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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从权力的视角进行组织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20世纪中，无论是前半个世纪的战争状态、中叶
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的政治动荡，还是后30年的制度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在所有这些历史过程
中，谁也无法否认权力的作用，却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权力作用的效应幅度和具体机制。
在这个宏大的社会变迁的舞台上，有无数的组织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也有无数的组织由盛而衰，消
失于无形。
　　从微观方面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以简政放权、政企分开为目标的改革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大多数中小型国有企业不是退出市场，就是面临经营困境，只有极少数
能够表现出经济学家认为“较佳”的市场表现。
在这种情形下，有些经济学家又提出“国退民进”、改革公司治理结构等改革方案。
　　对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在家族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当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出现所谓“
发展瓶颈”的问题。
有些家族企业试图通过外部咨询公司的介入，在自己的企业中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常常会遇到
前所未有的内部阻力。
　　中国社会的总体特征曾经被西方学者描述为“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经济也曾经被刻画为“计划
经济”或“命令经济”。
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世界惊叹于中国的
发展速度，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被称为“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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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6城市1912个个案的抽样调查数据，经多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了初步检
验。
全书介绍了权力研究的理论综述、集体行动研究的理论综述、组织研究的理论综述、权杖和权势：作
为权力形式的组织运作机制等十八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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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权力的制度化　　权力形式的划分是从静态方面来把握权力现象，制度化则试图从动态方面来
考察权力关系。
在这方面，个体主义传统也有很多研究，特别是从制度化的视角。
例如，波皮兹（Popitz）认为，权力的制度化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关系的非人际化，权力超越个
人而附着于社会位置之上；二是形式化，正式权力越来越趋向于规则、程序和仪式；三是权力关系不
断整合到总体秩序中，权力变得无所不在（Popitz，1992）。
　　韦伯则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待权力的动态过程。
按照韦伯的理论，善恶不是政治的标准，而是道德的标准。
政治的标准是否负责和问责。
韦伯的概念是，道德领域遵守的是“意向伦理”，它约束行动者的良知，只问行动意向之善恶，不问
行动结果之利弊。
因此，在道德领域，按照规范行事不逾规，可以让天地决定事情的最终结果。
但是，政治领域（在韦伯这里，所谓政治就是分享权力的斗争，或者是影响政府或群体内部的权力分
配的斗争）遵守的是“责任伦理”，它约束行动者的行为，只问行动结果之利弊，不问行动意向之善
恶（Weber，1965）。
　　韦伯把政府看作是人统治人的关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合法暴力，其三个基本的内在合法性分别
是“传统合法性”、“卡理斯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Weber，1965）。
因此，在韦伯这里，权力的对应物是服从，它是微观基础，是恐惧和希望，个人服从是恐惧（掌权者
的报复）、希望（现世和来世的物质奖励和社会荣誉）以及各种利益的函数。
　　6.权力和科层化　　除了制度化和合法化之外，科层化也是个体主义传统关注权力动态的一个维
度。
在韦伯看来，维持一种统治，至少需要两个条件：行政人员和行政手段（行政的物质条件，包括货币
、建筑、军事物资、交通工具等）。
因此，可以按照行政人员是否拥有行政手段，来划分不同的统治类型，就像经济组织中，可以通过是
否占有生产资料来划分不同的组织类型一样。
一个历史趋势是，行政人员和行政手段之间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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