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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舟编著的《中国三种模式信用担保机构研究》以我国信用担保快速发展为研究背景，以三种模式
信用担保机构为研究对象，运用公共管理学、西方经
《组织文化与员工认同--理论与实证》由苏雪梅所著，组织文化是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共同关注的一
个重要问题，已有的研究揭示了组织文化对员工行为和组织绩效有显著影响，但文化影响行为的内在
作用机制却有待深入研究。
组织文化的传播或者灌输过程，在本质上就是个人对组织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过程，是个人与组织在
价值观层面上的互动过程，也就是本书所提出的“组织认同是组织文化的个体转换过程”，即：组织
文化是通过员工认同的形成过程而影响个人行为的，成员认同是组织文化影响和作用于个人的媒介。
为了验证这一研究主题，本书从认知、价值观和情感三个层面解析认同的形成讨程．并以统计调杏的
方式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

济学、信息经济学等学科理论，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深入研究了三种模式信用担保机构的效率
和贡献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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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佳木斯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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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组织认同的概念由March和Simon于1958年在组织理论研究框架中明确提出，他们也分析了
影响认同的因素。
但在接下来的20年中，组织认同的相关研究却比较少（ Riketta，2005）。
自70年代起，有关组织身份特征和组织认同的理论开始重新兴起，但一些学者在重新定义概念时，把
认同看作是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的一个要素（Porter et al.，1974），一度出现了把
组织认同与组织承诺作为同义构念的状况（Griffin&Bateman，1986；Mathieu& Zajac，1990）。
组织认同与组织承诺、组织内化的概念混用，以及组织认同与其前因和后因相关的情感和行为的混乱
，造成了组织认同概念的停滞（ Ash-forth&Mael， 1989）。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组织行为、社会心理学和沟通领域的研究者开始把组织认同作为一个独特的构
念，展开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应用组织认同来发展相关理论（如：Dutton，Dukerich＆Harquail
，1994；Elsbach，1999；Mael&Ashforth，1992; Pratr，1998；Rousseau，1998）。
随着后续学者的深入研究，组织认同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研究组织认同必须严格界定概念。
其概念应该来源于认同的传统定义和社会认同理论（Mael&Tetrick，1992）。
在社会认同理论体系中，认为人们趋向于把自己和他人进行各种社会分类，比如把自己看成是各类组
织的成员、按性别分类、按种族分类，等等。
这种社会分类，使个人能够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为自己进行定位和定义，形成一个人独特的身份特征（
如身体特征、能力、心理特点、兴趣等）和社会身份特征。
所谓的认同，是对这种社会身份特征的认同，也就是与其所在群体产生一致性的感觉。
社会认同部分地回答了“我是谁？
”这个问题（Ashforth&Mael， 1989; Stryker&Serpe， 1982; Turner， 1982）。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文化与员工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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