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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行为学》

前言

　　组织行为学是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项专业管理的理论基础。它是一门广泛吸收多学科
知识的边缘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自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中国后，组织行为学越来越受
到人们重视。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组织行为学现已成为各大院校管理专业和MBA的主干
课程。　　组织行为学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综合运用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
论、方法和手段；以了解个体、群体和组织结构对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提高管理者对组织成
员行为的预测、控制和引导能力。通过组织行为学课程的学习，可以使我们掌握组织行为学的基本知
识、基本原理，学会用组织行为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推行人本管理，协调个体、群体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有机地
统一起来，从而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我的完善。　　本书具有一系列特点，既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也方便教师的教学。首先，每章前安排了学习目的和重、难点，可以使学习者从开始学习阶段即
可进入知识点聚焦状态。其次，正式内容之前安排了引导案例，既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又能为
学习和讨论提供大致范围和基本框架。再次，本书正文部分既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又立足于创新
，跟踪了学科前沿动态，探讨了新经济形势下的管理实践。最后，在每章后安排了题型丰富的课后练
习，可以帮助学习者对知识进行复习整理，同时也兼顾了学习者能力的提升。　　本书编写团队吸收
了武汉理工大学骨干力量。本书由孙泽厚担任主编，吴振东担任副主编。具体分工为：第1章由孙泽
厚、崔蜜、何清编写；第2章由孙泽厚、颜西萍、魏然编写；第3、4、5、11章由朱新艳编写；第6、10
章由吴振东编写；第7、8章由刘加顺编写；第9章由桂萍、黄姗编写；第12章由胡浩编写；第13、14
、15章由罗帆编写。本书配有教学课件和相关资源，有需要的读者可以从网站载或与　　联系。衷心
感谢曾被引用过资料的作者，衷心感谢为本书的出版辛勤劳动的各位同仁，衷心感谢北京交通大学出
版社黎丹老师在书稿多次修改中的耐心指导。　　限于作者的水平，书中一定还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
，恳请各位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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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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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群体的一员，我们会发现，与群体保持一致，即成为群体中积极的一份子，比成为干扰力量
对我们更有利，即使这种干扰对于改善群体决策效果是必需的。　　所有的群体都容易受群体思维之
害吗？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研究者们的注意力放在3个中介变量上：群体凝聚力、群体领导者的行
为、与外部人员的隔离，但研究结果不一致。就这一点来说，所能作出的最有效的结论是：凝聚力强
的群体内部讨论较多，能够带来更多信息，但这种群体是否鼓励群体成员提出反对意见，尚难确定；
如果群体领导公正无私，鼓励群体成员提出自己的意见，群体成员会提出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
进行更多的讨论；群体领导在讨论初期，应该避免表现出对某种方案的偏爱，因为这样做会限制群体
成员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性意见，使群体很可能把这种方案作为最终的选择方案；群体与外界的隔离
会使内部可选择和可评价的不同的方案减少。　　（5）群体转移　　群体转移也称群体决策的风险
转移现象，是由美国学者在本国背景下最先发现的。所谓群体转移，就是指在群体进行决策时，在集
体讨论、选择方案、作出决定的过程中，群体成员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最初立场或观点的决策心理现象
。群体转移致使群体决策在多数情况下向冒险转移，在少数情况下向保守转移。事实上，群体转移可
看作是群体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群体的决策结果反映了在群体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决
策规范。群体决策结果是变得更加保守还是更加激进，取决于在群体讨论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讨论规范
。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冒险转移现象，人们有多种解释。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在群体讨论中，群
体成员相互之间变得更加熟悉了，随着他们之间的融洽相处，他们会变得更加勇敢和大胆。另一种看
法是，美国的社会崇尚冒险，我们敬慕那些敢于冒险的人，群体讨论激励成员向别人表明自己至少与
同伴一样愿意冒险。不过，最有道理的一种说法是，群体决策分散了责任。群体决策使得任何一个人
用不着单独对最后的选择负责任，因为没有一个成员能够承担全部责任，即使决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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