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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理性的管理方式对企业绩效提升的边际作用越来越低 ,因此理论和实践界对非正式关系的兴趣越来越浓

厚。本文以弱连带关系理论和强连带理论为支持 ,分析了企业内部的非正式关系和企业内部非正式关系的演化过

程 ,提出企业内部应建立有效连带关系 ,以及构建有效连带关系的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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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分工和制度所带来的不经济被大多数人发现

的时候 ,非正式关系这个变量被引进 ,理论界对非正

式关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它被寄与厚望 ,人们把发

展和培育非正式关系看作是另外一种利润源。非正

式关系的引入 ,建立在对管理系统的复杂性进一步

认识的基础之上 ,也是对这样一种管理假设的强化 :

即管理者、管理对象都具有社会属性 ,它是对理性管

理假设的扬弃。

一、关系研究的文献回顾

工业革命以后的古典管理理论就开始关注非正

式关系的作用 ,科学管理学派中泰罗的四条管理管

理原则之一就提到“与工人们衷心地合作 ,以保证一

切工作都按已形成的科学原则去办”;在一般管理理

论中法约尔归纳出的十四条管理原则中包括“团结

精神”,他认为鼓励团队精神将会在组织中建立起和

谐的工作环境 ;在人际关系学派中 ,梅奥的霍桑实验

所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是人们合作的限度在更大程度

上取决于工厂中的非正式组织而不是正式组织。随

着理论的进步 ,对非正式关系的研究越来越精细化 ,

大多数文献用社会网络理论视角对非正式关系进行

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镶嵌”(embed2
dedness)理论和弱连带 (armlength ties) 理论成为当

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一)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 而且是

一种重要的个人资源。当把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

源”来看待 , 强调其生产性时 ,“社会资本”的概念顺

理成章地出现了 (田凯 2001) 。皮埃尔·布尔迪厄

( Piere Bourdieu)首先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领

域并对其进行初步分析 ,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

资源的集合 ,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

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

制度化的”。而科尔曼 (J amesColeman) 则被认为是

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

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社会资本是一个组织所拥有

的独特资产 ,组织不存在这份社会资产就不存在 ,与

个体无关。社会资本会带来“关系租金 ( relation

rent)”一个企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如果都能进行特

定的关系性资产投资 ,并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将各种

资源结合起来 ,就能产生一种大于单个企业收益之

和的超额利益 ,即关系性租金。

(二)“结构洞”理论

Ronald Burt (1992)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创造

性地提出了结构洞理论 ,该理论从一个侧面解释了 ,

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来源。所谓的结构洞是指 ,在

社会网络中缺乏联系的网络节点所组成的区域。当

网络中存在结构洞时 ,就为网络中的企业提供了赢

得竞争优势的可能 ,如果企业能发现并在这个结洞

上建立联系 ,那么它就可以获得竞争优势。“结构

洞”理论认为尽量减少重复的关系有利于发现结构

洞 ,通过广泛地与其他相互之间无联系的个体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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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立联系 ,以实现对信息的获取和控制。从网络

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 ,发现结构洞并在结构洞上建

立联系的过程也在不断地改变着现有的社会网络的

结构。

(三)“镶嵌”理论和弱连带理论①

社会学大师格兰诺维特 ( Mark Granovetter) 最

早提出了“镶嵌”( embeddedness) 理论和弱连带

(armlength ties) 理论 ,对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在“镶嵌”理论里 ,他对古典经济学理

论做出了强烈的批判 ,他认为经济交易是嵌入 (em2
bedded)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包括经济活动在内

的一切活动都会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属性。他认为主

流经济理论的失误在于 ,忽视了个人关系及其社会

网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他提出的弱连带理论 ,

从组织微观层次上的个人之间关系的质量入手 ,来

分析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状况。这个理论为学者研

究社会网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本文正是在

这个理论基础上对社会关系结构进行了分析。

二、企业中关系结构的演化

弱连带是指一种低度感情涉入 ,没有未来承诺 ,

缺乏相互信任的关系 ;强连带指的是一种经常互动 ,

并且有高度情感涉入的关系。与弱连带关系相比 ,

强连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具有多重联系通道。例

如 ,我和同学一起工作 ,他和我都喜欢打篮球。这中

间就包含有三种连带 :工作连带、同学连带、朋友连

带。强连带关系的形成必须要有长期交往以及大量

资源投入。

在企业组织网络中 ,结点与结点之间的关系通

道有些是强连带、有些是弱连带 ,强连带和弱连带的

关系结构在关系和信息交换方面各有自己的优势和

劣势。在弱连带关系的结构中 ,劣势表现为 :信息传

递渠道单一 ,相互的信任度低 ,其优势表现为信息传

递的成本低。当关系结构由“弱连带”转向“强连带”

以后 ,信息传递的渠道增加 ,信息传递的频率上升 ,引

起协作组织协作成本的上升 ,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

面 :信息可能在组织内重复传播 ;造成资源浪费 ,同时

也加大成员的信息处理负担 ;信息经过多个环节后可

能失真 ;容易产生忽视外部“弱连带”信息的趋势。

Granovetter在探讨社会网络对个人求职的影响时发

现 ,家人、好友等强连带往往提供重复的信息 ;相反 ,

弱连带反而是推荐工作时较有力的网络。

　　企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 ,内部的非正式关系也

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组织在组建之初 ,企业内部的

信息和资源主要依靠正式关系网络通道流动 ,组织

内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弱连带。随着成员的自发交

互活动的增加 ,企业组织内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性质

由弱连带转化成为强连带。而企业组织内真正需要

的是有效的连带关系 ,有效连带关系是由强连带发

展而来的能满足组织要求的关系。有效连带关系的

形成需要企业管理者对组织内的强连带关系和弱连

带关系进行整合 ,并在此基础之上对组织内的关系

发展进行引导。下图反映了组织中有效协作关系的

建立过程 :

图 1 　组织协作关系的演变过程

企业内的连带关系由弱到强演化的动力源是企

业成员 ,在企业中这些个体有构建强连带关系的趋

向 ,Granovetter 从他对自己过去研究的回顾中 ,得

到的结论是 ,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个人极可能借着发

展强连带而取得保护 ,并降低他们所面临的不确定

性 (罗家德 2002) 。强连带关系不一定是组织所需

要的关系 ,需要对企业中的关系演化方向进行引导 ,

使企业内的非正式关系发展为有效的协作关系。

三、关系演化对企业的影响

企业内的关系表现不同的形式 :可以是情感关

系 ,上下级关系 ,以及信息交换关系 ,等等。在企业

中随着协作程度的加深 ,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

关系在关系连带的方向 ,连带关系的维度 ,连带关系

的紧密程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这个变化会影响到

关系交换的方式从而对组织的结构和绩效产生影

响。

企业内关系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到企业的信息传

递。组织结构也会随着关系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改

变。传统的 H、M、U 型组织结构的共同缺点是以严

格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信息传递慢 ,缺乏弹性难以

灵敏地对环境的变化产生反应。随着企业内关系结

构由弱连带到强连带 ,在企业内部增加了信息传递

的渠道选择。这种关系联带企业的信息可以超越企

①罗家德 (2002)将 armlength ties 译为弱连带关系 ,国内也有些学者将其译为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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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既有的组织层次 ,改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方向。

当企业生命周期从产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企业内

强连带关系的能量也在不断地增加 ,企业的资源与

信息流动渠道也已经不再像传统组织中那样严格按

照设计的渠道与模式进行 ,正在受到企业中存在的

强连带的强大力量的挑战。信息传递渠道脱离组织

架构 ,组织本身对信息的逐级加工 ,过滤作用越来越

低。

企业内强连带关系也在对管理者的领导方式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较具有弱连带关系结构的企

业 ,处于强连带关系结构中的企业有一定的优势。

成员之间的紧密的关系有利于企业知识 ,尤其是默

会知识的学习 ,上下级成员联系紧密使得管理者对

下级员工的个性有进一步的认识 ,易于做到物尽其

用 ,人尽其能。同时消除企业的层级员工隔阂更便

利了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关系结构的变化对管理

者的有效领导也有一些负面影响。首先 ,在强连带

的关系体中会形成特有的利益和价值取向 ,这些取

向可能与企业的目标、价值观相背离 ;其次 ,企业员

工之间一旦形成了强连带关系就增加了与企业管理

层的谈判能力 ,增加了管理成本 ,管理者的权威越来

越受到挑战 ,必须改变过去的管理方式。

激励方式也要适应企业内部关系结构的变化。

梅奥的霍桑试验中 ,曾经对电话线圈装配工的绩效

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组织压力是提升工作绩效的

障碍。随着企业内关系结构的不断演变 ,具有强连

带关系的网络节点逐渐形成了“非正式组织”。强连

带的关系网络更容易带来组织压力 ,这就要求企业

实施对员工激励的时候 ,要考虑到组织压力的存在 ,

进行个体激励的同时兼顾团队激励 ,适当平衡激励

的强度。否则 ,将导致无效激励 ,甚至负激励。例

如 ,组织压力可能导致下属的“反授权”。

四、组织非正式关系的引导与管理

有效连带关系是组织中的各个主体根据组织的

不同特征对组织中的协作关系进行有效管理后形成

的。有效连带关系克服了弱连带关系和强连带关系

的不足 ,适应了组织的需要。要在组织中开发深层

的有效连带关系需要对组织中的协作关系进行有效

的管理。

对非正式关系进行管理的目标是在组织内部形

成有效连带关系 ,而这个有效连带关系可以平衡弱

连带关系与强连带关系的优势和劣势。保证信息流

和资源流畅通无阻地在组织内运行。Uzzi (1989) 研

究纽约的成衣工厂时发现 ,网络强弱程度与组织存

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倒 U 字型的曲线。当公司的

网络纯粹由强连带或弱连带组成 ,组织存活率会降

低 ,相反当组织对强弱两种连带进行有效整合时 ,组

织存活率最高。

对非正式关系的管理主要有增加联系和限制联

系两个方面。增加企业内非正式组织联系的主要措

施有 ,敏感性训练、团队建设等。而控制强连带不利

影响的方法 ,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 :第一 ,在组织中

建立职位轮换制度是一种减少过分联带的手段之

一。这个制度不仅有利于企业员工的成长 ,更重要

的是能够降低企业组织内的强连带关系 ,打破对组

织不利的非正式连带 ,降低企业内部控制的风险 ;第

二 ,加强企业内的规章制度的建设。规章制度的强

制性的规定可以抑制强连带的不利影响。我们发现

当前大多数企业都非常重视企业的团队建设 ,但是

过分的沟通与交流会增加组织内耗。对此在企业组

织设计之初 ,就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对组织内部的非

正式关系有效引导 ,从而尽可能地抵补组织内耗。

对组织内非正式关系的引导与控制措施依企业

内外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关系交换框

架中 ,其关系交换的速度、产生误差的概率各有不

同。组织要根据组织所处的行业、从事的业务类型

及对组织中的协作关系进行不同的管理 ,比如说 ,以

降低成本为主要战略目标的组织 ,关键在于对生产

过程的严密控制 ,如此 ,可能更倾向于前者的关系框

架。而当组织的竞争优势来自于不断的创新时 ,“网

络式”关系框架更有利于战略目标的实现。要突破

组织构建之初所限制的交际范围 ,有效的方式便是

在组织体内构建一个关系网络 ,充分发挥“组织发言

人”的作用。

五、结束语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一组不完全契约 ,企

业在依靠企业家的权威、严格的制度对组织内的员

工行为进行规范 ,减少交易成本的同时 ,要进一步提

升组织的绩效 ,关键在于发展基于组织正式契约关

系之上的非正式关系 ,对正式关系进行有益的补充。

企业的关系结构在交互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企业

的管理活动应该随着企业关系结构的变化而改变 ,

在适应关系结构的同时对其进行必要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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