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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发给艺术家卓别林这样一封生日贺电：“您的艺术作品誉满全球，您真不愧为一
位伟大的艺术大师。
”卓别林是这样回复爱因斯坦的：“您的相对论仅为世界上少数人懂得，您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前者“雅俗共赏”很伟大，后者“曲高和寡”也伟大，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这恰恰体现出“
艺术性”与“科学性”的一致性。
对上述对话的一般理解是：科学往往为少数人所发现，“曲高和寡”；而艺术必须要让大多数人所接
受，“雅俗共赏”。
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如果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才能做到圆满理解，即科学虽然由少数人所发现，但却可以被多数人所掌
握；而艺术虽然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却只能由少数人所创造。
“科学性”与“艺术性”在哲理上是完全一致的。
对科学和艺术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科学分科学发现和成果应用两个层面，艺术也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两个层面。
科学发现和艺术创作都比较难，而科学应用和艺术欣赏相对都比较容易。
人们常说，“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里所说的“科学”多指“科学成果的应用”，而这里所
说的“艺术”却多指“艺术的创造”。
对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来说，越高层的管理（如董事长和CEO的工作），艺术成分越多；越基
层的管理（如部门经理或车间主任，甚至是现场调度或质量控制的工作），科学成分则越多。
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演员出身的里根可以是一个胜任的国家总统，却难以当好一个企业工程师。
企业和国家都是这样，越往高层，“外行领导内行”越普遍，而越往基层，专业技能越重要。
当然，与此相应的一般的规律是：越是高层，“艺术创造”越重要；越是基层，“科学应用”越普遍
。
对于工商管理教育而言，其课程体系中既有含科学成分较多的课程，也有含艺术成分较多的课程。
前者主要有：“生产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会计学”等。
后者主要有：“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与伦理”，“企业战略”，“公司组
织设计”或“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政府与社会”等。
当然，也有的课程近乎是科学成分和艺术成分并重的，如“公司理财”，“数据、模型与预测”，“
管理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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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科学系统地阐述了组织行为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
作者本着“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在吸收了国内外组织行为学研究的
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管理实践，对推进我国组织行为学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管理类各专业的教材，也能满足各级管理者学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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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性格是个性心理特征的核心部分，气质是心理过程的动力特征，能力则是完成某项活动所必备
的心理特征。
它们原来在现实是中性的，但在主体性格的表现中，它们带有一定的意识倾向性，作用于客观现实。
可见，性格对气质和能力影响很大，因而使主体的个性心理特征成为一个整体。
2）性格差异与气质、能力相比，人们的性格差异更是多样而复杂的。
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来归纳性格差异，划分性格类型。
（1）按何种心理机能占优势划分性格类型：①理智型，善于思考问题，三思而后行；②情绪型，情
绪易波动，并左右行动；③意志型，明确目的，自觉支配行动；④中间型，没有某种心理机能占优势
，而以某两种心理机能相结合为主。
（2）按心理活动的某种倾向性划分性格类型：①外倾型，善于表露情感、表现行为，与人交往显得
开朗而活跃；②内倾型，不善于表露情感、表现行为，与人交往显得沉静而孤僻。
（3）按思想行为的独立性划分性格类型：①顺从型，独立性差，易接受暗示，不加批判地按照别人
的意旨办事，在紧急和困难的情况下表现惊惶失措；②独立型，独立性强，善于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
，不易受外来因素所干扰，在紧急和困难的情况下镇静自如，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
（4）斯布兰格按何种生活方式最有价值划分性格类型，把性格划分为理性型、政治型、审美型、社
会型、宗教型和经济型等六类性格。
在斯布兰格性格类型中，纯粹属于某种类型的极少，多数人是某些类型的混合，即性格混合型。
上述各种性格类型的划分，都从某一方面反映性格差异的真实存在。
因此，应当把它们适当地结合起来分析和应用性格差异。
3）性格差异的应用（1）应用的范围①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是促进性格发展和改变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思想教育中应当了解和掌握人员的性格特征，以便“对症下药”，从而提高思想教育的效果。
②人员选拔。
在人员选拔中，对性格特征方面要着重考核思想品质，如工作态度、责任心、自我控制力、价值观、
世界观等。
对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次领导人的选拔，更应重视性格特征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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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组织行为学》：新世纪工商管理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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