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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周雪光教授以组织研究的诸种学术问题为导向，系统阐述了当今海外学术界影响至深的诸学
术流派，如制度主义学派、交易成本学派、网络分析学派等对若干基本的组织现象的研究和看法，梳
理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在组织问题上思想交锋的焦点所在，并结合海内外大量组织现象的实例
分析，指出了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努力方向，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犀利的学术眼光，读来令人
茅塞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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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雪光，1982年复旦大学本科毕业；1981年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班培训；1991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
士毕业。
现任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
周雪光长期从事组织社会学和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工作，其研究工作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
美国社会学杂志》、《行政科学季刊》、《组织科学》、《比较政治研究》等刊物上。
他在社会分层领域的著作《中国城市生活中的国家与生活机遇：再分配与社会分层，1949—1994》将
于200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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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有这些现象相互结合时才会产生市场失败的问题：威廉姆森的基本思想如图4所示。
我们可以把这四个概念分为两组。
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相结合，或者投机性和小数现象相结合时，才会导致信息阻滞问题，导致市场失
败。
在这些条件下，市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如其他形式(例如等级组织形式)更有效率。
因此，市场和组织之间不是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们的优势和弱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换言之，市场和组织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供人们选择使用。
例如，一个企业是自己制造某种部件，还是从市场上购买?它的行为决定受到效率机制的影响。
这里的效率要考虑到交易成本。
我们不仅要考虑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威廉姆森的思想。
投机行为为什么容易在一次性博弈(一次性的买卖)时产生呢?这是因为一次性博弈后双方不再交易，不
再承担这次交易的任何后果。
但如果双方的交易是在一个组织之内进行，这就是重复博弈的情形。
如果人们在组织中采取投机行为，其行为后果就会有持续的影响。
因此，组织可以更为有效地解决投机行为。
另外，与市场相比，组织内部可以更好地解决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
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之间的供货合同要考虑到许多的因素：例如期限如何确定、成本怎么计算、
价格怎么设定等等。
虽然这是十年的合同，但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生产量需要随着市场而随时变化，这对合同的制订造成极
大困难。
如果两个公司通过市场做交易的话，这个合同会非常复杂，有行很高的不确定性，每次变化都需要重
新讨价还价的谈判。
但是如果两个公司合并，供货关系变成组织内部的协调问题，就比较好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了，供求关
系的调整通过行政命令就可以解决。
所以威廉姆森提出，在这些条件下组织比市场更有效率。
威廉姆森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这些基本思想。
他在讨论垂直一体化这种现象时提出组织在很多条件下可以比市场更有效率地解决某一类问题，例如
组织可以更好地克服投机行为和因小数现象而产生的交易困难。
　　威廉姆森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唤起了人们对市场和等级制度这两种组织制度之间关联转化的注意。
科斯很早就提出了这个思想，即市场和组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当通过组织实现某种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就会离开组织，通过市场来达到目的，用市场形式来完成
这种交易；反之亦然，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会离开市场，把这种交易活动内在化，即变成组
织内部的一个问题。
市场和组织之间的选择随交易成本而变化，这就是交易成本学派的一个基本思想。
具体说来，追逐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效率规律决定了对经济活动的不同组织形式和行为的选择。
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不同组织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不同的组织内部结构，
不同的交易成本可以导致市场和组织之间，甚至不同组织之间的选择。
因此，威廉姆森认为，组织间的关系、组织内部的结构过程、经济活动的形式的选择，总而言之，组
织内部或组织间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交易成本的高低、形式、特点来加以解释。
　　交易成本学派研究的课题和其组织分析的基本任务着眼于研究具体的交易成本，通过比较研究不
同的组织形式和不同的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来解释交易成本如何导致了某种具体的组织行
为，组织战略或组织形式。
这一思路促成商学院中“战略决策”这一领域的出现。
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最后采取了合并这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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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双方合同的交易成本有重要关系：由于公司间合同的交易成本大于组织内部化的交易成本，合同
的双方或其中一方有激励来采取这一策略。
我们也可以从同样的角度来解释戴尔公司和IBM的合同关系。
戴尔把售后服务推向市场，转给竞争对手IBM公司这一战略举措可以降低其自身经营售后服务的各种
成本，集中发展自己的优势产品。
　　威廉姆森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提出了一个成熟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框
架。
他提出，交易成本的研究课题可以归纳成一个合同问题。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一框架。
首先，我们考虑一下合同关系和市场关系的不同之处。
第一，市场是一个大数现象，而合同是双边关系，是一个小数现象。
在签约之前各个公司之间可能是一个市场性的关系。
但是签约之后合同双方变成一个非市场性的关系了，至少不完全是市场关系了。
　　第二，不对称信息的问题。
如果我们在市场进行直接交易的话，即即时市场，双方的经济往来关系在一笔交易中发生，双方的关
系随着交易的终止而结束。
但是合同双方通常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
举个例子来讲，通用汽车公司和费舍公司签订十年合同，假设费舍公司在合同十年内发现一种新的技
术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
这就产生了经济学概念上的“租”，那么应该怎样分配随之而来的利益呢?费舍公司可能认为，因为我
的公司提高了生产率，所以这“租”应该都归我拥有。
如果在市场条件下，这种分配方案是很容易解决的。
通用公司可以说，如果你不与我分享这个利润，我就去找其他的厂家合作。
所以，双方的利益分配可以通过市场机制　　解决。
但是在合同框架下双方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
当费舍公司降低成本时，它可以不告诉通用公司。
它甚至可能会夸大它的成本，要求通用公司提高价格购买它的产品。
因此，通用汽车公司要在制定合同时考虑这种情形，从而增加交易成本。
　　市场和合同的另一个区别是，市场关系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
交易双方无须知道对方的身份。
他们之间的关系随着即时买卖关系的结束而结束。
但是合同关系通常是长期的、持续的。
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经济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
　　最近这几年来，在经济学上，合同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任何关系都可以描述为合同关系。
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合同关系，签过正式合约的是正式的合约关系，没有签合约的也可能是一种隐
性合约关系。
如果我每天去一个企业采购原材料，尽管并没有签订正式合约，但是这里已经有一个隐性的合同，双
方都有共同的期待。
这就可以在合同这个框架里面研究双边关系问题。
再比如说，组织内部管理者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合同关系。
一个教师到了清华以后，清华就不能随便把他开除了。
大家到了工作岗位总是有一个期待，如果自己做得好就会得到报酬或提升。
这即是一个隐性的合同。
即时市场交易中我买你卖，买完结束，也是个合同关　　系，因为如果产品质量不好的话，我还可以
回来找商家退赔。
这意味着在市场运行背后有一个法律制度。
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可以从合约的角度去研究双方之间的承诺和应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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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合同的研究框架里，所谓交易成本就是涉及和执行合同的成本。
　　我认为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1983)在1983年发表的文章是从弱意义上去讨论合
法性机制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我把背景简单介绍一下。
1977年迈耶和罗恩那篇文章出来以后，在当时沿着他们的思路所做的研究主要是出自斯坦福大学迈耶
的学生之手，但对其他学科尚未形成太大的影响。
新制度学派的发展得利于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这篇文章的推动。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许多研究都是在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设立的框架内完成的。
它对商学院的学生的影响尤其大。
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有一次我跟鲍威尔一起吃饭，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迪玛奇奥和鲍威尔俩人刚刚毕业，都在耶鲁大学做助理教授，迪玛奇奥是一个文化社会学家，他
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做关于博物馆的社会学研究；而鲍威尔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关于出版社怎样做出
出版决定的研究。
他当时也在纽约继续从事这项研究。
有一天他俩在纽约市内一起吃午饭时，鲍威尔提到去出版社的时候遇到一群咨询公司的人正在那里推
销新的管理经验和组织模式，而迪玛奇奥也说在去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些咨询公司的人也在推销
类似的东西。
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为什么不同的组织会同时采纳类似的管理经验和组织模式呢?这正
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组织趋同性现象。
他们决定写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
几天之后，初稿完成，而且第一轮就被《美国社会学评论》有条件地接受了，这在竞争激烈的投稿过
程中是非常难得的。
鲍威尔说，这是他用最短时间写出来的文章了。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关心的问题与迈耶和罗恩那篇文章关心的内容是一样的，即为什么组织具有趋
同性。
他们的基本理论思路是，趋同现象起源于组织面临的制度化环境。
那么是什么动力趋使组织趋同，在组织行为和形式上越来越相似呢?他们指出，在历史上，组织的产生
与理性的选择、效率机制关系非常大。
从韦伯的理论来看，理性化组织在市场竞争上比其他组织更有效率。
韦伯观察到，普鲁士军队为什么能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里采用了科层制的等级制度，这种理
性化组织形式使它比其他军队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
　　但是，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在当代社会里制度趋同化的驱动力已经变了，不再是韦伯讲的那
个意义上的驱动力了。
现在的驱动力是什么呢?他们提出其中之一是国家制度，另一个就是专业组织。
为什么在一个强大的国家范围内会产生组织的趋同呢?为什么一个专业化的组织、机构会导致其他组织
趋同呢?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有三个机制导致了制度的趋同性或者说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性。
　　第一个机制是强迫性机制(coercive)。
例如，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令，不然就会受到惩罚。
法律制度具有强迫性。
简单讲来，就是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就得接受，你不接受就无法生存。
美国的法律规定，凡是在股票市场上市的公司，财务都要公开，所以很多上市的大公司的财务状况都
很容易查到。
虽然没有哪个公司愿意公开自己的资料，但是有法律规定，不公开不行。
再例如，企业组织之间常常会有大的结盟，有一定的行为规范。
其他企业如果不接受，就不能生存下去，这就强迫它们要接受这些规范，如果遵守这些规范就会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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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便利或利益。
在学术界也是如此。
我是一个学者，要发表文章就必须遵守有关的学术制度，比如论文的标准、格式、术语之类，如果我
违反了这些规则，就不可能发表学术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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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这本书是2002年春季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的“组织社会学”课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的，基本上保留了讲课时口语化的表达形式。
　　我在准备这些授课材料和整理讲稿时常常羡慕讲授经济学课程的同行们。
在经济学领域，同仁们对基本的理论体系和主题内容已有很高的认同程度，这为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准
备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免去了授课者在选题择材上的困难。
而在组织社会学这样一个“开发中”的学科中，编写一本学科介绍的书籍面临许许多多的抉择：我在
准备这门课的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研究思路、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常常不得不痛下决心，忍痛割
爱，颇有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之感。
不过，开发中的领域也有好处，它给学者更多的选择自由、更多的机会来体现作者的个性。
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反映了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取向和理解，反映了我对组织社会学这个领域的看法
和组合。
因此，我想特别强调，这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讲义或教科书。
组织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领域，在组织社会学文献中有着若干重要的理论派别以及它们所带动的一系
列研究工作。
对这一领域作一全面系统的介绍不是这一门课程和这本小书所能胜任的。
　　这也不是我讲授这门课的目的。
这门课的主要听众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
对于这些培养中的研究人才来说，学科的基本知识是可以通过其他课程和阅读得到的。
在我看来，他们最为需要的是在研究层次上对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思路、研究逻辑、研究方法等课题进
行深入讨论。
这正是这门课、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当然，“个性化”的介绍带有学者本人的偏见；不过，讲授这门课时的听众主要是来自几所大学
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相信他们一定会在学术研究的上下求索中对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加以甄别
选择，取己所需，不至于误人子弟。
记得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师从马奇（James March）时，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上，这位大师常常思路独特
，妙语联珠，令人大开眼界。
有一次在讨论有关组织内部升迁规律时，我们提出了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模式。
马奇评论道，你们的这个模式可能是对的，不过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而我更偏爱怀特（Harrison White）提出的“机会链”（chains of opportunities）模式。
他的模式可能是错的，但是更有想像力，更有意思。
这番话耐人回味，说出了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道前人所未道，行前人所未行。
　　进一步说，在当代社会中，学术研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而是在一个学术社区中进行的。
新的解释思路、新的研究贡献是相对于已有研究成果而言的。
惟有了解前人所道所行，才能知道新的突破点在什么地方。
我希望这本小书引起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对组织社会学这一领域的兴趣，为这个领域中的学术发展起到
一点推动作用。
为了读者进一步深入阅读研究的便利，在各讲后附有“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文中对重点学者的研究工作进行介绍时，给出中英文姓名，书末附有“中英文人名对照表”，以便读
者检索。
　　在此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伟伦基金的资助，使得这一次讲学得以成行：社会学系主任李强教
授和沈原副教授盛情邀请，从课程教学到生活食宿各种安撑无微不至，使我有了一段愉快、充实的经
历，十分感谢。
在授课期间，许多社会学同仁朋友如沈原、刘世定、张静、邱泽奇、王思斌、马戎、李路路、郝大海
等以及清华、北大、人大的学生一起参与商榷讨论。
这本书里的许多内容反映了这些讨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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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折晓叶大姐对这本书的写作提出了极有启发性的建议。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彩霞女士和肖林同学对我提供了热情帮助。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许多同学帮助整理讲课录音，为这本书的成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他们是：唐丽、成梅、陈振华、郑广怀、肖林、吴春、童根兴、张海辉。
在此，谨表谢意。
　　最后，将这本书呈献给我的父母，以感谢养育之恩。
　　周雪光　　二○○三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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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书是2002年春季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的“组织社会学”课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基
本上保留了讲课时口语化的表达形式。
　　作者在准备这些授课材料和整理讲稿时常常羡慕讲授经济学课程的同行们。
在经济学领域，同仁们对基本的理论体系和主题内容已有很高的认同程度，这为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准
备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免去了授课者在选题择材上的困难。
而在组织社会学这样一个“开发中”的学科中，编写一本学科介绍的书籍面临许许多多的抉择。
我在准备这门课的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研究思路、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常常不得不痛下决心，忍
痛割爱，颇有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之感。
不过，开发中的领域也有好处，它给学者更多的选择自由、更多的机会来体现作者的个性。
这本书的内容可以说反映了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取向和理解，反映了我对组织社会学这个领域的看法
和组合。
因此，我想特别强调，这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讲义或教科书。
组织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领域，在组织社会学文献中有着若干重要的理论派别以及它们所带动的一系
列研究工作。
对这一领域作一全面系统的介绍不是这一门课程和这本小书所能胜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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