳动分工 o自身利益 o对任务付酬 o和与之相关的组织边界 o等级体制 o

归属感 ∀当网络成为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的时候 o我们将不得不需要重新思考这些假设 ∀就

像从作坊制到工厂化的转变一样 o从工厂化到网络化的转变也将带给人类社会一个崭新的世

界 ∀如果把机械产业 o电子产业看作组织理论重组的两个新起点的话 o那么 o网络产业也将是

组织理论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

值得注意的是 o理论家们已经开始尝试/新的综合0 ∀像汉南和弗里曼k�¤±±¤± ¤±§ ƒµ̈ 2̈

°¤±ot|{|l试图把种群生态理论和制度理论结合起来讨论组织群体行为 ~寇尔k≤²̄¨ot|{|l努

力把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网络理论结合起来讨论影响不同社会背景下参与性群体实践活动持续

性的变量 ~弗里格坦斯kƒ ¬̄ª¶·̈¬±ot||sl综合权变理论 !种群生态学理论和制度理论研究多分支

机构组织的弥散性等 ∀但是 o这些努力都无法解释那些分布式运行 !网络化结构 !平面化权力

分配 !边界弹性化 !组织成员分散化的组织 ∀在这个意义上 o组织理论面临危机 o同时也是一个

发展的新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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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o�qi ≤ q≥¬̈«̄ ot|{v o/ �µª¤±¬½¤·¬²±¤̄ ≤∏̄·∏µ̈ ¤±§ ≤²∏±̈ µ·¦∏̄·∏µ̈ }�± �±̈ ¤¶¼ ≥¼°¥¬²¶¬¶0 oΟργανιζατιοναλ

∆ψναµιχσ.�∏·∏°±q

�¤¶̄²º o� q� qot|wv o/ � × «̈ ²µ¼ ²© �∏°¤± �²·¬√¤·¬²±o0 Πσψχηολογιχαλ Ρεϖιε ω ,�∏̄¼ q

�¤¼²o∞qot|vv oΤηε Ηυ µ αν Προβλε µσ οφ αν Ινδυστριαλ Χιϖιλιζατιον .≤¤°¥µ¬§ª̈ }�¤µ√¤µ§ �±¬√ µ̈¶¬·¼ q

�¦�µ̈ª²µo⁄q� qot|ys oΤηε Ηυ µ αν Σιδε οφ Εντερπρισε . �̈ º ≠²µ®}�¦ªµ¤º2�¬̄̄ q

� ¼̈̈ µo�q• qi � q� ²º¤± ot|zz o/ �±¶·¬·∏·¬²±¤̄¬½̈ § �µª¤±¬½¤·¬²±¶}ƒ²µ°¤̄ ≥·µ∏¦·∏µ̈ ¤¶ � ¼·«¤±§≤ µ̈̈ °²±¼0 oΑµερ2

ιχαν ϑουρναλ οφ Σοχιολογψ.{v .

� ¼̈̈ µo�q• qot|zz o/ × «̈ ∞©©̈ ¦·¶²© ∞§∏¦¤·¬²± ¤¶¤± �±¶·¬·∏·¬²±0 oΑµεριχαν ϑουρναλοφ Σοχιολογψ,{v .

�¬±·½¥̈µªo� qot||s o/ × «̈ ⁄̈ ¶¬ª± ≥¦«²²̄ }� ¦̈²±¶¬§̈µ¬±ª·«̈ �¤¶¬¦°µ̈ °¬¶̈¶²© ≥·µ¤·̈ª¬¦ �¤±¤ª̈ ° ±̈·0 oΣτρατεγιχ

Μαναγε µεντ ϑουρναλ,tt .

) ) ) ö·¤̄ qot|zy o/ × «̈ ≥·µ∏¦·∏µ̈ ²© �±¶·µ∏¦·∏µ̈§ ⁄̈ ¦¬¶¬²± °µ²¦̈¶¶̈¶0 oΑδ µινιστρατιϖε Σχιενχε Θυαρτερλψ,ut q

� ²¬o× qt|{x oΣεξυαλ/ Τεξυαλ Πολιτιχσ: Φε µινισ Λιτεραρψ Τηεορψ. �̈ º ≠²µ®}�∏·«²∏̈ ± q

�∏¦«¬o• q� qot|{t oΤηεορψ Ζ . Ρεαδινγ o� q� q}�§§¬¶²±2 • ¶̈̄ ¼̈ °∏¥̄¬¶«¬±ªq

°¤µ¶²±¶o× qot|xt oΣοχιαλ Σψστε µ , �̄ ±̈¦²̈ o��}×«̈ ƒµ̈¨ °µ̈¶¶q

°¤¶¦¤̄¨o� q× qi � q� q�·«²¶ot|{t oΤηε Αρτ οφ ϑαπανεσε µ αναγγε µεντ . �̈ º ≠²µ®}≥¬°²± ¤± ≥¦«∏¶·̈µq

° ·̈̈µ¶o× q̈·¤̄ qot|{u oΙν Σεαρχη οφ Εξχελλενχε : Λεσσονσ φροµ Αµεριχα. σ Βεστ2Ρυν Χοµ πανιεσ . �̈ º ≠²µ®}• ¤µ±̈ µ

�²²®¶q

°©̈©©̈µo�qi � q° q≥¤̄¤±¦¬®ot|z{ oΤηε Εξτερναλ Χοντρολ οφ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 . �̈ º ≠²µ®}�¤µ³̈µ¤±§ � ²º q

°²º¨̄¯o• q• qi ° q⁄¬°¤ªª¬²ot||t oΤηε Νε ω Ινστιτυτιοναλισµ ανδ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αλ Αναλψσισ. ≤«¬¦¤ª²}�±¬√ µ̈¶¬·¼

²© ≤«¬¦¤ª² °µ̈¶¶q

°µ̈¶·«∏¶o� qot|yu oΤηε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αλ Σοχιετψ: Αναλψσισ ανδ Τηεορψ �̈ º ≠²µ®}�±²³©q

�¬··¬o� q� qi � q� qƒ∏±®«²∏¶̈µot|zz oΤηε Ροπεσ το Σκιπ ανδ τηε Ροπεσ το Κνοω . �̈ º ≠²µ®}�²«± • ¬̄̈ ¼ ¤±§

≥²±¶q

� ²̈ ·«̄¬¶¥̈µª̈µoƒ q�qi • q�q⁄¬¦®¶²± ot|v| oΜαναγε µεντ ανδ τηε Ωορκερ , ≤¤°¥µ¬§ª̈ }�¤µ√¤µ§ �±¬√ µ̈¶¬·¼ °µ̈¶¶q

≥¤·«̈ o∂ qot|{x oΧυλτυρε ανδ Ρελατεδ Χορπορατε Ρεαλιτιεσ. �²° º̈²²§o�q�q}�¬¦«¤µ§⁄q�µº¬±q

≥¤√¤ª̈ o≤ q� qot||y oΦιφτη Γενερατιον Μαναγε µεντ : Χο2Χρεατινγ τηρουγη ςιρτυαλ Εντερπρισε , ∆ψναµιχ Τεαµινγ ,

ανδ Κνοωλεδγε Νετωορκινγ .∞±ª̄¤±§}�∏··̈µº²µ·«2� ¬̈±̈ °¤±± q

≥¦«̈¬±o∞q� qot|z{ oΧαρεερ ∆ψναµιχσ: Ματχηινγ Ινδιϖιδυαλ ανδ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αλ Νεεδσ . � ¤̈§¬±ªo� q� q}�§§¬¶²±2

• ¶̈̄ ¼̈ °∏¥̄¬¶«¬±ªq

) ) ) ot|{x qΟργανιζατιον Χυλτυραλ ανδ Λεαδερσηιπ .≥¤± ƒµ¤±¦¬¶¦²}�²¶¶̈¼2�¤¶¶q

≥¦²··o• q� qot||w oΟργανιζατιοναλ Σοχιολογψ.�µ²²®©¬̈§o∂ q× q}⁄¤µ·°²∏·« °∏¥̄¬¶«¬±ª ≤²°³¤±¼ �·§q

) ) ) ot||{ oΟργανιζατιονσ: Ρατιοναλ, Νατυραλ ανδ Οπεν Σψστε µ .kw·«q̈§ql∞±ª̄ º̈²²§≤ ¬̄©©¶o�q�q}°µ̈±·¬¦̈ �¤̄¯q

≥¦²··o• q� qi × q� q�¬·¦«̈ ¯̄ ot|zy oΟργανιζατιον Βεηαϖιορ : Α Στρυχτυραλ ανδ Βεηαϖιοραλ Αναλψσισ ,��}�²° 2̈

º²²§q

≥¦²··q• q� qi � ¼̈̈ µot||t o/ × «̈ �µª¤±¬½¤·¬²± ²© ≥²¦¬¤̄ ≥ ¦̈·²µ¶}°µ²³²¶¬·¬²±¶¤±§ ∞¤µ̄¼ ∞√¬§̈ ±¦̈0 o¬± Τηε Νε ω

wu



Ινστιτυτιοναλισµ ιν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αλ Αναλψσισ. §̈q¥¼ º¤̄·̈µ • q°²º¨̄¯¤±§ °¤∏̄ ⁄¬°¤ªª¬²q≤«¬¦¤ª²}�±¬√ µ̈¶¬·¼

²© ≤«¬¦¤ª² °µ̈¶¶q

≥¨̄½±¬¦®o° qot|w{ o/ ƒ²∏±§¤·¬²±¶²©·«̈ × «̈ ²µ¼ ²© �µª¤±¬½¤·¬²± o0 Αµεριχαν Σοχιολογιχαλ Ρεϖιε ω ,tv .

) ) ) ot|w| oΤςΑ ανδ τηε Γρασσ Ροοτσ. �̈ µ®̈ ¯̈ ¼ }≤ q� q}�±¬√ µ̈¶¬·¼ ²© ≤¤̄¬©²µ±¬¤± °µ̈¶¶q

) ) ) ot|xz oΛεαδερσηιπ ιν Αδ µινιστρατιον . �̈ º ≠²µ®}�¤µ³̈µ¤±§ � ²º q

≥«¤©µ¬·½o�q� qi �q≥ q�··ot|{z oΧλασσιχσ οφ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 Τηεορψ.(u
±§ §̈ql°¤¦¬©¬¦�µ²√¨}�µ²²®¶r≤²̄¨ °∏¥̄¬¶«¬±ª

≤²°³¤±¼ q

) ) ) ot||w oΧλασσιχσ οφ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 Τηεορψ.kw
±§ §̈ql°¤¦¬©¬¦�µ²√¨}�µ²²®¶r≤²̄¨ °∏¥̄¬¶«¬±ª ≤²°³¤±¼ q

≥¬̈«̄ o≤ qi �q�¤µ·¬±ot|{w o/ × «̈ � ²̄¨²©≥¼°¥²̄¬¦�¤±¤ª̈ ° ±̈·}�²º ≤¤± �¤±¤ª̈µ¶ ©̈©̈ ¦·¬√¨̄¼ ×µ¤±¶°¬·�µª¤±¬½¤2

·¬²±¤̄ ≤∏̄·∏µ̈ �0¬± Λεαδερσ ανδ Μαναγερσ, §̈q¥¼ �q� q�∏±·̈ ·¤̄ q�̈ º ≠²µ®}° µ̈ª¤°²± °µ̈¶¶q

≥¬°²± o� q� qot|xz¤oΑδ µινιστρατιϖε Βεηαϖιορ .u±§ §̈q�̈ º ≠²µ®}�¤¦°¬̄̄¤± q

) ) ) ot|xz¥oΜοδελσ οφ Μαν . �̈ º ≠²µ®}�²«± • ¬̄̈ ¼ ¤±§≥²±¶q

≥·̈º¤µ·o× q� qot||u o/ × «̈ ≥ ¤̈µ¦«©²µ·«̈ �µª¤±¬½¤·¬²± ×²°²µµ²º0 oΦορτυνε , �¤¼ t{ q� ¦̈¬·̈§©µ²° �±¦²±¤o⁄̈ ¥²2

µ¤« ·̈¤̄ qt||y qΜαναγινγ φορτηε Φυτυρε :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 Βεηαϖιορ ανδ Προχεσσ.≤¬±¦¬±±¤·¬}≥²∏·«2 • ¶̈·̈µ± ≤²̄2

¯̈ ª̈ °∏¥̄¬¶«¬±ªq

×¤¼̄ ²µoƒ q• qot|wz oΤηε Πρινχιπλεσ οφ Σχιεντιφιχ Μαναγε µεντ . �̈ º ≠²µ®}• q• q�²µ·²± q

×«²°³¶²± o�q⁄qot|yz oΟργανιζατιονσιν Αχτιον . �̈ º ≠²µ®}�¦�µ¤º2�¬̄̄ q

×²©©̄ µ̈o� qot|zs oΦυτυρε Σηοχκ . �̈ º ≠²µ®}� ¤±§²° �²∏¶̈ q

×∏¶«°¤±o� q�qi ° q�±§̈µ¶²± ot|{y o/ × ¦̈«±²̄²ª¬¦¤̄ ⁄¬¶¦²±·¬±∏¬·¬̈¶¤±§ �µª¤±¬½¤·¬²±¤̄ ∞±√¬µ²±° ±̈·0 oΑδ µινισ2

τρατιϖε Σχιενχε Θυαρτερλψ,vt .

∂¤± � q�q̈·¤̄ qot|{u oςαριετιεσ οφ Θυαλιτατιϖε Ρεσεαρχη . �̈ √ µ̈̄¼ �¬̄̄¶}≥¤ª̈ q

∂µ²²° o∂ q� qot|yw oΩορκ ανδ Μοτιϖατιον , �̈ º ≠²µ®}�²«± • ¬̄̈ ¼ ¤±§≥²±¶q

• ¤°¶̄ ¼̈ o� q�qi � q�q�¤̄§ot|zv oΤηε Πολιτιχαλ Εχονοµ ψ οφ Πηβλιχ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σ.�̈¬¬±ª·²± }� q� q� ¤̈·«q

• «¼·̈ o• q� q�µqot|xy oΤηε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 Μαν . �̈ º ≠²µ®}≥¬°²± ¤±§≥¦«∏¶·̈µq

• ¬̈±̈ µo�qot|w{ oΧψβερνετιχ q≤¤°¥µ¬§ª̈ }��× °µ̈¶¶q

• ¬̄®¬±¶o� q�qot|{| o∆εϖελοπινγ Χορπορατε Χηαραχτερ : Ηοω το Συχχεσσφυλλψ Χηανγε αν Οργνιζατιον Ωιτηουτ ∆ε2

στροψινγ ιτ .≥¤± ƒµ¤±¦¬¶¦²}�²¶¶̈¼2¥¤¶¶q

�¤̄§o� q�qot|zs o/ °²̄¬·¬¦¤̄ ∞¦²±²°¼ }� ƒµ¤° º̈²µ®©²µ≤²°³¤µ¤·¬√¨ �±¤̄¼¶¬¶0 o¬± Ποωεριν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σ , §̈q¥¼

�¤¼̈ µ�q�¤̄§q�¤¶«√¬̄̄¨}∂¤±§̈µ¥¬̄·�±¬√ µ̈¶¬·¼ °µ̈¶¶q

�¬°° µ̈°¤±o⁄²± � qot|zs o/ × «̈ °µ¤¦·¬¦¤̄¬·¬̈¶²© � ∏̄¨ �¶̈ 0 o¬± �q⁄q⁄²∏ª̄¤¶k §̈ql o Υνδερστανδινγ Εϖερψδαψ

Λιφε ,≤«¬¦¤ª²}� §̄¬±̈ q

�∏¦®̈ µo�q� qot|{v o/ �µª¤±¬½¤·¬²± ¤¶�±¶·¬·∏·¬²±¶0 o¬± Ρεσεαρχη ιν τηε Σοχιολογψ οφ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σ , ∂ ²̄ qu ö §q¥¼

≥¤°∏̈¯ � q�¤¦«¤µ¤¦«q�µ̈ ±̈º¬¦«o≤²±± q}��� °µ̈¶¶q

) ) ) ot|{{ oΙνστιτυτιοναλ Παττερνσ ανδ Οργανιζατιονσ: Χυλτυραλ ανδ Ενϖιρον µεντ .≤¤°¥µ¬§ª̈ o� q� q}�¤̄ ¬̄±ª̈µ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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