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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的组织由来已久，自与人猿告别后，人类就以群体生活的方式而生存，于是便有组织的存在
。
从原始人类的群体和氏族组织、长老组织、简单的家庭组织，到私有制出现以后以阶级关系为主体的
组织形态（阶级、国家、民族、政党等），一直到近现代社会的农业组织、工业企业组织、军事组织
、科教文卫组织乃至民间团体组织等等都客观存在于社会之中。
而今，世界是一个由无数个专业组织机构组成的社会，组织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组织的出现实质性地影响了当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德鲁克认为，现代人必须了解组织。
就如他们的先辈必须学习耕作一样。
事实上，我们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①在我们周围，组织举目即是。
我们生于组织之中，通常也死于组织之内。
而介于生死之间的生活空间，也由组织填满，组织就是这样让人几乎无法逃避，就像无法逃避的死亡
和各种税一样。
它们已经“吸收了社会”②。
这些，都说明组织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在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一种细胞的作用。
既然组织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那么，组织研究无疑将是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而研究的
起点，理论上；应该是对“组织”内涵的界定。
在将研究对象边界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再对这一包罗万象的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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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旨是希望对组织理论比较有影响的内容作一个剖析与比较，这就不免涉及到要简要介绍一下
所涉及的各类理论。
但是，组织理论的很多观点和思想都未能得到公认，组织理论的发展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了对某一个
观点和认识的激烈争论，至今仍有很多学者在某些地方存在分歧。
因此，在本书中所涉及的一些组织理论是被大部分的组织理论学者所公认的一些内容。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研究能力所限，对一些理论观点难以论述全面和准确。
此外，在内容的取舍方面，本篇论述的主要是目前组织理论的主流观点和主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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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对包括企业、军队、非政府组织、体育俱乐部等454个工作单位上至董事会，下到车间工段的
各个层级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研究后，F.E.菲德勒积累了多年的研究资料得出的结论。
所以，这一结论得到了管理学界的广泛重视，而且至今仍具有重大影响。
按照F.E.菲德勒的模型，所谓“最优”，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愿望，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最好
的”或“不好的”领导方式，普遍有效并适用于任何情况的领导模式是不存在的。
任何领导方式均有可能有效，关键是要与环境情境相适应，即应当根据领导者的个性及其面临的组织
环境的不同，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
简单地说，有效的“权变”领导行为，首先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其次依赖于任
务结构和职位权力给予领导者施加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
这就是菲德勒模式的核心。
菲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以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确证了
不同领导方式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
但是，如果领导风格与管理情境不匹配，如何处理？
从逻辑上讲，领导风格与情境不符，只能有两种改变途径，一是改变领导方式，二是改变领导情境。
要么就是领导人改变自己以适应组织，要么就是组织改变自己以适应领导。
显然，在FE.菲德勒看来，寄希望于领导人改变风格，难度太大；而寄希望于改变组织，在多数情况下
并不合适（组织创立或组织变革时期例外，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领导者做出改变组织的行为）。
所以，通常的应对办法是“匹配”，即为恰当的领导者安排恰当的组织。
如果领导风格与组织不合，就要及时改变这种匹配。
对于组织来讲，最高领导人应当学会辨识不同情境，把握经理人员的不同风格，把自己的中下层管理
人员放在最恰当最能发挥其作用的环境之中。
说到底，不过是一句老话：“让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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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编者在给博士生授课讲义基础上充实、修改以后完成的，同时也是北京交通大学组织管理研究
所集体智慧的结晶，该书由刘延平教授任主编，负责设计全书的整体框架并拟订写作大纲，华光、赵
杨任副主编，龚玉荣、张莉莉、左莉、任旭、杨永林、禹春歌、邱奇、王珂、邵悦然、薛静娴、曲永
祥、赵欣、任远、张志朋、王冠、高鹏、陈哲等参加了编定和讨论。
全书最终由刘延平修改并统稿。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编者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做了翔实的读书笔记，尽可能把全部资料的来源一
一列举。
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一定会有遗漏之处。
、在此，向那些为本书的成书提供有益观点和理论的学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并恳请谅解！
编者还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刘怡斐副编审，她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本书是编者在多年从事组织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中，对诸多组织问题研究成果的提炼，是编者对组织
理论发展历程和组织理论流派学术贡献的集中总结。
编者还要提前感谢将为本书提出宝贵批评与建议的读者，这将为更加充实有关组织理论经典人物的研
究提供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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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组织理论代表人物评析》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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