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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复杂性管理》

前言

　　事实上，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人们对复杂性始终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一方面
，复杂性在某些特定的精境下，对组织或个人都非常不利，因而试图规避或消除它；另一方面，复杂
性又会给组织和个人带来益处，因而又受到欢迎。那么复杂性是什么？如果能够全部回答这个问题，
复杂性研究就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下面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立标准和规范。可惜，至今，人们只
能部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时由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又都基于各自的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所以
使复杂性研究的进展显得异常曲折。鉴于作者的水平和研究背景，本书无意于对复杂性进行统一，我
们只对复杂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组织复杂性进行重点论述，试图揭示组织复杂性的来源、产
生及演化机制，并尝试建立对组织复杂性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在大多数意境下，
我们所谈论的组织复杂性事实上是对一致性的判断，取决于主客观因素。因而组织复杂性可能会在特
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产生于任何类型的组织及组织的任何层次，一方面取决于组织自身的特性；另
一方面又取决于认识组织的主体，它们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交互作用的叠加效应最终决定了认知组织
的人是否觉得复杂，认知主体和客体问交互作用能否匹配及匹配的程度就决定了组织复杂性的程度高
低，会不会对组织管理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我们不妨从管理的角度对复杂性提出下述问题，复杂性
是“好”的吗？经理人会“偏好”复杂性吗？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正是由于复杂性无法规避
和解决，所以才使人们对复杂性产生了厌恶。但复杂性在很多情境下又可以带来效率和效益，这叉使
人们对复杂性具有某种偏爱。因此，用“好、坏”、“偏好、厌恶”这些词来描述复杂性都是不适当
的，复杂性是否存在和产生都依赖于特定的时空情境。因此，我们讨论复杂性时也就应该在特定的情
境下进行，脱离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性研究将失去应有的意义，无法反映客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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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组织复杂性管理:通过结构敏感性管理组织复杂性》主要是针对如何管理复杂组织及其复杂性而展开
论述的。目前，复杂组织及复杂性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近几年，国外有大量的关于复杂
组织及复杂性研究的文章刊登在AMR、AMJ、AdministrativeScience Quarterly、Management Science
、Operations Reseatch等管理类重要刊物上，同时也出版了大量以复杂性研究为主题的论著。但目前，
国内系统地论述组织复杂性研究的专著数量并不多。《组织复杂性管理:通过结构敏感性管理组织复杂
性》试图从组织复杂性研究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入手。并逐步展开，提出用结构敏感性及行为逻辑通
道分析的方式来解释复杂组织及复杂性形成机制，同时建立了专门化的解决方案，搭建起了解决组织
复杂性的理论架构.涵盖了组织复杂性研究的最为基础的研究内容，包括界定了组织复杂性，给出了组
织复杂的来源、形成机制及复杂组织的判断条件，构建了解决组织复杂性的基本方法等。
《组织复杂性管理:通过结构敏感性管理组织复杂性》主要适合于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从事专业的组织
复杂性研究的学者参考与阅读，对于复杂性研究的入门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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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管理复杂性的研究在这种大环境下，难逃类似的宿命也就理所当然。它已经从当初热捧它的人的
热点和宠儿变成了如今令他们难以启齿的冰点和弃儿。按照库恩的范式定义，我们不明白国内管理复
杂性研究有没有形成一个范式中的某些学派，其中凝聚着中国学者的智慧。尽管我们很早就开始接触
复杂性研究，但在进入该研究领域的前几个年头里我们也没有弄清楚管理复杂性究竟要研究什么。尽
管我们在研究管理复杂性过程中，也查阅了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公开发表的文献，发现很多学者
都从各自的教育背景和研究领域出发，对管理复杂性研究边界进行了划分，但至今还没有明确复杂性
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未来复杂性研究的主要方向还存在诸多疑问。在管理复杂性的早期研究中，我们
的研究团队以管理复杂性研究为主题，对现有的有关管理复杂性的定义、边界划分、形成机制都进行
了深入讨论，但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虽然我们的研究团队也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见解，创造了
一些新词，如交互式安全管理、结构敏感性、复杂组织个体的行为逻辑通道等，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都还非常有限，自然未能接近管理复杂性研究的核心内容。近两年来，我们研究团队以复杂性研究为
主题取得的成果越来越多，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及多项一般项目资助，出版了多本学术
专著，其中《交互式安全管理：理论与实务》一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复杂组织系统的失效机制及调
控模式选择，回答了复杂系统失效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另外，我们的研究团队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
也为写作《组织复杂性管理》这本书奠定了基础，并试图通过这本书总结我们这近7年时间的管理复
杂性研究韵成果和经验，以及我们近两年在组织复杂性管理上的研究突破，或许对一些试图从事这方
面研究的新手会有所帮助。　　按照宋学锋教授的观点，尽管我国的复杂性研究曾经经历了10年的黄
金发展期，但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有把复杂性科学研究泛化
的趋势，望文生义地将许多本质不属于复杂性科学研究的问题错误地纳入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围，例如
计算复杂性。甚至还有用复杂性科学来包装某些问题的现象，这都是复杂性科学初创阶段应努力避免
的错误倾向。　　（2）有关复杂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主要局限在物理、生物和经济管理领域，在其
他领域，例如社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研究还相对比较滞后。　　（3）许多复杂性问题的研究，尤其
是社会科学领域，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定性的层面，定量分析和模型的建立仍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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