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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小书是我上课时的演讲稿，整理出来，可以提供给学生与大众读者一本通俗性的读物。
这本书可以说是14年来我在管理领域做的定性研究的一个总结，对下述问题可用一个粗略的概念架构
加以回答。
　　为什么中国人谈领导，强调的是无为而治？
　　为什么我们谈经营会说“做生意前先做人”？
　　为什么我们谈治理会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为什么中国人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后才能“治国”？
　　为什么中国人的治理理想是“百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不相害”？
　　为什么中国又总是陷在“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治乱循环中
？
　　为什么我们会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人的社会总是创业特别多，中小企业特别发达？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内常有“上层级、下网络”的结构，企业内常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自组织，如挂
靠进来的子公司或独立团队，以及承包出去的业务单位、地方分公司、利润中心部门或内部创业团队
？
　　为什么我们企业间总是结成网络，合作共荣？
商帮如温州帮，小企业网络如义乌模式，平台模式如联发科提供技术平台给山寨手机与淘宝网提供服
务平台给网店，网络整合者如利丰公司，还有到处可见的中心—卫星外包网，以及一镇一产业的产业
网。
这是内层级、外网络的结构。
　　这样的上层级、下网络，内层级、外网络的结构在中国竞争力特别强。
　　相反，把整个价值链全部整合的大型企业，除了劳动力密集型的“血汗工厂”表现较好外，大多
数往往十分低效，不是靠垄断生存，就是不具国际竞争力。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内部总是充斥着派系、抱团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集体规避层级制的管理
？
　　这些本土常见的组织现象，如何解释？
14年来的研究与教学，其间也数度参与企业做顾问，参与组织电子商务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促使我思
考这些中国本土的组织现象。
　　1996年开始，一个意外，一位日本留英博士生想研究高科技产业集群，找我合作。
在一位业界重要人士的介绍下，我得到了进入这个产业的机会，随即带着学生开始做中国高科技制造
业的外包交易治理研究。
我们先是访谈了44家相关企业，继之在东莞及苏州，对两家全球顶尖的高科技产品厂商做了深入的田
野研究。
我们的研究人员经常一驻厂观察就是3～9个月。
另外，我在收集企业内整体网资料之前，往往也会要求研究人员进驻公司观察，以对从西方引入的问
卷，做必要的本土化修正。
就这样，慢慢累积了14年的定性管理研究资料。
　　这些定性研究经验让我看到中国人的组织行为和管理实务与管理学教科书的教条或西方管理研究
成果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比如，从西方社会网研究的成果引申出的管理实务总是鼓励企业多轮调，因为轮调可以促成更多的关
系联结，在部门与部门间建立一些桥，增加沟通的管道。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也鼓励轮调，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的挑战性与有趣性，而且可以增加员工更多样
的工作技能。
但一些中国中型企业的老板却对这样的管理实务表示质疑，他们只敢采取有限范围内的轮调，却有计
划地避免员工熟悉每个部门，以免他们学会了所有技术细节，又掌握了客户关系，跳出去开相同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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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回过头来与自己竞争。
更糟糕的情况是，有时跳出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下子公司就少了好大一群骨干，全成了竞
争对手。
　　这样的管理问题如何解决？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常说中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显然，这样的民族性深深地困扰着中小企业的老板们。
另外中国人喜欢抱团、搞派系，所以一跳槽，一自立门户，走的常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如何解决这些老板面对的管理问题？
　　原本我学的是统计方法与数量模型，这在管理学界无疑是常见而且主流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建
立在已有良好大型理论（Grand Theory）的前提之上。
当发现这么多的中国本土管理现象，西方来的管理理论并不能很好解释时，我只好重新回到管理场域
的田野中，访谈、观察、参与，从定性研究及亲身参与组织实务里慢慢去发掘新的理论方向。
　　从本土社会学及本土心理学出发，渐渐地一个解释架构浮上心头，我以为这些现象就是根植在“
人情社会”或“关系社会”的本质中。
中国的工作者都晓得人脉的重要，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在积累人脉，因为未来的工作成就，最重要的
决定因素就是人脉的广度与深度。
而人脉的积累有赖于平时的人情交换，在人情交换中建立的很多熟人连带，正好是实现个人成就目标
时可以动员的资源。
中国人就是在“你捧我场，我捧你场”的交换中追求自我实现。
中国人懂得个人英雄主义是成不了事的，所以要用一群人的力量，也懂得要与这群人分享成果，所以
一群人很容易结成一个圈子，一荣共荣，一毁俱毁。
利用这种中国人的圈子现象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们“裂土封侯”，自组织出自己的团队，开疆辟土。
相反的，圈子留在科层组织中，不免会形成派系，相互争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出潜规则。
　　自组织是解释中国人组织行为的关键，自组织会相互结成组织网络，互为联盟或上下游，所以中
国的组织总以网络结构为主。
正视自组织，善用自组织，学习管理自组织，正是中国这些管理智慧的根源。
　　教授组织理论及其相关课程已历16年，1997年以后我也开始在管理学门中教授组织行为学、关系
管理学以及创业学。
渐渐地，我将这些研究心得融入课程，在创业学中谈中国人的领导特色——无为而治、差序格局、恩
威德并济与中庸之道，在组织理论中谈中国人的人情交换、圈子现象、派系问题以及组织的网络结构
。
经过与EMBA学生与研究生的不断切磋，以及自己亲身实践和做顾问的经验，这套课程渐趋成熟。
一方面我准备将过去的研究以这个解释架构集结起来出书，一方面趁着2009年赴西安交通大学讲课之
便，将课程录下来，整理，出个演讲集，较学术性专著通俗易懂，就是这本小书了。
　　这本小书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性论著，所以不强调其立论的逻辑性，而着重把这些年的研究心得
以最简单、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因为它不是学术性论著，所以本书也不会使用学术论文的格式，不加标注与参考书目，而是以整理演
讲稿的方式刊行。
　　但这也不同于我写给企业界学生及社会大众的通俗性读物，这本小书加强了学理性，引用了较多
学术理论，仍是可以做大学教材用的，有点类似“科普”类的书籍。
希望这本小书可以引导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社会上对学理知识较感兴趣的人进入本土管理学的天
地，并了解社会学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特色下的管理学。
　　最后我要谢谢台湾逢甲大学的郑孟育教授，我演讲中用了一些他和我共同研究的个案，也要谢谢
我的学生谢朝霞，她整理了我的演讲稿，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童根兴编辑，演讲稿是很难
编辑的，他却完成了一个美好的任务，使得这本书的可读性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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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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