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811180152

10位ISBN编号：7811180154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上海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友梅

页数：2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

内容概要

科学最初是与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的。
它们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类型的社会中，科学才能兴旺发达，反之，科学就没有持续的和旺
盛的发展和应用，这样一种社会也不能正常运行。
科学是在求解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答案，它总是依赖于它所隶属的那个社会总体的发展状态
。
这种关联在社会学领域更为突出，因为社会学提出的问题往往是各种社会群体在社会演变中碰到的不
明确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
社会学研究者从自己的实践经验里得知社会现实的本质构造比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能够想象的要复
杂得多，其实，社会学作为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的方法，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更容易受到既定社会
的技术、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影响。
组织社会学也不例外，它在近80年中不断取得重大发展，这个发展既反映了社会学家试图解释清楚的
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集体行动而非个体行为，同时也印证了组织社会学在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中发现
了与自己同步成长的身影：现代复杂社会中的组织现象的日益增长。
　　本书分为组织的复杂化与组织研究的演进、组织社会学的成长历程、组织方式与基本推论要素、
组织分析的另一些思考、步入“组织田野”的研究步骤这五章对大工业组织的发展、组织作用的发现
、组织方式的维持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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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组织的复杂化与组织研究的演进  一、大工业组织的发展    1.动因之一：引导或影响变化趋
势    2.动因之二：保留或重建自主空间      资本积累      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诞生      个体和理性的成功  二
、组织作用的发现    1.组织：个体实施其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    2.组织：工业社会可动员的基本单位   
3.组织：调整关系可借助的重要力量  三、组织研究的演进    1.“手”的超越与劳动科学组织原理    2.“
心”与人际关系学说    3.“头”与决策分析第二章 组织社会学的成长历程  一、从组织生活的具体问题
出发    1.科层制现象的理论之争      重视现代科层制的理性化形式      强调科层制组织的反功能    2.相关
的经验研究      案例1：工业企业领导方式的变化      案例2：公共机构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      案例3：围
绕两个公共部门里的规则组建的游戏  二、组织的再构    1.组织与社会体系    2.组织解析的复杂化    3.有
组织的集体行动第三章 组织方式与基本推论要素  一、组织内的个体行为特征：决策    1.行动者出场的
逻辑    2.相关的经验研究      案例1：生产流水线工人的行为方式      案例2：会计事务所职员的行为方式  
   案例3：古巴导弹危机处理的决策者行为方式    3.行动者的自由余地  二、权力关系：不确定性领域   
1.权力及其来源    2.权力与组织    3.相关的案例：工业垄断集团生产车间的权力结构    4.组织结构和游戏
规则  三、组织的边际：中继者的概念    1.“社会职能”与“环境”    2.相关的案例：省政府与其环境
的关系特征    3.环境对组织的直接影响  四、组织的调节：实际行动体系    1.体系制约的行动    2.行动者
创建体系第四章 组织分析的另一些思考  一、组织方式的维持    1.组织的潜功能    2.相关的案例：法国
式的官僚作风      模式的特征      模式产生的恶性循环      模式的潜功能  二、组织中的决定、参与和变化 
  1.决定如同体系现象    2.参与如同解决问题的方法    3.变化如同一种学习第五章 步入“组织田野”的研
究步骤  一、研究者初始阶段的位置及其变换  二、探索性调查研究的展开  三、问题的解释和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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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组织的复杂化与组织研究的演进　　组织的复杂化与工业化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加
强了人类社会活动对组织的依赖，使组织既是个体实施发展战略的首要条件，又是改变处境可借助的
重要力量，从而推动了组织研究的进程。
众多的组织研究发现了，个体有组织的行动不是消极被动的，也不是中立的，而是有计算有倾向的。
对此，克罗奇耶形象地说，个体不只有一只简单的“手”，还有一颗“心”和一个“头”。
这些发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深化组织研究的必要性。
本章将通过阐述组织的复杂化与组织研究的演进，向读者提供一个能了解组织社会学在其中成长和发
展的经济社会背景。
　　一、大工业组织的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工业革命？
是什么力量导致了第二次浪潮波及全球？
A·托夫勒（A·TOffler）在提出这些问题后解释道：工业革命不是由技术本身的力量推动，意识形态
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单单用经济因素同样不能说明工业化的动力，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十分复杂
的可变因素。
K·普拉尼（K·Polanyi）在研究了19世纪前后资本主义强国发生的一些重大转变之后指出：工业革命
是一种人为的现象，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和智力的革命。
工业化引起的变化是涉及全社会的现象，具体地说，是政治、经济、宗教、司法、文化和社会等方面
混合在一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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