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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上世纪哈佛大学的第一个工商管理硕士培训计划诞生至今，MBA这一简洁而响亮的名称，以其不可
抗拒的魅力和不可思议的魔力征服了全球主要发达国家。
同时以其独特的实务性、应用型特征在全世界掀起了工商管理专业学位教育的热潮。
1991年我国开始试办MBA教育并正式设立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至今国内的MBA教育已经经历
了17年的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上世纪90年代培养MBA以来，经过近l0年的办学体验，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长足
的进步，成为培养高层次实务型管理人才的摇篮。
近年来，社会对MBA的越来越关注，而企业对MBA的认同，MBA学员对工商管理知识的渴求，都对
我们MBA的教学创新提出了迫切需求。
同时，一群以发展工商管理教育为己任，培养优秀管理人才为目标的孜孜不倦的MBA人，在教育和创
新的路上不断地追寻探索，使得MBA教育在教学创新的路上能走得更远，更踏实。
教材建设是MBA教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教材的编撰过程不仅是教师课堂教学内容凝炼的过程，更是厘清教学思路，总结教学方法，集百家之
长，创独家之新的动力源泉。
实现MBA教学的本土化，是我们编写这套教材的初衷，加强MBA教学的实践性和时代性，是我们编写
过程中始终秉持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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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行为科学理论为坚实基础，贯穿大量的国内外管理实例和情境，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避免
了枯燥乏味的空洞说教，充分体现出了该学科的实用性、趣味性的特色。
本教材出自长期从事组织行为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除了汲取众多教科书中的精华部分，还补充
了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案例分析。
    本书可作为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类研究生的教材，也适合各级企业管理工作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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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行为的动力源：需要不论是组织行为还是纯粹的个体行为，如果不从需要这个层次上来研究人们
行为的原因和规律，无疑都是缺乏根基的。
因为诸如欲望、动机、兴趣、理想和信念等驱动行为的因素，都只不过是需要的某种表现形式，离开
了人的需要，这一切都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就是我们把这一节的标题确定为需要是行为动力之源的原因。
现在，你可以就此深入探究一番了。
4．111欲望与需要提起欲望这个词，谁都非常熟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而且有多方面的欲望
。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中国自古流传的俗语，仅仅是对芸芸众生物质财富欲望方面的一种极端
写照。
其实，我们的欲望不仅有种类之别，还有高低层次之分，如食欲，金钱欲，性欲，爱人及被爱之欲，
权力欲，自我发展之欲等。
可以说，我们人的欲望就是生命的象征，不论你是承认或是矢口否认，这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西方有位哲学家对人曾经有这样一段描述：人就是各种欲望的集合体，除去欲望之后，人究竟还剩下
些什么呢?只有一i片虚空。
没有欲望的人，如同没有解的方程，没有弦的竖琴，没有动力的螺旋桨。
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中国古代的道教反对人们充斥各种欲望，并认为欲望是混乱之根源，因而提倡
人们无欲无望，认为“清心寡欲，清静无为”近可达到个人修身养性的目的，远可作为治国平天下之
利器。
然而，即便是道教在中国最为昌盛的年代，“寡欲”之说也并未能占据人们思想的统治地位。
之所以会这样，如果要究其原因，其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种说教有悖于人的天性。
那么，我们人的欲望是从何而生的呢?欲望是人的需要被意识到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为人要生存要发展，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
需要既包括人机体生理的需要，也包括人精神心理的需要。
从人体内平衡的意义上来讲，当生理或心理出现缺乏或胀溢状态，存在某种不平衡时，我们就会产生
获得或宣泄的需要。
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的满足有补和泄两种方式。
人有需要就有满足需要的欲望。
欲望只是我们人身心客观需要的一种主观反，映。
比如，当你生理上出现进食这种需要状态时，你就会产生饥饿感，并在头脑中出现寻；找和补给食物
的冲动，这就是由生理需要引起的进食欲望。
而人体内的某些物质蓄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宣泄的需要。
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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