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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理论分析和案例说明相结合、总体阐述和层次剖析相结合的方式，对组织行为学进行了
全面介绍。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组织行为学研究内容的梳理，廓清“二元非均衡”的组织行为主线、“识
别、选择和反馈”的组织行为结构及“组织内部向组织之间延展”的组织行为范围，及时客观地反映
这一学科发展的新动向。
书中把观察组织行为的视线由组织内部的岗位、部门延展到组织外部的关系，从而使得对与之相对应
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以及组织行为的理解更为深入，明晰组织间关系对个体行为、群体行为乃至组
织行为的具体影响；关注组织以其社会公民身份而进行的组织慈善行为，从组织社会责任及组织伦理
等角度对慈善行为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阐释组织慈善行为的内涵、动因、功能以及策略等内容；
突出组织文化对组织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从组织文化的内涵、类型、功能、形成、内化、外化、维
系、传承与变革等多方面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以理论带实务，可读性强，便于举一反三。
不仅适用于全国各经济管理院校管理专业本科生、研究生、MBA、EMBA及相关专业教学，而且适用
于各类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在职学习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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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组织要形成为一个整体，就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够互相进行信息交
流的人们；二是这些人们愿意作出贡献；三是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
因此，一个组织能否产生与存续的三个必要的和充分的要素就是共同的目的、作贡献的愿望和信息交
流。
共同的目的也就是组织目的，该目的与参加组织的各个成员的个人目的是不同的。
现实生活中虽然存在着这种情况，即组织目的的实现本身可能变成了个人满足的源泉，成为了个人目
的，但这却是少之又少的情况。
一般来说，组织目的只有得到组织成员的理解并为各个成员所接受时，才能激起协作行为。
协作意愿是指个人要为组织目的贡献力量的愿望。
协作意愿“意味着自我克制，对自己个人行动控制权的放弃，个人行为的非个人化”。
这种意愿产生的结果是个人努力的凝聚。
没有协作意愿，为协作作贡献的个人努力就不能持久。
协作愿望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个人意愿的强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二是任何个人的贡献意愿的强
度都不可能维持不变，它总是断续的和变动的，而与之相关的组织所可能获得的贡献意愿总量也就必
然是不稳定的。
信息交流是组织的第三个要素，它在组织要素中居于中心地位。
这不仅是因为组织的上述两个要素只能通过信息交流才能联系起来，而且也是因为组织的结构、规模
和范围几乎全由信息交流技术所决定。
如果只有组织目的，却没有相应的信息交流使之为组织成员所知晓，那就毫无意义；同样，如果不传
递必需的信息，不仅不能确保成员的合理行动，而且也不能确保组织成员产生协作意愿。
为了达到有效的沟通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客观的信息交流体系。
为此，巴纳德提出了以下原则：一是信息交流的渠道要清楚地为大家所知道，使人人都了解自己的职
务、权限和义务。
二是客观权威要求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有一个明确的正式的信息交流渠道，确保正式组织中的每个人
都同组织建立起正式的关系。
三是信息交流的线路必须尽可能地直接和短捷，信息交流的线路越短，信息交流的速度就越快，错误
就越少。
四是原则上必须应用整个信息交流线路，以确保信息能够通过权威体系的每一层次，从而充分发挥每
一层次的作用。
五是在信息交流中心服务的人员即职员和监督者的能力必须合格。
六是在组织执行职能时，信息交流线路不能中断。
如果负责人因事不能坚守岗位时，应有人代理。
七是每一个信息都要被确认，即传达信息的人是否确居其位，该职位是否确实包含相应的信息类型，
该信息是否确实是从这一职位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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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组织行为学:现代的观点》：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重要案头参考书，反映学科发展新动向的结构完善的
教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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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