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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法国杰出的社会学家，与法国组织社会学之父米歇尔·克罗齐耶齐名。
1977年，他与克罗齐耶出版了他们合著的《行动者与体系》一书，二人作为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
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法国组织社会学学派的理论主张，全面地展现了与盎格鲁一撒克逊学派迥然相异的
有关组织的探索路径、研究范式、分析框架、概念工具与推论方式。
为了让世人更为清晰地理解和认识法国学派关于组织研究的观点，1993年，他又出版了《权力与规则
》一书，并于1997年出版了其修订版，集中而又有针对性地展示了法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根据
历史的线索，完整地描述了组织研究的发展历程，并采用一种比较的分析视角，将盎格鲁－撒克逊学
派的观点与法国学派的主张进行对照，从集体行动的动力学的角度，提出了与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完
全不同的组织观，对组织做出了全新的界定与释义。
　　国内社会学界对盎格鲁－撒克逊学派的理论相当熟悉，而对法国组织社会学学派的主张则相对陌
生，原因在于，国内学者的学术背景多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具有法国学术背景的学者不多；国内
翻译出版的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组织理论的著作数量众多而相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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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国杰出的组织社会学大师埃哈尔·费埃德伯格的经典著作之一，旨在探讨权力与规则的关系
，研究并揭示行动层面的组织的性质、特征、结构、功能与运作方式。
 作者超越相关研究中将组织与集体行动相互对立的二分法，认为组织本质上是动态的，是对行动领域
进行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
通过将组织普遍化并视其为诸行动领域的一种，作者揭示了组织中的构造及秩序的本质所具有的不确
定性，并透过行动的表面秩序，探索出现在其中的权力过程，协商过程和渐进的结构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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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奥地利人，1942年出生，系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巴黎政治研究院社
会学系负责人，著名专家，长期主持法国和欧洲的大量行政机构和企业组织的研究和咨询工作。
他的其他主要著作有《组织的社会学分析》、《行动者与体系》（与米歇尔·克罗齐耶合著）、《国
家与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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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从工具性组织到有组织的无序：对组织凝聚力的质疑　　最近，詹姆斯·马奇（1988）
在他的论文集的序言中指出，决策理论的历史，是简单观念日益变得复杂化的历史。
我们从简单的理性选择观念，即人们从数种选择之中一劳永逸地做出一种选择，作为清晰、明确、稳
定的选择偏好的一种功能，转向更为复杂而相对的系统构想，这类构想重视每一决策者理性的诸种有
限性，以及诸种偏好和选择的被建构的、权变性的特征。
在前一章，我们对这一演变已经进行了总结。
我们对理性和决策行为的思考方式，与我们运用概念来表述组织的存在和运行的方式直接相关，组织
的存在和运行，指的是个体成员行动的聚集和协作；因此，当看到一种齐头并进的演变进程，这一进
程指向关于组织凝聚力和一致性问题的更为复杂的思考，人们丝毫也不感到奇陉。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一开始，可以说，这一问题井不存在。
人们可以回想起来，在经典模式中，组织被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凝聚在一起的整体，由预先确立的、
稳定的目标建构而成，组织目标而奋斗，而且就其与这一目标的关系而言，可以说，组织完全是透明
的。
组织是一架机器，所有的齿轮互相吻合、彼此匹配，完美地融为一体，与单一的理性相对应。
从纯粹工具主义的观点来看，组织的整合由组织的目标来保证，组织的目标体现为合法性和理性，从
而保证所有成员心甘情愿地服从。
　　在这一演变的后期，这一问题就置身于有关组织生活思考的核心。
在此期间，恰恰正是组织的观念变得相对化了，甚至变得破碎了。
此时，在人们看来，组织是一种集合体，在此集合体之中，大量类型各异的理性彼此发生碰撞，互相
对峙。
这些理性的聚集不是自发的，而是出自一种秩序的建构的结果。
那么，从这一观察视角上看，组织不是别的，而恰恰变成了一种政治竞技场抑或市场，在其间人们就
行为进行协商，就个体权力策略竞相追逐；组织的特征（其目标、结构、游戏规则、“文化”）依次
即为这些交换和对抗的原初产物。
组织的最佳比喻是微观社会，在那里，秩序被从社会意义上建构起来，并因此不可逆转地与成员之间
的社会互动及社会交换过程连接在一起。
　　在这一章里，我将尝试追溯组织观念复杂化发展过程的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发现有关这些所谓工具的“顽强对抗”；第二阶段，揭示出科层制的反功能和恶性循环，
使组织结构和目标成为在组织成员之间互动的内在产物；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强调组织的无序性
特征，它处于流动状态，先是确认含混性为组织环境的一种基本特征，而后又对组织之中的行动和行
为的意向性本质进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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