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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一些文章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我觉得非常荣幸。
我特别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张仂和陶鹏，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还感谢刘澜，是他提议
我把那些文章集结成书的；我还感谢周雪光教授为本书作序。
我希望本书能够加深中国管理与组织学者和北美管理与组织学者的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面前，任何美国人都定会变得谦恭。
北美相对年轻很多，尽管它的文化和传统也能追根溯源到很早的年代，有些还来自2万年前的亚洲移
民，但是直到17、18世纪它才稳固下来，成为一个有一定凝聚力和自身特色的社会，比中国夏朝的建
立晚了近4000年。
在北美，历史超过100年的建筑就被视作古迹，历史超过50年的文学作品就被视作古籍。
我的个人历史植根于北美文化。
我高太祖父的太祖父马奇（March）从英国来到美国的时间是1635年，大约是中国的明末。
我的其他祖先，大部分在1700年以前来到美国，是随着从不列颠岛和荷兰来到美国的早期欧洲移民过
来的。
任何一个与我有着类似背景的人都会敬畏于中国文化的悠久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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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选入的诸篇文章，多是学术大师马奇偶尔涉猎公共领域，特别是管理领域的普及类演讲或写作
，展现了马奇作为思想家、理论家、学者、诗人多方面的大家风采。
在这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知识渊博、兴趣广泛、才情横溢的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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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2003年，两位管理学者制作了一张200人的管理大师排行榜。
然后他们问了上榜的大师们一个问题：谁是你心目中的大师？
排在第一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德鲁克，排在第三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
，而在德鲁克之后，西蒙之前的则是几乎没有公众知名度的詹姆斯·马奇。
 
    马奇出生于1916年，1953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1964年担任加州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1970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同时也担任政治
学、社会学、教育学教授，是名副其实的跨界大师。
马奇被公认为是过去50年来，在组织决策研究领域中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在组织、决策和领导力
等领域都颇有建树。
 
    他的代表作除了《决策是如何产生的》之外，还有与西蒙合著的《组织》，与赛尔特合著的《公司
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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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早挑战简单理性选择模型的实证研究质疑的是它的信息假定。
理性行动者对未来做两个猜测：猜测当前行动将来会产生什么结果，猜测那些结果将来会给人什么感
受。
理性选择理论的古典版本假定两个猜测都是精确的，实际决策情境则往往表明，两个猜测似乎都是有
问题的。
第一个猜测关注的是当前行动的未来结果，长期以来，这一猜测的不确定性一直吸引着决策学者以及
选择理论家的注意力。
即使估计了各可选方案的结果，而且也意欲采取理性的行动，人类选择还是受到信息和计算的限制。
这些理性限制一部分来自人类个体作为信息处理器的特性，他们不能清楚地看到或者准确地解释自己
所处的决策情境。
他们把复杂情境简单化，使用启发法和框架处理信息（Kahneman，Slovic，&Tversky，1982）。
人们很难把所有可选方案都考虑到，也很难保证所收集到的信息是非常全面、完全准确的。
组织可以多多少少弥补人类个体的局限性。
在某种程度上，组织能够克服信息加工的限制，具有更强的平行加工能力、信息盘点能力和专家调动
能力（feldman，1989）。
然而，与此同时，组织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信息的保存和沟通、协调和冲突等等。
结果，所有现代的理性选择理论实际上都是有限理性理论（Holmstrom&Tirole，1989；Kreps，1990）
。
有限理性的核心观点是很基础的，现在也广为大家所熟悉。
决策者并非一面对问题就知道所有可选方案、各可选方案的预期结果以及各预期结果的出现概率，他
们需要经过搜寻才能发现这些信息。
关键的稀缺资源是注意力，所以大部分有限理性理论都是关于注意力分配的理论（Cyert&March，1992
；March，1988）。
如果未能实现目标，决策者就启动搜寻，一直持续到找到一个足够好的、可以满足现有唤起目标的方
案。
决策者在旧方案附近搜寻新方案，如果未能实现目标，决策者就把搜寻集中在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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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奇论管理:真理、美、正义和学问》：我是一个学者，我做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
学问有个特征比有没有用更重要，那就是美不美。
如果你不用担心名誉、声望，也不用操心怎样与管理者直接打交道的话，那么你就更容易潜下心来研
究管理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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