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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精彩短评

1、2015-12月在中大图书馆看的电子书，明白了霍桑实验的一些细节问题，如为什么这个工厂效率不
行，员工离职率高，为什么访谈管用，还有一些其他的实验到底是为何如此设计的原因和结果。读原
著就能知道细节
2、梅奥的贡献不仅仅在于非正式组织这个名词好么 他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值得今天的每个人反思与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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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精彩书评

1、没看过费孝通版的，这版翻译跟机翻出来的效果半斤八两，专业词汇翻译前后不一致，一段话译
完讲不出一个完整的意思，甚至一句话翻出来连语法都不对了，看得非常费劲⋯⋯不能当做通俗读物
阅读的书却印上了通俗读物的宣传封面，还不如看原文版，不推荐买这一版读。
2、作者在从事这本书研究的时代，正是工人的意识日益觉醒、工会组织日益发展，工人有组织地与
雇主进行斗争的时期。同时，经济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都对整个的社
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管理方法已经很难有效的控制工人，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利润。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展开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探索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可能的应对
方法。作者首先分析了工业文明对当时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作者认为，工业文明改变了原来稳定的社
会结构。在传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了解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功能，而且都能不同程度的参与
到这些活动和功能之中。同时，家庭和亲属关系将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场合结合起来，使得有效合作达
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而科学进步带来的改变，打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原有的关系。科学和工业
的快速发展终结了个体与其群体的一致感和对工作的满足感，个体开始对其所生活的地方和周围的人
们不再有难以割舍且休戚相关的情感，人们逐渐的丧失了“社会关系感”或者说是“社会的责任感”
。作者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现况，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和工业的快速发展，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
关于处理人事能力的发展过于缓慢。科学技术能力和人事处理能力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当时
的社会中这两个方面的能力严重失衡。科学工业进步所产生的社会变化使得传统的关于社会关系能力
形成的方式已经过时，人们自身的无知和漠视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两种能力的失衡，也造成很多严
重的问题，比如世界大战，人们拥有了力量，却不懂得如何去相互理解与合作。另一方面，作者认为
有关社会、经济的研究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作者从知识获取的类型说起。作者总结，知
识分为间接获得的理论知识和直接获得经验知识。其中通过实践、观察所获得的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也是在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所缺乏的。关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作者认为，那些从事经济、社会研究的
人更喜欢漫无边际、无拘无束的推理而非实事求是的观察。而且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设就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过时”了。作者的矛头首先直指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作者认为现实中的人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不是孤立的、只知挣钱的个人，而是处
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成员。个人的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作积极性上只具有一定程度的意义，群体间
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学者以及一些管理者所持的对工人群体和个人错
误的假设，使得他们判断的基础出现了问题，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之上，他们很难对困境做出有效的反
应。正如作者所说，成功的科学都出身卑微，都是从简单的技能中慢慢发展而来。处理人事的能力也
需要一步步的逐渐发展，这正是从事管理学、经济学研究的人常常忽略的问题。对于从事管理工作的
人来说，要摒弃那种对于工人简单的假设，要成为新型的人际关系型领导者，要能理解工人各种逻辑
的和非逻辑的行为，善于倾听意见和进行交流，并借此来理解工人的感情。同时也要培养一种在正式
群体的经济需要和非正式群体的社会需要之间维持平衡的能力，使工人愿意为达到组织目标而协作和
贡献力量。作者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关于“领头工人”的例子，说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个别工人
；调整技术方面的困难；作为该群体与外界联络的中间人。这种职能的定位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共部队
中“政委”的角色，这也表明了加强沟通交流确实应该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在所进行研
究的基础上，也就实际的工作给出了很多建议。比如如何与工人访谈，如何有效的从事社会领域的研
究等。关于访谈，作者提到几个应该注意的方面：专注倾听，不打扰、不争论、不出主意，关注被访
者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哪些又是不通过引导就说不出来的。作者认为，访谈是一种特别有效的管
理方式，一方面访谈工作可以帮助被访者摒弃情感上的歪曲和夸大其词，将不满和怨言客观的表达出
来；另一方面，访谈也是一种直接观察的过程，可以使得访谈者获得直接的经验，对于现实有直观的
感受，发展访谈者对事物亲密的知识和处理事实的本领。而关于如何发展一门学科，作者认为主要需
要通过三个步骤：首先是耐心脚踏实地的发展“第一手知识”既“从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其次是与
事实进行亲密的接触，从而提高处理这些事实的能力；最后，出于实验室试验和发展的目的，对有效
处理事务的及能力路面包含的逻辑意义进行明确说明。在这本书中作者所进行的研究，是在一个社会
、经济环境变革的大背景下完成的。虽然里面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是常识，但是放在当时的情景下，
真的都是很大的突破。作者通篇都在强调“合作”与“人”。认为一个组织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在物
质和经济要求方面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就是保持整个组织内自发的合作。而关于“人”，也是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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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于管理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作者建议管理者和从事管理研究的人，要重视“人”的因素，放弃
传统的对于个体和群体简单的假设，充分理解他们复杂的内含。这又这样才能真正激发他们，以创造
更大的价值。作者的这些观点虽然历时已久，但是至今还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们的社会始终处在
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科技的进步不仅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式和质量，也深刻的影响着人与人
、人与社会交互的方式，相比于科学技术，处理人事的能力知识的发展是比较缓慢和隐形的，容易被
我们忽略。而这种能力和知识对于我们社会的健康与持续发展又是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的。所
以对于现代人而言，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管理实践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如作者所
说，保持“观察”的习惯，不要沉迷与单纯的逻辑推理，要培养我们对于事物亲密的理解和处理实务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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