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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人们就各种组织进行探索研究的实践成果，是社会学对此分析研讨的成果。
20多年前，我们中的某位同仁就已经对行政组织和产业组织进行了探索。
我们后来也在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内部，对此项研究进行了大量补充，并逐渐将这一探索延伸到一些
更复杂的问题和领域之中。
   《行动者与系统》是法国组织社会学派大师级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和埃哈尔·费埃德伯格的
合作研究成果。
作者依据对行动组织长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权力关系的假设，认为一切组织都是作为权力关系整
体而形成的一种结构，而所有的权力关系皆为产生组织的开端。
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作者系统地构建了一套行动理论，详尽阐述了实际行动系统的含义。
两位作者是法国组织社会学派代表人物、大师级社会学家。
    组织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跨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它既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
域，也是国内外很多商学院、MBA项目的重要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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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米歇尔·克罗齐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兰西科学院教授，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巴黎政
治研究院社会学高等教育部负责人，曾在哈佛大学和法国楠泰尔大学执教多年。
他主持过多次有关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实际功能的社会学调查，围绕权力现象和组织现象
开展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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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行动者及其策略　　行动者的自由余地　　我们普遍接纳的，是一种关于有组织行动的完
全不确切的形象。
迄今为止，我们总是过高估计组织运行的合理性程度。
我们由此变得一方面仰慕组织的效率，而丝毫不加鉴别——抑或至少相信，这并不需要做出任何解释
；另一方面，就组织可能呈现出的对于人类所构成的压迫性威胁，我们又表现出极度夸大了的恐惧。
此刻在我脑中浮现出的，是一种机器型的比喻。
“组织”，首先激活一组错综复杂的齿轮，它们彼此之间完美地组合在一起。
这样的一种机械装置的构成形式，当人们仅仅从臆想的结果韵维度来考察，仅仅从最后的产物的角度
来考察时，它看上去仿佛令人称道，但是，当人们发现这些部件事实上都是由人构成的时候，其重要
意义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于是它就变成了“现代性”的噩梦。
　　尽管幻想家们为了实现他们的技术官僚梦想，做出了种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但现实确实连这类假
想的边缘都没有碰到。
每一种有关组织的真实生活的最低限度的严肃分析，都向人们展示了人类行为在其自身的框架内始终
会有的错综复杂的程度，人类行为是多么地不切合那些机械关联论抑或简单决定论的那种简单化模式
！
　　对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差距的第一个解释是，即使在诸种极端的境遇之中，人们也拥
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他们不可能不运用这种自由来“与系统进行斗争”。
　　的确，这样做是可能的：在承认这类实践的存在的同时，将这类实践看作是系统能够容忍的例外
，因为这些实践并不质疑系统的效率，而只是在边缘领域削弱系统压迫性的特性。
但是，这样一种机敏的解释是经不起认知推敲的。
假如在诸种极端的境遇之中，人们有能力与整个系统相抗争，他们又怎么会在所受制约更少的情况下
让自己接受系统对自己进行的统治呢？
人们是否真的认为，操纵和条件作用比强制的影响力要强得多呢？
相反，所有的研却向人证明常识所暗示的一切：也就是说，条件作用只有在与制约力量连接在一起时
，才具有一种真正的影响力。
前者并不能为了后者而被取代。
　　至少在诸种非极权的体制中，行动者事实上利用他们的自由余地，其利用领域极其广泛，以至于
根本不能够把他们具体的行动布局，看作是相对于理性模式来说如此之多的例外。
我们只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所做出的与等级制度之中的上级相关的行动，根本就不
对应于遵从和驯服的简单模式，即使这样的一种模式由人加以修正，为消极的对抗留下了空间。
这样的一种行动既是协商的结果，同时也是协商的组成部分。
当然，下属成员在他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他这个行业中技术和社会的传统，大体上不仅决定了他置
换要解决的问题的可能性，而且也决定了他对要解决的问题的确切性质的认识和控制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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