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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因组织心理学》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社会是一本打开了的心理学”，心理学与工业领域的结合应该追溯到20
世纪初期，闵斯脱博格心理测量学在企业中的应用探索。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迁，心理学所积累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成果在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一个相关学科
，组织心理学也在这种结合中得以形成和发展。今天，人们对组织心理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人性假
设、领导行为、组织文化和组织变革等，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卓有成就的组织心理学家、本书
作者埃德加·沙因在这方面的重要建树，可能了解甚少。大家知道，在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MIT）
斯隆管理学院成立5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著名校友、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1972年毕业于该
院）受邀致辞，他特别提到自己的老师埃德加·沙因的名字。安南回忆到自己在联合国非洲事务管理
中，特别是处理众多的文化融合的棘手问题时，曾多次回斯隆管理学院面见沙因教授。在寻求咨询和
指导后，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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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因组织心理学》

内容概要

《沙因组织心理学》为埃德加·沙因的组织心理学第三版，分为五个部分，从组织中的个体、人性和
动机、领导、组织中的群体及组织结构和动力学这五个角度来探讨组织心理学。 书中，作者引用大量
的材料，展示了近年来组织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新概念和新的研究成果；从作为组织的个体层面到整
体层面，从组织中的员工到领导，从人的普遍动机、复杂的人性到难以分析的“领导”，再到组织中
的群体，从各个不同角度剖析作为企业的组织。 在各理论的探讨中，作者保持一条“故事主线”，对
于组织心理学领域的构建围绕一些关键主题或概念来进行，包括：（1）人性的管理学假设；（2）心
理契约；（3）组织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应对性的和发展的系统。 
在最后，作者还探讨了更复杂怎样提高组织的效能和保持组织的健康、组织变革以及组织应对各种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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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德加·沙因，世界百位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之一。企业文化与组织心理学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著作等身，并曾为苹果、花旗银行、宝洁、摩托罗拉、惠普、壳牌、DEC、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做管
理咨询。率先提出了企业文化、职业发展、职业锚、过程咨询、强制性说服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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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个体与组织　第1章　组织心理学的领域　　组织心理学的多维视角　　本领域的发展　
　系统论和发展观的推进作用　　本书的结构　第2章　组织中有关人的问题　　组织是什么　　组
织的初步定义　　正式组织模型　　组织是怎样创建的　　招募、选拔、培训、社会化与岗位安置　
　利用与管理人力资源　　组织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与整合　　组织的效能、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　动
机和人性假设　第3章　人性，为什么难以捉摸　　生物学谬论　　社会情境观　　发展观　　组织
观　　权变论　第4章　人性的管理学假设　　理性一经济人假设　　社会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
设　第5章　动机的发展观和情境观　　人性的生物性起源　　社会化和早期发展的影响　　职业选
择和职业生涯发展　　基本需要理论的回顾　　工作价值和职位维度　第6章　人性的复杂性　　权
变论——对管理的启示　　复杂人性假设的证据　　正确看待动机和心理契约第三部分　领导与参与
　第7章　领导，为什么难以分析　　确定谁是“领导”　　“领导”的范围　　“好领导”的文化
背景　　任务　　领导者与下属　　领导的诊断性框架分析　第8章　领导和参与理论　　注重领导
者：菲德勒的领导匹配理论　　注重任务/情境：弗洛姆的权变理论　　注重下属：赫塞和布兰查德的
情境领导理论　　注重领导者行为：阿吉里斯的模型Ⅰ和模型Ⅱ　　总结1：任务取向与员工取向　
　总结2：专制、协商、参与和授权　　作为一系列职能分配的领导　　决策领域：任务本身、交互
情境和组织政策第四部分　组织中的群体　第9章　群体的结构与功能　　群体的定义　　组织中的
群体类型　　群体所履行的功能　　群体中影响组织目标和个人需要的整合的因素　　何时不用群体
　第10章　组织中的群际问题　　群际竞争的某些后果　　减少群际竞争的消极后果　　预防群际冲
突　　对整合问题的展望第五部分　组织结构和动力学　第11章　复杂开放系统式的组织　　早期的
系统模型　　交叠群体、角色组和联盟式的组织　　新结构主义——建立正式组织理论的新力量　
第12章　动态、发展系统式的组织　　组织的动态模型　　关于“组织”的重新定义　第13章　提高
组织效能　　组织效能是什么　　组织应对　　组织变化和发展　　有效应对的组织条件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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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组织心理学的领域　　一个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总是围绕着一系列涉及人的问题而逐步发
展起来的。这些问题可能首先关注的是那些正试图解决某些紧迫问题的从业者，例如，某个教师、家
长或者管理者；或许，这些问题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实际应用仅代表纯粹的科学思考。然而，直
到有了相关的概念模型、理论基础以及收集、分析有关数据的研究方法以后，这一领域才得以发展。
当我们既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同时又有了研究它的方法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开启一个全新的“领
域”。　　在最近的15～20年中，组织心理学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关于各种问题的
理论与研究的巨大发展，这些问题的范围从个人层面的员工动机、生产率、士气，到组织层面上如何
管理大型的跨国公司，以及如何有效管理诸如企业和政府部门这类组织之间的冲突问题，均有涉及。
组织心理学已经逐渐发展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反映着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
系统理论家以及其他人士对致力于理解组织现象的日益增强的兴趣。尽管仍旧沿用“组织心理学”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这种名称，但是本书在详细介绍相关主题的时候将会采用跨学科的视角，
而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这种单一学科的框架。　　组织心理学的多维视角　　如何在有组织的活动中
有效利用人力，一直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紧迫问题。古埃及法老修建金字塔时所面临的问题，与今天
的企业经营者或者大学校长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是相似的。他们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1）自己想
要达成的基本目标是什么；（2）怎样去组织相关工作以实现选定的目标；（3）怎样进行招募、培训
、协调，以及怎样对人力资源（员工和管理者）进行有效管理以完成工作；（4）怎样去创造工作条
件、设置奖惩体系，以确保员工和管理者都能保持高效率和足够的士气，从而在长时间内维持组织的
有效性；（5）怎样对组织进行变革，以应对组织自身内部及外部环境中技术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压
力；（6）怎样应对外部竞争与其他各种阻力，这些阻力来自于其他组织，诸如工会这类本组织的内
部单位和监管部门以及其自身“成长中的痛苦”。自古以来，政治家、管理者、政府官员以及其他领
导者们都不得不去面对和设法解决上述或者其他一些存在于“组织”中的问题。　　至少能从两个主
要视角来看待上述与组织有关的问题。（1）员工个人视角：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会
在某种形式的组织中度过自己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光，他们对组织存有依赖，并将其看成是工作、日
常生计、群体归属感、身份认同、社会交往以及基本生活方式等的主要来源；（2）组织管理者视角
：管理者们为了组织的利益工作，制定政策，做出决策，以影响大量员工的日常工作，最终影响整个
组织的命运。可以将这一视角看成是一种“组织的”视角，但是并不能据此理解为组织是作为一个抽
象的实体在运行。相反，它的活动正是通过某些承担关键管理或者领导角色的核心成员们实实在在的
个人行为来实现的。　　还有第三种视角是组织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视角，这一视角在本书中并未
受到太多的关注，但其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基于我们所承担的角色，作为顾客、公良、学生、病人，
有时甚至是受害者，我们在理解和影响组织如何运行以及它们怎样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环境保护主义、尊重雇员的民主权力等许多活动均是致力于如何保护个体免
受各种组织的过度剥削。　　我写这本书的意图在于提供一些概念、一些精选的研究结果和理论观点
，从而帮助读者从个人和组织两种视角去分析组织问题。　　当理论和研究方法逐渐能使心理学家们
对组织中的个体问题进行建设性思考，并且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其想法时，他们对组织心理学的兴趣也
便增加了。其中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员工进行评价和选拔。而工业心理学家们最早成功的努力
也正是与招聘测验有关，他们致力于帮助军队或者大型工业企业之类的组织改进其人员的选拔方法。
通过测量组织所要求的其新成员应具备的那些个体特征，使得组织的人员选拔工作变得更加科学。　
　通过这些更加科学和系统的员工选拔方法，心理学家们很快发现，在致力于使工作设计和组织流程
更加有序的尝试中，他们越来越接近组织问题。工业心理学家发现他们自身正在和工程师们密切合作
分析各种工作的基本特征，目的是希望给每一名员工提供在以下方面均达到最优化的工作：（1）员
工个人能力和局限；（2）员工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同工作；（3）组织的整体效能。因此，为了探讨
表现优秀的员工在实际当中怎样胜任工作，“时间一动作研究”（time—and—motion study）得以实施
；还开展了“职位分析”（job analysis）对工作进行标准化，进而帮助管理者更好地选拔和培训员工
。物理环境、噪音水平、疲劳、单调乏味程度以及其他的工作伴随状况也得以研究，以确定它们对工
作质量和效率产生的影响。　　随着对员工的研究，心理学家们开始清楚地意识到组织设置的奖惩体
系对员工效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心理学家也就开始对作为激励和学习条件的像工资或晋升之类的
奖赏以及像训斥之类的惩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人类和动物学习的长期传统，使得心理学家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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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因组织心理学》

众多已经在学习实验中研究过的假说在组织情境中进行重新定义和检验成为可能。这样一来，管理部
门所采用的各种激励模式也就成为工业心理学家们所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在对员工动机深入研究
的过程中，发现员工彼此之间的关系对生产和士气发挥的作用比先前预想的更大。例如，人们努力工
作的程度，与能够拿到多少报酬或者上司驱使他们工作的努力程度相比，可能更多地依赖于同事的努
力程度。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是，每一个组织内部都存在许多小群体，群体对于其将要完成的工作类型
和数量都设有自己的规范。对管理部门进行重新审视的时候，心理学家还发现在管理部门存在着基于
管理者职能、级别或地理位置的分类群体。在有些情况下，组织内部的不同群体，如生产部门和销售
部门之间会相互竞争，以至于不仅降低了部门自身的效能，同时也会削弱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效能。
　　正是对员工动机、激励体系、人事政策以及群际关系的研究，使得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首次
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心理学家们开始认识到，对于个体成员而言，无论是员工还是管理者，组织作
为一个整体，都是以一个与他们对其做出反应的心理实体而存在的。员工的工作质量和数量与他们对
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相关，而不仅仅与当前的工作特征或者金钱激励有关。此外，人们还认识到
，员工个体并不是孤立地和组织发生联系，而通常是被整合在各种各样的群体当中，这些群体彼此之
间拥有合作、竞争或中立的关系模式，这种认识已经引发当前人们对“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of
working life）的高度关注。换句话说，心理学家对组织中的个体行为研究得越深入，也就会发现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组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要想真正理解个体的行为也就必须对整个组织系统
进行研究。正是这一发现，促成了组织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　　现在，让我再来重申一
下这种观点，因为它已经并将继续成为这门学科的主题。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组织心理学，是与这一
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组织是复杂的社会系统”，一个人可能提出的，几乎所有关于组织中个
体行为决定因素的问题都需要从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去理解。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或者40年代的工
业心理学家与今天的组织心理学家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像有关招聘、测验、选拔、
培训、工作分析、激励以及工作条件等传统问题，在今天的组织心理学家看来都是相互关联且与整个
组织社会系统紧密联系的。其次，组织心理学家开始关注一系列基于组织系统特征的新问题。与其说
这些问题涉及个体行为，倒不如说更多地关注了群体、子系统甚至是整个组织在对内、外部刺激进行
反应时所表现的行为。传统的工业心理学家们或是没有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或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理
论和相应的研究工具，而无法科学地研究它们。　　下面两个例子将突出传统问题与组织心理学正在
解决的“新”问题之间的不同。首先，如果有一种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要求组织方面拥有很强的适
应能力，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好的内部环境，使组织成员都可以在其自身独特的能力方面获得成长？其
中的一个潜在假设就是，如果笙没有员工个人的成长，那么组织也将无法有效地应对不可预期的外部
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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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希望中国的读者朋友们能够从本书中获得一些启示。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管理组织
的能力是必须得到发展的核心能力之一。　　——埃德加·沙因　　本书迄今已被100余本学术专著引
用，并被翻译成法、德、意、西、日等多国语种⋯⋯我国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管理制度，面对着一个
快速变化的世界，因此，需要做更为深入、持久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探索，就此而言，借鉴和学习是必
要的。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 时堪　　《沙因组织心理学》被美国许多知名大学列为MBA
重要参考书目，并且对现实的管理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本书提出的四种人性假设，是管理思想史
上的一个重要篇章，时至今日仍被广泛引用，奉为经典。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 赵曙明　　细
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今天的组织行为学，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没有超越沙因当年勾画的这个框架
。其中所介绍的概念、观点、理论，乃至全书的结构，都具有与时俱进的新意，相信读者会从中发现
针对当今中国组织管理的真知灼见。　　——北京社会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孙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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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百位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之一，企业文化与组织心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据亚马逊网站
统计，《沙因组织心理学》迄今已被100余本学术专著引用；并且已被译成法、德、意、西、日本等多
国文字。美国众多知名大学管理学、心理学、MBA的专业教科书和必读参考书；全球管理实践人士的
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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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经看过了，不错，有一定收获的。
2、管理类的书。。。。看看自己是属于哪种心理
3、沙因组织心理学内容不错，写的也有代表性。很值得一读。
4、此书定性分析为主，值得一读！
5、心理学经典图书，值得好好看看
6、和管理学非常接近
7、谢谢，觉得当当送书挺快的！
8、对于把握组织管理，是一本很好的很有深度的经典书籍。作者可是领域的权威。
9、可以想见，能够主动来寻找这本书的读者，应该是对埃德加沙因有所了解的，我们可以再在组织
文化、职业发展等多个方面领略沙因的风采。关于《组织心理学》这本书，则是沙因带给我们的一个
礼物，他带领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思考组织的发展变迁，并且带领我们，有组织的各种细节出
发，逐渐的探讨各种组织病垢之所以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可以透过表象，去一探根源。该书，可以细
细品味，初读，会有些文字堆积感觉，入心一些，很多以前所成为固见的认识，会被再次的释放。
10、刚开始有一点晦涩难懂
11、对于组织行为学或心理学专业人士来说，沙因的著作还是要仔细读一读，他的论述应该是最系统
，全面和透彻的。
12、内容好，翻译凑合，语言不通畅，可惜
13、行文比想象中啰嗦一些，收获比想象中大很多。这TM是必读书啊！
14、书不错， 送货也快
15、真的很不错，装订很好，快递很给力，内容很火爆
16、岁不智，单参考，收益就不小。
17、因为是老师上课时的指定教材，所以就买回来希望很用心的来看。沙因本人还是很让人敬佩的，
书的内容翔实，然后也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
虽然很敬重译者的劳动，但是翻译的水平实在是⋯⋯如果不是看原著一则没有资源二则没有时间，一
定会买原著了。
其他的就没的说了，当当的服务还是很好的~~
18、这是我读过的最通俗易懂，又有深度和见地的组织心理学方面的书了，不愧是大师
19、: �
C936/3168-1
20、组织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几乎所有关于组织中个体行为决定因素的问题都需要从整个社会系统的
角度去理解。
21、读了这本书后，我在想，我真的读过这本书吗？
22、买的时候没货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23、好书 值得看看
24、送货的态度不错，质量也很好
25、在这里面我学到了管理学，员工心理学，悟到了很多管理手段
26、一般的人看不懂
27、这本书对组织心理学做了比较深刻的阐述，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或
者一定的心理学理论基础，要把它读透了估计要下一番功夫。
28、书得质感比较粗糙，文字不够生活化，可能偏重于理论型，只看了一点就不太有兴趣看下去了，
可能是道行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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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是沙因为他的组织心理学写的第三版，70年代写的。和罗宾斯类似，沙因进行了大量的定义
性工作。我记得七八年前我读这些定义的时候，由于高人指点，常常有醍醐灌顶之感，确实有所收益
。不过，许多书现在再读常常有鸡肋的感觉。原因很简单，社会心理学和人类行为理论发展迅速，许
多一般性结论已经远远超过管理学一个细小分支的视野了，沙因的许多开创性工作在强大的进步面前
，显得那么渺小....组织心理学这门功夫，有过开拓，有过进步，被热捧过，现在已经停滞了。大师已
经退休，传奇已经谢幕，也许十年后某一个人继续接棒，开宗立派，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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