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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代组织的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特征，从组织决策角度探讨蛆织结构设计问题．建立 

了不确定性环境 中组织决策模型．引入组织结构价值概念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推 

导出组织环境、组织决策与组织蛄构三者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给出对不确定性环境中组织 

蛄构设计有意义的一些蛄论．特定的组织结构设计取决于多种因素，最后对这些因素厦其对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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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弓I 言 尹 
现代组织面临的是由不断增长的复杂性、竞 

争性和动态性等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环境+在错 

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环境中+组织的应变能力尤为 

重要．一个组织只有具备良好的应变能力，才能长 

久生存和发展．组织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 

需用系统的观点对其进行分析和思考 ．处理开 

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 

法”+为组织管理和决策这类复杂问题的研究提供 

了方法论 J．先通过定性判断建立系统的概念模 

型，并尽可能将其转化为数学模型，经求解或模拟 

后得出定量结论 ，再对这些结论进行定性归纳，以 

取得认识上的飞跃和形成解决问题的建议 ，在 

这个过程中综台了多个学科的知识．组织管理的 

核心是决策，提高组织素质与应变能力研究的一 

个基本出发点是对组织决策的研究，而组织决策 

特性依赖于组织结构．因此，在不确定性环境中， 

组织采用何种结构有利于获得较高的决策效率、 

有效性和睫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组织结构对组织运行效率和应变能力有重要 

影响，目前评价组织结构的性能和效率已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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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方法和结论，但量化方法还很缺乏．文[3， 

4]应用 Petri网理论，对组织结构的性能和效率进 

行了量化评价．近年来，国际上对不确定性环境中 

组织结构设计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例如对产品 

开发过程中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及应采用何种组织 

结构形式 的研究 ]，对处理不确定性的组织 重 

构问题的研究 等． 

本文尝试超 出以往大多仅限于定性分析的研 

究方法，采用多学科综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 

究不确定性特征中组织结构设计问题．首先，在分 

析组织决策特性基础上，建立了不确定性环境中 

组织决策模型．然后+以组织结构价值为纽带，建 

立了组织环境、组织决策与组织结构三者之间的 

关系，从 中得到一些对不确定性环境中组织结构 

设计有意义的结论．特定的组织结构设计取决于 

包括环境特征在内的多种因素，本文最后对这些 

因素及其对组织结构设计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研 

究． 

1 组织决策特性 

组织决策特性可以用两类要素来表征，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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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要素和过程要紊 ]．组织决策的结构要素有两 

个：角色和角色构型．角色是对专业知识和任务范 

围的一种规定．组织作为人类解决复杂问题的有 

效方法，体现为专业知识的划分与工作任务的划 

分，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组织角色．角色构型指角 

色之间的关系，它由组织通信链决定．角色及其构 

型形成了组织的角色体系，即组织结构．因此，组 

织可以特征化为由通信链联系起来的不同角色组 

成的系统．组织成员是角色的载体，组织决策可以 

看作是承担不同角色的组织成员，利用各自的知 

识和问题处理能力求解复杂问题的一种协调活 

动．我们将某个角色与承担该角色的一个或多个 

成员一起称为一个组织决策单元．组织决策的过 

程要素则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即问题分解， 

问题分配，协调与学习． 

从决策角度看，组织由若干个拥有某个领域 

或区域决策权力的单元组成．组织决策本质上是 
一 种分布式决策过程。 ，体现于决策过程在时间 

上是分布的，决策单元在空间上是分布的，以及信 

息、知识、决策任务在单元之间是分布的． 

2 不确定性环境中组织决策模型 

借助控制论方法，组织环境可用状态变量来 

表征．要描述组织环境不确定性，最自然的方法， 

是采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中的随机变量．然而 

组织环境不确定性有多种来源(如动态性、竞争性 

等)并呈现出多种性态，对各种不确定性进行一 

一 考察是非常困难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我们 

采用一种整合的观点，仅用一个随机变量 口来描 

述不确定性环境，它代表环境状态变量的聚集．由 

于组织决策本质上是分布式决策，决策问题在决 

策单元之间是分布的，各单元具有不同的决策任 

务，所以只能观察到部分环境，这意味着组织状态 

变量在决策单元之间也是分布的，即有 0= ( ， 

0 ．Il0 )． 代表单元i观察到的环境， ≥2为决 

策单元数． 

对于决策任务，在信息、能量与行动方案之间 

存在着某种关联 ，对于一定的任务 ，一个人拥 

有的信息 越多，他完成该任务所消耗的能量 越 

少，即信息和能量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取代的双 

曲线形状的统计规律(图 1(a))．特别地，若信息 

量 一定，完成该任务的不同行动方案a将消耗不 

同的能量，而消耗最少能量的方案就是最佳方案 

(图 1(b))，可以认为能量是行动的拟二次函数． 

经典决策理论中，采用损失函数(或收益函数)作 

为目标函数，显然能量消耗与决策损失对于决策 

偏好评估具有相同的意义．基于以上认识，组织决 

策问题从数学上可描述为 

min EEe(a．0)7 (1) 

为能量函数，E为数学期望，d= (口 ，a 一 ) 

代表组织可能采取的行动或方案，a．是单元i可能 

采取的行动或方案．令d 代表单元i的决策信息， 

d 中包含单元i通过观察从环境获取的信息，以及 

通过信息交流从其他单元获取的信息．对于一定 

的决策信息 d一 ，d 一，d ]，组织选择最佳的 

行动‰ 使 

min EEe(a， )I明 一E (4 ， )] (2) 

e(a，口)可用如下二阶 Taylor展开式近似u“] 

e(a，口)一 B 一 2B A + A QA (3) 

B。一 bo( )，A = [日]， 一 ．( )]，Q = 

[吼]． 是单元i的观察函数，Q为对称矩阵，％ 一 

云表示行动屿-9 aj的相互作用强度，它表明决 
策单元i与J所作决策之间的关联．q 一1}若a．与 

d 相互独立，则qo一0；否则，0<q． < 1．设 Q正 

定，则 e(a， )的最小值存在．我们感兴趣的是单 

元决策存在着相互关联的情形，即q ≠ 0． 

Co) 

翔 l 信息、能■ 与行 动之 间的美 雕 

令 表示单元i最佳决策函数，即q—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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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E』 3e Id f一0可求出各单元最佳决策函数． 

由式(3)有砉一一2 ( )+2∑％q，于是可得 
到组织分布式决策的形式模型 

∑％EE％(dj)d ]一EEb ( )Id ] (4) 
J 

(i— l’2，⋯ ， ) 

或 

q( ，)一 E[a(d，)I j—EEb ( )Id ] (5) 
≠ 

(2一 l，2，⋯ ， ) 

一 般地， ( )是 复杂的非线性函数，为简 

化分析，假定 b ( )= ，即从环境获取的原始信 

息不加处理而直接用于决策．d 也是(61，b。，⋯， 

)复杂的非线性函数，假定其仅为 ( )的简单 

聚集．如d 一 (口⋯0．0，⋯，O)表示单元 l通过观 

察获得0 ，通过与单元 2的通信获得 ．实际决策 

中，信息交流过程、内容和方式是十分复杂多样 

的．决策单元一般不需要其他单元通过观察得到 

的所有原始信息，一是由于原始信息量大，二是决 

策单元缺乏对其它单元原始信息加工的知识和能 

力．因而，单元之问只是进行有选择的通信和信息 

分享，例如获取其它单元经过加工提炼的信息，获 

取其它单元的决策方案或决策方案实施的后果信 

息等，来扩充自身的决策信息，以便对环境状况和 

问题形势作出更准确的评估，从而采取更佳的行 

动． 

3 组织环境 、组织决策与组织结构 

之间的关系 

组织结构由角色及通信链决定的角色构型所 

确定，组织角色与通信链的设计具有相互依赖关 

系．为简化问题，假定角色设计保持不变，则组织 

结构完全由通信链决定．我们用组织信息结构这 

一 概念来形式化通信链并由此定义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用矩阵表示 S= [ ]⋯ 表示， 为 

组织单元数． ，取值如下：若单元 i通过观察或与 

其他单元的直接信息交流获得了口．，则 =l；否 

则， 一0．显然 = 1( =l，2，⋯， )，而且组织 

决策信息 d与组织结构 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 

系．称单元之间不发生任何信息交流的组织结构 

为初始结构，用 表示． 中只有对角线上的元 

素为1，其余元素均为0，此时d =(0，⋯，0， ，0， 
⋯

，0)．称任意两个单元之间都存在直接信息交流 

的组织结构为完全网络结构，用 一 表示，其所有 

元素均为 1，此时d，一 (口 ，0 ，⋯， )． 

从系统控制的角度看，组织变量包括组织环 

境的状态变量和人的行为变量，因此组织决策过 

程是在状态信息空间和行为信息空间所组成的复 

合信息空问上进行的．处理像组织这类涉及到行 

为因素的复杂系统的决策问题，一般是采用结构 

化映射方法，把行为因素从行为信息空间映射到 

状态信息空间，然后在状态信息空间上进行分析 

和综台．对任意组织结构 ，单元k的决策信息为 

d = ( s⋯ 一， s“)．将行为变量(决策方 

案)映射到状态信息空间，对于式(3)中的 e(a，口) 

二次型式，决策函数 为线性函数，设 

ak(d )一 m： l l+ ml + ⋯ + m：Csh 

= >：m；s (6) 

其中m “一l，2，⋯， )为系数，若 =0，则m：可 

取任意值．将式(6)代人式(4)，有 

∑q E[∑m ( ， ，⋯．以‰]一 

Ero,I( ，口2s ⋯， ] (7) 

由于EES,I ]一 ，式(7)简化为 

∑[∑钆 m ] = ，可得如下方程组 

一

{ ㈣ 
0，Z— l，2，⋯ ．0) 

式(8)可写成矩阵形式 

eM 一 n (9) 

其中C 一 [矗]⋯ 为系数矩阵，c 一s s ；M = 

[m ，m ，⋯，m ] ；n = Eo，⋯，0，l，0，⋯，O] ，D 

中除第 i个元素为 1外，其他元素均为零．可以证 

明 ，M 中至少含有一个元素 m ，且当s“=1时 

m 唯一．当 ％一0时虽可任意取值，但恒有“m 

一 0，所以 ( )也是唯一的． 

引入组织结构价值概念作为纽带，来建立组 

织结构、组织决策和不确定性环境三者之间的关 

系．组织结构 的价值 V 定义为 

VS—rainⅡ (日，口)l ] 
一 rainE ，口)l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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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A一[畸( 5]，A。一Eo4(d~5]分别表示组织在s 

和S。下的最佳行动，则 

vs—E[ 一2B'rA。+ATQA。] EEB。一 

2B A QA] 

一 EE2B?A — A QA]～ EE2B A 一 

A~r,QA ] 

为简化分析 ，设 服从正态分布 ，其方差为 

． 不失一般性，设 E[ ．]一 0，它并不改变 的 

性质，则有 E[ ]一 ．还假设 ， 相互独立，故 

EEe,ej]一0(≠ )．基于以上简化假设，不难得到 

EE2B A — A QA] 一 [2m：s 一 

显然 5≥ 0，对初始结构 S。，VSo一 0．当所 

有N 一 一1时，对应于完全网络结构S⋯  s达 

到如下最大值 

一 一 百  

如图2所示(a)(b)均为由4个决策单元组成 

的组织，对应 的组织结构分别为 S 和 S ，由式 

(165可得到 

s 一 _1__二_ [2 +(1+。口)( + 

／- ；+ )] 

s!一 1̈_二 [ + + ] 

∑(∑吼 ,5l )m ]E[鲆]．考虑到式(8)，有 s 
 ̂

∑(∑口 5 ． ) 一m；，则E[2B A—ATQA] 

= ∑ ．同理有EEB A。 A Q 。]= 

∑m ． ．于是可得VS更为简洁的表达式 

VS 一 ( ：～ ) (11) 

通过式(85可求出州 和 ，从而求出 s．作 

进一步假设以便直接推导m；和 的值．设q 取 

如下常值：当i一 时，q 一1；当i≠ 时，％一 

上述假设既可以简化问题，叉不改变 的性质． 

式(8)可简化 为如下两式 

：+q∑m 一1 (125 
t≠ 

+qs ∑m 一0 ( ≠ ) (1 31 

式(1 3)两边对 (，≠ )求和，有 

∑ +q∑[ m ．：=。 (14) 
J≠ 0 l ⋯  

令A一∑ 一 ，Ⅳ．一∑s 由式(14) 
≠  一  J≠  

可得到 — qN． 
1 q+qN ，代人式(12)可求出 

：一Fl二苗 ， 
N．的含义是明显的，它表示决策单元 i向外发送 

信息的通信通道个数． 

对初始结构 S N．一 0，由式 (1 5)得到 ： 

1．对任一结构 S，式(11)改写为 

VS一 > (m；～1 5a 

一  

1 尚  ⋯ 一q 1+qⅣ ⋯ 

s 一 _。。 E4+ + ] 

> 0 

(b) 

圈 2 由4个决策单元组成的不同组壤 

4 讨论 

从数学上精确描述受许多行为变量影响的组 

织结构、组织决策与组织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 

不可能的，我们的目的只是借助数学工具进行拟 

定量分析以获得一般的定性认识．虽然作了许多 

简化假设 ，仍可从式(16)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或启示 ： 

(1)由于假定g≠0， 是Ⅳ 的增函数．说明 

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单元之间更多的信息交流可 

以使组织确定更佳的决策方案，信息分享对提高 

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决策的质量是必要的．注意 

到Ⅳ．是单元向外发布信息的通信通道个数，说明 

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单元应当采取一种平等和开 

放的态度．利用自己的知识获取、综合和及时向其 

i  l  1●●●●●●●●●J  

● O ● O  ，  ● ●  

I  1  

0  O  1  1  I  I  

●  ●  

m 是 

]  

赘 莲 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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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单元传播有关的信息． 

(2) 是 的增函数，而 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环境不确定性程度 ， 越太，表明不确定性越 

高．这说明高不确定性环境相对于低不确定性环 

境，单元之间加强信息交流将使组织决策获得更 

大的增益． 

(3)在不确定性环境中，通信通道灵活和开 

放的网络组织对于通信通道固定和受限制的层次 

组织具有优越性． 

5 组织结构设计的影响因素 

组织结构不仅要满足组织目标的要求，还要 

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组织结构决不可能静止不 

变，也没有一种最好的组织结构适用于任何一种 

环境，有效的组织结构取决于具体情况 +组织 

结构可分为两种极端类型，即完全刚性结构和完 

全柔性结构．前者如典型的金字塔型层次组织，采 

用多级控制模式，通信通道和 调协议是预先定 

义的．后者是由单元组成的一十松散联邦，协调协 

议不是固定的，单元以及单元之间的通信通道能 

根据需要增减．特定的组织结构设计应当在刚性 

和柔性之间进行权衡，而这种权衡取决于包括环 

境特征在内的多种因素： 

(1)决策效率和有效性 

刚性结构不需花费时间来确定哪些单元参与 

决策过程，能快速求解问题，决策效率高．但在动 

态环境中，为提高决策有效性，要求组织结构要有 

柔性，而保持柔性需要额外的组织资源，花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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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sign under environment of uncertainty 

FANG W et：一guo，ZH OU H ang 

Beijl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l00083，China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 confronting modern organizations possesses high uncertainty arisen from ev— 

er increasing complexity，competitiveness and dynamics，which mak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 

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o be experiencing great alteration so as to Suit the environment．The kernel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is decision，and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is just the on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In this paper。as an emphasis。the problem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sign under uncertain 

environment was studied from the angl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 

tion．A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eonsidering uncertain environment was set up．On the basis of the 

model，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value was introduced．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 

tire method s derived a mathematieal expression reflecting their relations among organizational environ— 

ment。organizational 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According to the expression，some conclusions 

meaningful to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sign under uncertain environment were obtained． The study 

shows that，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uncertainty，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should keep high flexible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decision effectiveness；the more information sharing among decision units enables 

organization to make the better decision；and the network organization whos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re 

flexible and open has advantage over th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who~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re rigid 

and restricted．However。a specif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sign should depend on varied kinds of fac— 

tots．Such factors along with their influences 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sign were investigated as wel1． 

Key words： uncertainty}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organizational structure{organiz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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