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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管理活动中，人是第一对象或资源，这就决定了管理理论是以人为出发点而产生和形成的这一事实
。
而人总是有心理活动的，心理活动直接影响着工作和劳动的成效。
因此，研究管理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和规律对于提高管理成效有着特别的意义。
正因为此，在学科形成上，管理心理学是在一般意义的管理学和心理学的边缘上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
一门学科，它既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又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决定了管理心理学的广泛渗透性和广泛的读者面。
人们对管理活动中心理现象的关注有着古老的源头，但是管理心理学形成为一门具有系统理论的独立
学科还是20世纪中期的事情。
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莱维特（H．J．Leavitt）出版的一本以“管理心理
学”命名的专著为标志来认定管理心理学的正式形成。
在此之前，研究、阐述心理学知识在工业企业领域中应用的书，都以“工业心理学”命名或被视为工
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当然，把“工业”换成“管理”并不是莱维特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随便做出的。
实际上从20世纪20年代起，工业心理学的研究从霍桑实验中已认识到人的心理活动的重要性。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工业心理学中，对人的管理的研究占据着核心
的地位。
被管理者的劳动积极性是影响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因而也应是工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于是管
理心理学就应运而生了。
工业心理学在演进中产生出管理心理学，这是工业心理学研究进展和深化的结果，是工业心理学难以
继续包容管理心理这一核心内容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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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创新精神作为研究和撰写的基本精神，并以新视觉、新观点、新材料来阐释管理活动中的心理
现象及规律，是一部理论品位高、体例结构新、操作指导作用大的学术著作。
本书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管理心理学的发展与展望，需要与动机，态度与价值，思维与智力，社会知觉
，气质性格和管理，工作中的压力应激与挫折，群体心理，群体中的人际关系，团队建设与管理，领
导心理，组织心理，组织文化等方面。
    本书论述精深，内容丰富，以例论理，结构新颖，适合管理类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本专科学
生使用，同时也可供从事管理活动的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以及自学者新闻记者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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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②明确团队的战略目标。
在虚拟团队中，战略目标是领导关系的替代，明确的目标是成员协同工作的基础。
因此，团队在建立之初，要尽量让每个成员了解团队的目标和远景，并及时获取员工的反馈信息，在
互动中加深对目标、任务以及在团队中角色的理解。
此外，在团队运转中，要尽量掌握每个成员的工作状况，及时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
③建立信任关系。
可以说信任的建立和维系是虚拟团队管理的核心问题，相互信任是虚拟团队运作的基础。
团队对成员的信任其实是一种信心，即对成员能力的信心，以及对他们忠诚于团队目标的信心。
在团队中建立信任关系，首先意味着承认“个体”，即充分认可、接受和尊重成员个体的知识、技能
、态度、行为、文化、信仰等，同时要具有强烈的产权保护意识。
其次，要对组织进行重新建构，建立任务封闭式的独立工作单元，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充分发挥知
识结构优势，进行创造性的活动。
当然，这种封闭式工作单元如果不能及时跟上市场、客户和技术的变化，则会给整个组织造成巨大损
失。
因此，成员必须时刻紧跟变化的步伐，形成一种不断学习的文化。
④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团队的运作，仅仅依靠信任关系的维系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调动成
员的积极性。
首先，在给予充分信任的同时，必须保证个体目标和整个团队目标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把信任和契约
联系在一起，以契约的形式明确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
其次，在把握虚拟团队成员组成特点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各虚拟成员的需要，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
如建立良好的团队环境（技术条件、学术氛围、团队文化等），提供挑战性的工作，给予丰厚的回报
，组织跨地域学习、交流等等。
众所周知，建立团队激励机制的最大困难在于难以衡量个体的业绩，这也意味着在虚拟团队管理中，
往往需要把激励机制建立在团队产出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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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理心理学》为新视角，新材料，新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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