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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

前言

　　社会科学家对科层制结构和动态研究的浓厚兴趣有许多来源。最显著的来源，是现代社会中大规
模正式组织的空前发展。在那些组织中，如果要达到组织目标就要发展等级制度，并用它来管理社会
机器。当然，决定这样的组织发展步伐的还是大公司和大工业、大政府、大规模武装组织，还有近些
年发展的大劳工组织。不过，科层制的特征在现代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譬如许多专注于教
育、科研、宗教、社会福利和业余生活的协会组织。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在社会
科学家和普通人的面前。　　第二个来源是这些事实所隐含的道德和政治含义。与哲学家、艺术家和
许多科层制的“受害者”一样，社会科学家常常特别关注标准化和常规化、非人格化和可互换性，以
及其自身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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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内容简介：社会科学家对科层制结构和动态研究的浓厚兴趣有许多来源。最
显著的来源，是现代社会中大规模正式组织的空前发展。在那些组织中，如果要达到组织目标就要发
展等级制度，并用它来管理社会机器。当然，决定这样的组织发展步伐的还是大公司和大工业、大政
府、大规模武装组织，还有近些年发展的大劳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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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个不同之处是韦伯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行政组织在完成其职能方面是否有效率，至于
是哪个阶级在统治是第二位的问题。他对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行为规范的问题比对阶级斗争更感兴趣，
并完全忽视某种组织形式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而列宁则认为哪个阶级占据统治地位是最重要的问
题。列宁认为共产党代表着全体工人阶级从而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是，依靠什么机制才能
保证一个政党（如共产党）和它的领袖随着岁月的流逝能够始终真正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利益这
一问题也在不断改变，对这一点仍然需要进行研究。　　但韦伯与列宁在某些问题上又具有近似的观
点。他们都对科层制提出批评并指出这种制度有利于大资本家。他们对议会制度的批评也是相似的，
韦伯称之为“演说议会”，而列宁称之为“清谈馆”。但他们在这些批评中得出的结论很不相同。韦
伯希望能改善议会制度，使之成为“工作议会”，代表民众的意志并对科层制行政部门进行制约。而
列宁主张打碎一切现有国家机器，主张彻底的革命。但列宁忽视了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
，有些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如商品经济和科层组织）是无法简单地用暴力
加以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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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狂赞马戎的序。
2、“知识本身不是权力，但无知必然使我们处于更加软弱无力的状态。”我当成用科学化的语言描
述单位情况的教材看了。

3、启蒙书籍
4、给出的仅仅是时代科层制总结。无法避免自身的谬论，甚至没有跳出思维的枷锁。如何解决金字
塔科层与权力分配，如果没有权力那么要科层来做什？那不是如列宁说的人人都可以管理共和国。又
如人如果已经成了绝对理性，那么，要人来做什？如果科层制的理性化，以及制度化，那么这是否垄
断，非科层内的人们是否被剥夺权力。终究极端科层依然是一个假想，更像是进化论的一个衍生品。
对于人从吃了智慧果那天开始，它就是残酷的。
5、一本有主体意识的教材，一些非理想类型层面的科层制讨论，一点遗留给后来人进思的问题~
6、介绍科层制的最好的入门教材。
7、很好
8、大家小书。全书围绕科层制展开，但对超越简单科层制范畴的组织理论其他论题也多有涉及，比
如组织结构、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等等。较为权威完整的综述，可作为开拓文献的基础参考书。只是越
读越感到自己已经遇上了新的瓶颈。也许现在我最需要的不再是吸收新的观点，而是掌握新的方法和
工具，以对遭遇的观点及其生产过程有更清醒的判断。
9、韦伯学说的演绎
10、2010-03-14读毕，很有意思的书，尤其是介绍到威廉姆森时，说到了抬石头的例子，记得张五常再
回忆阿尔钦的文章中，曾提到阿尔钦曾经用此例讲测量。C935/*005，文理二
11、官僚制
12、库本 D035/18
科层制的反作用：僵化，权力文化
自组织，社会组织（网络）
13、写得真好，读的抓狂。
14、: �
C936/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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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韦伯的科层论无法避免自身的谬论，甚至没有跳出思维的枷锁。而与其说到得了诺贝尔的西蒙，
还不如中国的官民两分更让人得以思考。这当然，其理论不能和现在社会的认识相比，因此著作算是
一部有时代性的著作。如何解决金字塔科层与权力分配，如果没有权力那么要科层来做什？那不是如
列宁说的人人都可以管理共和国。又如人如果已经成了绝对理性，那么，要人来做什？如果科层制的
理性化，以及制度化，那么这是否垄断，非科层内的人们是否被剥夺权力。个人却感觉极端科层依然
是一个假想，更像是进化论的一个衍生品。对于人从吃了智慧果那天开始，它就是残酷的。如果人类
像动物一样生活，是否体会不到科层。人类究竟是被赋上了怎样的使命或者诅咒。也许解决这个悖论
的根本只能如科幻中的，控制人类制度的中枢电脑。我给出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如果将制度与文明
分割成两部分，而将制度与个人人性匹配，让人们生活在制度中，却又体会不到科层的煎熬。是否明
天会更好。可是这一切不是更像命运说。未进化的科层让人们摆脱了命运的束缚？亦或完全理性的科
层制让人们回到命运之中。不过说回来，现在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关注伦理，当然，西方也是如此。也
同时开始更多关注自然生态，经济性也不是简单的经济性，而有了更多伦理因素。这方面的综合研究
，不知是否有可量化的相关著作，请大家推荐。
2、“Bureaucracy”这个词通常给译作“官僚”而不是“科层制”，低效率、繁文缛节、冷酷无情已经
成为其命定的污点。不过彼得.布劳这位离开我们已经二年多的社会学家在这本已经三次再版的书中，
一直以理性信念乐观而又谨慎地告诉我们，科层制的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四个因
素仍然是组织有效工作(控制和协调)的伟大创造，我们可以同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一样批评它导致了
无数的难题和灾难，但当前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它，“知识本身不是权力，但无知必然使我们处于更加
软弱无力的状态”。通俗地理解，老布写这本书的理由就是，科层制已经在现代社会如此流行，可是
对我们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又是如此充满威胁，这个怪兽在我们周围的各个角落横行霸道已久，强大又
邪恶，但是“我们不可能倒转历史”，只有好好去理解它的由来，它是如何运作和变迁的，它的好与
不好，才是明智之举。读了这本书可以使你对官僚的反感少那么一点，对现实的理解多那么一点，明
白人类创造科层制这个怪兽就跟人本身一样，缺点多多，但是还得好好对待它，就像好好对待自己和
他人一样。更为可贵的是，薄薄的一本书几乎囊括了组织理论的最前沿，不愧为组织理论研究的一部
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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