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行为学视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组织行为学视域>>

13位ISBN编号：9787509618356

10位ISBN编号：7509618355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经济管理出版社

作者：周菲

页数：295

字数：30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行为学视域>>

内容概要

　　《中国管理创新前沿系列（第1辑）·组织行为学视域：企业竞争力》是国家“211工程”三期重
点建设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将组织行为学理论用于企业管理领域，探讨管理创新与大企业竞争力的培育问题，对促进交叉学
科的发展和开拓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全书围绕大企业竞争力这个核心内容，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出发，论述了组织管理中的心理和行为对
大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主要内容包括：大企业竞争力的价值观基础、企业人格化特征与大企业竞争力表现、企业心理资本与
大企业竞争力、EAP（员工帮助计划）对大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影响大企业决策的行为模式、企业家
的不确定性决策行为及认知偏差、企业竞争决策中的群体行为、大企业战略联盟组织间学习及习惯域
、心理边界及心理所有权与大企业竞争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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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菲，大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专著及教材《管理决策的行为模式》、《现代领导理论及其实践模式》、《公共关系心理学》、
《管理哲学》、《组织行为咨询与诊断》、《管理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10余部。
发表论文《风险决策的认知心理学问题》、《个体心理边界：企业心理边界研究和基本命题》、《心
理资本与员工工作绩效研究》、《决策认知偏差的认知心理学分析》、《国外心理边界研究综述》
等5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科研成果多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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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企业竞争力与我国企业发展概述
一　关于企业竞争力内涵的研究
二、我国企业发展现状
三、我国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二节 企业组织行为研究的历史沿革
一、19世纪末期的研究
二、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
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研究
第三节 企业竞争行为的心理基础
一、决策的认知过程
二、价值观体系
三、态度与情感体系
四、人格特征
五、心理动力系统
第二章 企业竞争决策的行为模式
第一节 问题求解模式：严格的逻辑思维程序
一、问题空间
二、问题求解中的模式识别
第二节 直觉模式：经验积累的飞跃
一、直觉模式的讨论回顾
二、直觉模式在决策中的作用
第三节 权变模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一、菲德勒的权变理论
二、V.H.佛隆和P.W.耶顿的权变模式
三、领导决策的连续带模式
第四节 有限理性模式：寻求满意而不是最优
一、有限理性思想的提出
二、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
三、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
第五节 渐进模式：摸着石头过河
一、渐进决策的理论观点
二、渐进模式的依据
三、渐进模式的决策思路
第三章 企业竞争力的价值观前提
第一节 企业价值观与企业竞争力
一、企业竞争力与企业价值观的关系
二、企业价值观及其功能
第二节 企业家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
一、企业家个人价值观
二、组织价值观
三、企业家价值观对企业组织价值观的影响
四、企业家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统一的实现途径
第三节 企业文化价值观与道德价值观
一、企业文化价值观内涵及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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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道德价值观内涵及其构建
第四节 企业经济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
一、企业经济价值观内涵及其构建
二、企业社会价值观内涵及其构建
第四章 心理资本与企业竞争力
第一节 心理资本释义
一、心理资本理论提出的背景
二、资本理论的演进历程
三、心理资本的内涵与维度
四、企业员工心理资本水平调查
第二节 心理资本与企业员工工作结果
一、国内外心理资本与工作结果研究
二、希望与工作结果
三、乐观与工作结果
⋯⋯
第五章 企业人格化特征与企业竞争力
第六章 企业家的不确定性决策行为及认知偏差
第七章 企业决策中的群体行为
第八章 企业战略聪明组织间学习与企业竞争力
第九章 EAP（员工帮助计划）与企业竞争力
第十章 员工心理边界与企业竞争力
第十一章 心理所有权与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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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直觉模式在决策中的作用 美国学者曾对83项战略决策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只
有18项决策是通过比较明确的分析方法提出来的，其余的大多数是靠直觉判断制定的。
对于这些事实的解释出现了分歧，规范性决策理论强调决策应多做理性分析，由直觉产生的灵感、顿
悟并非可靠，这会造成决策失误。
但研究表明：第一，直觉是一种组块思维，运用组块思维，可以迅速解决问题。
在心理学家对下棋的研究中发现，使棋手们迅速做出判断的是知识组块，每一个组块都是由一系列的
逻辑推理构成，把这些组块展开，就是新手下棋时的思考过程。
这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问题求解中的模板、原型理论有相同之处却又有所区别。
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作为知识经验在长时记忆中的存储与提取；区别在于，原型与模板所提取的“块
”主要是解决过去解决过的问题，因此属于再认，但直觉主要解决新的问题，只提取现成的“块”是
不行的，必须对当前问题进行加工后再使用组块或者用多个组块同时思维，属于重组。
所以，解决新问题或者进行创造性思维绝不是简单的再认。
第二，决策中的直觉包含有逻辑思维。
一些学者否定直觉在决策中的作用，因为他们认为直觉是一种人的“无意识”的反映，是非理性的思
维，是不可靠的，它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捉摸的，因此，人们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应该说，直觉是逻辑推理的结果。
从组块的产生来看，它是通过一步步的推理而得到的，因此直觉的结果往往可以通过逻辑推理来验证
。
从直觉的产生来看，人们以组块作为推理的依据（组块起着大前提的作用），推理才一蹴而就，迅速
完成。
运作组块进行的推理是浓缩的，常常表现为一种直觉的判断，同时，人们往往把直觉推理的结果清楚
地保持在头脑中，而如何检索组块的过程并不加以注意。
所以，直觉产生后，人们常常不能说明其来龙去脉及产生过程，表现出“无意识”的特点。
许多人都认为，直觉是一种非逻辑性加工。
其实所谓的非逻辑性加工，不过是由于组块内的推理经反复练习而熟练，并浓缩成一整体组块。
展开这个“非逻辑推理”的过程，即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这就是专家的直觉往往能得到证实的原因。
第三，直觉是一种直接把握事物整体的能力。
因为它突破了逻辑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它不是把活的有机体分成死的许多部分，然后机械地相加，而
是如实地把对象作为整体来考察。
系统科学告诉我们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结论是：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即组成部分孤立的特征和活动的
总和，不能反映事物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
人们之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正是习惯了应用部分之和去求整体。
但是当大脑松弛了以后，思维便改变了原来的轨道，从系统的角度去重新审度，致使许多问题迎刃而
解。
无论在管理决策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人们面临的对象总是一个系统，为了抓住系统的实质，我们首
先关心的不是系统中各个构成元素的细节 ，而是元素间的联系与系统整体功能。
所以决策中，总是首先考虑一个总体框架，如果一开始就着眼于细节 问题，则有可能陷于无法解决的
混乱思绪中，从而忽视了关键问题。
这里就显示出直觉方法的重要性了。
第四，决策中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觉。
规范性决策理论与行为决策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规范性决策理论仅仅关心不同方案的评价与
选择，它只是决策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把前两个重要阶段——目标的确定与备择方案的产生当做
既成的东西。
行为决策理论关心的是决策的全过程，因为如果备择方案不合适，即使用最科学的方法也选择不出满
意的方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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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择方案的优劣与创造性思维有很大关系，创造性思维需要直觉的帮助。
人们经常有这样的经验，有时为了想解决某个问题，冥思苦想了很久，仍然没有解决的办法，可是不
知何时却会突然在头脑中出现一个新念头，即“灵感”，解决了问题。
至于“灵感”何以产生，却并不清楚，其实，这就是直觉。
它的产生机制仍然是在积累了与所思考的问题有关的大量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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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组织行为学视域:企业竞争力》是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组织行为学视域:企业竞争力》将组织行为学理论用于企业管理领域，探讨管理创新与大企业竞争力
的培育问题，对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和开拓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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