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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述了复杂系统理论对组织理论的影响. 介绍了与组织理论 (organization theory , OT) 有

关的复杂系统理论 (complexity systems theory , CST)的特征、研究方法、范例 ;并介绍了 OT对 CST

的借鉴 ,主要说明 CST对组织演化和组织的社会网络分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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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从 1938 年伯纳德 (Chester I Barnard)的名著

《主管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s)发表

以来 ,组织设计学家的研究旨趣便显露出朝着 4

个主要方向发展的趋势. 这 4 个方向是 :倾向于把

组织看作开放的系统 ,注重组织中的信息处理系

统 ,组织设计中采取权变的观点和生态学的观

点[1 ] . 同样在对组织决策的研究中 ,Simon 针对“理

性决策模式”的缺陷 ,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

(bounded rationality theory) [2 ] . March 等人针对组

织决策的实际情况 ,发展了名为“垃圾桶模式”

(garbage can model) 的思想 ,并由 Levitt ,Mandell 等

人广为应用 ,对决策的研究领域做出了不小的贡

献.通过这些事件不难发现组织理论研究者对组

织中复杂性的关注.

很难指出对组织中复杂现象开始研究的确切

年代. 就文献来看它们大部分都发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尤其是在专门从事复杂科学研究的桑

塔费研究所 ( Santa Fe Institute , SFI ,1984) 成立以

后.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学者运用复杂科学研究组

织与管理问题 ,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3 —6 ] . 这些研

究展现了新的世界图像 ,开始影响人类的观念并

将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到底复杂系

统理论为何物 ,它对组织理论有何影响 ? 本文将

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1 　复杂系统理论

复杂性最早见诸于数学、语言学、经济学和生

物学. 这里讨论的系统复杂性属于本体论的概

念[7 ] . 复杂系统理论属于交叉学科 ,它的出现得益

于计算机处理能力的提高. 运算能力的提高使得

用数字技术探索非线性系统动力学成为可能. 与

其说 CST是一种理论 ,不如说它是一种新的研究

角度. 考虑到提出一个理念的基本假设和原则的

难度 ,本文借鉴文[8 ]的方法通过描述这个研究角

度的不同方面来介绍 CST: CST 研究的系统的特

征 ,研究复杂系统的工具 ,CST方法的典型范例.

1. 1 　复杂系统的特征

到目前为止 ,没有对复杂系统公认的、清晰的

定义. 复杂性在不同领域中的含义不同 ,有时甚至

在同一领域其含义也可能有差异. 例如 ,在组织中

任务系统的复杂性被普遍认为对任务系统的影响

很大. 然而对这种复杂性的理解却不统一 ,它可以

指任务的数目、任务程序化的程度以及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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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目等[9 ] . 但这些不同的理解对 CST 影响不

大. 因为 ,像组织一样 ,复杂系统很难定义却不难

识别. 为了描述复杂系统 ,可以使用模糊集的方

法. 复杂系统可以用多个基本特性来反映[9 ] . 这里

介绍复杂系统两个常见的特征 :含有相互作用的

大量元素和突发特性.

1. 1. 1 　相互作用的大量元素

复杂系统常由大量相互作用的元素组成 ,这种

相互作用包含系统中的典型反馈关系 ,并导致系统

具有动态非线性性. 这些元素可以是原子、沙砾、机

器、人等 ,一个复杂系统常由不同类元素组成.

1. 1. 2 　突发特性

复杂系统还表现出“突发特性”,如系统迅速

导致一种新模式的出现. 这种突发模式常与人们

有意创造的模式不同. 这里所指的突发模式是独

立的、可观察的而且由某种行为导致的模式. 解释

突发模式常用的例子是由大量分子相互碰撞而引

起的气体温度和压强的变化. 在组织中这种突发

特性表现为某种行业中商业规模的变化. 混沌也

是一个与复杂系统联系紧密的概念. 它指一组非

线性系统的某种动态行为 ,这样的系统对初始条

件非常敏感[10 ,11 ] . 复杂系统并不一定总会表现出

混沌 ,换句话说 ,“混沌不能解释复杂性”[12 ] . 例如

像自组织临界态 (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 SOC) 这

样的突发特性与动态状态有关 ,而与混沌不同. 但

这并不是说混沌对 OT 没有用处[13 ] . 混沌在数学

上说明简单模型可以有非常复杂的动力学行为.

另一方面 ,对 CST 的研究表明 ,复杂模型也可以

表现出简单的动力学规律.

1. 2 　CST的分析工具

CST 主要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来研究

复杂系统的动力学. Cellular automata (CA) 是 CST

的一个有力工具[14 ] . CA 是一组计算机仿真程序

用来模拟复杂系统行为 ,其特点是可以由简单规

则产生复杂行为特征. 这种仿真需要有一定数量

相互作用的因素 (agents) 和一组相互作用的规则.

著名的生命博弈模型[15 ]就是 CA 的一个典型例

子.这个模型由简单规则和少量元素组成却表现

出丰富的动力学内容[16 ] . CA 是多功能的工具 ,可

以用于研究模式的形成、人造生命[17 ] 、流体动力

学等. CA 中的相互作用规则包含博弈论所描述的

规则 ,如“斗鸡博弈”或“囚徒困境”等[19 ] .

1. 3 　CST范例

词源学中范例 (paradigm) 是指具有某种典型

性的例子. 选取适宜的范例可以吸引大家来共同

研究感兴趣的问题. 本文介绍几个 CST 中引用较

多、较典型的范例.

首先是复杂适应系统 ( complex adaptive sys2
tems ,CAS) . CAS 中的相互作用因素具有适应性.

可以说 CAS 中的复杂性也来源于这些因素的适

应性行为[19 ] . 作为一个理解自组织现象的范例 ,

CAS的弱点在于 ,因素的适应性行为是一个输入 ,

这使自组织的物理过程隐没于假设之中. 适应性

行为应该是被解释的现象 ,而不应是一个假设. 人

类系统就是 CAS ,所以它对 OT很有借鉴意义.

其次是自相似和分形. 自相似是在某种抽象

的意义上系统结构不随规模层次而变化的性质.

显然在具有自相似性质的系统中 ,对某个层次的

研究可以被拓展到其他层次 ,因此 CST 的研究人

员从未停止在系统中寻找自相似特性. Lomi 和

Larsen[20 ]利用计算模型 ,指出 OT中研究的人口生

态学在城市或行业中的密度依赖性是相似的. 分

形是分析自相似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工具[21 ] . 自

相似和分形的关系依赖于分形的规则 ,不断重复

这些规则就产生了分形图. 这些规则不一定是线

性的. Mandelbrot 1975 年首先提出分形几何概念

以来 ,它已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新兴数学分支. 分形

和多重分形是 CST的重要组成部分[22 ] . 它们之所

以叫做分形是因为它们的“维度”(通过一些特定

规则计算出来的)不是整数. 分形现象常见于海岸

线和蕨类植物形状中[23 ] . 对 OT 来说分形异常有

用.例如用于个人学习、小组学习和组织学习[24 ]

不同层次间的行为与联系的分析.

另外一个范例是自组织临界态 (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SOC) . 在复杂系统中 SOC 是一种常见

现象[12 ] . 沙堆 CA 模拟了这种现象. 当沙粒一粒粒

落在地上时形成了一个锥形沙堆. 随着沙粒不断

落下 ,这个锥越来越陡直到某个时刻锥的倾角到

了某个临界值. 此时如果再增加沙粒 ,则沙堆就会

崩塌.

最后一个范例是自组织现象. 自组织是一个

动态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系统自发趋于有序. 生物

进化是自组织现象的一个典型代表. 自组织现象

是任何个体或组织的特征之一[25 ] . 自组织过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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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余增加 ,也意味着系统不向熵最大化的方向演

化.它在远离平衡态时发生[26 ] . 由大量相互作用

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可以表现出自组织现象. 但还

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判断系统是否在自组织.

2 　OT对 CST的借鉴

OT对 CST的借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1) 吸

收 CST观念. 表现在 CST改变或修正组织管理者

对于组织内互动关系的基本认识 ,当组织管理者

采用某种实践方法且颇有成效时 ,CST 能提供以

前 OT所无法解释的现象的理论基础. 2) 借鉴 CST

的工具和方法. 表现在运用 CST 研究问题的方

法 ,对组织中动态、非线性 ,表现出诸如自组织等

突发特性的现象进行研究. 借鉴过程只有在组织

问题可以表示成数学模型或可以用计算机模拟计

算时 ,CST方法才能发挥作用[8 ] . 近年来 ,计算机

仿真已被用于研究组织学习[27 —29 ] 、组织适应和

选择[30 ]以及组织演化[20 ] . 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

仿真在组织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并非直接受 CST

的影响[31 ] . 事实上 , 基于仿真方法的研究 , 如

Cohen March 和 Olsen[32 ]的“垃圾筒模型”以及 Nel2
son 和 Winter[33 ]关于经济变革的进化理论已经对

OT产生了重大影响.

受 CST的影响 ,组织理论在组织演化和社会

网络分析两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两个研究方向建

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 ,即人类组织是非线性反

馈网络. 系统动力学领域的学者们[34 ,35 ]已经证

明 ,非线性和正反馈循环是组织生活的基本性质.

拉尔夫·D·斯泰西把组织中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

和作用分为合法网络和影子网络两种 ,并说明合

法网络在某些情况下处于非线性状态 ,而影子网

络则始终是非线性的[3 ] .

White [36 ]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 ,把组织看成是

由彼此以不同方式联系起来的网络. 这种网络具

有自相似特征. 近来这种网络分析方法渐居主流.

它从图论获得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上的启示[37 ,38 ] .

围绕网络如何形成和演化这一基本问题[39 ] ,网络

的病原学和动力学 ( etiology and dynamics of net2
works)研究成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心[40 ] .

人的信息流模型是解释网络中不同联系的基

础.欧文·拉兹洛[41 ]1969 年提出了一个自组自稳

系统 (人类)的基本信息流程图 (图 1) .

图 1 　自组自稳系统基本信息流程图

图 2 　双环循环

　　在各种变动的噪声源 ( E) 、输入 ( P) 、输出

(R) ,以及在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控制 - 编码中心

(C) (control-coding)或连接器 (coupling ) 之间 ,存在

一个信息流 ,并令其以逆时针方向顺序流动 ,它呈

现一种连续不断的循环流动状态. 这里 ,E 提供可

以分析出稳定消息的噪声 ; P 的作用则像一个过

滤器 ,接受由 E 提供的部分噪声因素 ,同时排除

其他成分 ;然后 ,这些被接受了的因素经过 C 被

传到 R. 也就是说 ,系统输出依靠的不仅是经 P 过

滤后输入的信息 ,还要有与 C 相关的那些信息.

由于输入和输出是由 C 控制的编码连接的 ,这

样 ,R 的输出便是作为与 P、C相关的、特殊的协调

反应.

上述过程存在两种方式的循环 :1)单环循环 ,

P 根据 C的内容选择性地输入外界的刺激 ,经 C

的解读转化成行为 ,通过 R 投射到环境 ;2) 双环

循环 ,一个环为上述单环循环 ,另一个环为根据 P

的输入 ,通过修改 C的内容调和环境 E 和编码中

心 C之间的矛盾 (图 2) . 欧文·拉兹洛运用这个模

型对人类经验的各种复杂层次进行了说明. 这些

层次包括体内平衡反馈、感觉反馈、后感觉反馈.

在最后一个层次中 ,他还区分了科学、艺术与宗

教. 拉尔夫·D·斯泰西[3 ]把类似上述个人信息反

馈的网络纳入一个组织中. 组织的结构具有分形

的特征 ,组织的学习类似于个人的学习 ,根据不同

的反馈类型 ,相应的组织学习可分为单环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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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环学习.

把社会学网络分析与自组织联系起来的一种

分析方法是动态图理论. 通过它可以研究不同于

生物自组织的其他自组织现象. 方法是把组织表

示成一组程序 ( routines) [33 ] ,或相互作用的单元

(units) . 给每个程序或单元赋予 0～1 间的权重

(代表能力 performance level) ,并用线把有直接联

系的事务或单元间连起来. 组织的变革有两种方

式 :其一是改变网络的拓扑结构 ;其二是随机变动

某个单元以及与其直接相连的单元的表现水平.

第二种方式不仅简单而且可以表现出所有人们感

兴趣的特性. 因此大多数文献都以这种变革方式

为基础进行讨论. 组织变革的力量有内部成分和

外部成分[42 ] ,总体上说 ,组织变革的目的是为了

提高组织的能力[43 ] . 实际上 ,组织变革的逻辑不

能简化为最大化适应性函数 ,这些研究显示 ,尽管

进化规则不是最大化适应性函数 ,组织的适应性

水平仍可以得益于变革. OT经常假设只有成功的

组织才进化[27 ,44 ,45 ] ,而 CST认为所有的组织都进

化 ,但并非所有的进化都导致高的适应水平.

另一个研究热点是组织生态学. 它通过考察

环境对组织死亡率的影响[46 ] ,对变革频率和作用

的影响[47 ] ,以及对组织表现的影响[48 ]研究组织

选择和适应. 该领域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群的演化.

Bill McKelvey[49 ]运用 Stewart Kauffman 的“NK[ C]模

型”来研究协同进化企业群. 在多种计算实验的基

础上指出战略组织方法 ( strategic organizing ap2
proach)最易于创造竞争优势. 通过不同的纳什均

衡适应性水平 ,来展示一个公司内和介于公司与

竞争对手之间的价值链竞争优势与内外协同进化

密度的联系.

这个领域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收集分析

实验数据 ,但近几年也有些使用计算机模拟[50 ,20 ]

的趋势.

假设组织生态学与生物生态学有很多相似之

处 ,利用生物学的一些规则[51 ]不从增加适应性入

手来设计组织变革规则也是可以的[9 ] ,即组织即

使不最大化其适应性也可以进化. 组织演化的动

力学是一个混合物 ,既有随机特性 ,又是对内外压

力的反应. 尽管它不是受“适应性”驱使的 ,只有当

适应性增加时 ,变革才会成功. 这就允许用有限理

性的特点来考虑组织问题.

Simon[52 ]指出组织决策是否是为了达到某个

目标是有疑点的. Hannan 和 Freeman[42 ]进一步指

出组织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的 ,设计好的

变革的结果很难预期. 用 CST 语言来说 ,组织结

构是一个突现机构 ,受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的影

响[53 ] .因此肖纳·L·布朗和凯瑟琳·M·艾森哈特

主张边缘竞争 (competing on the edge) [54 ] .

3 　结束语

人类组织是复杂的自适应反馈网络. 复杂系

统理论给组织理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 借鉴

复杂系统理论的同时充分认识人的因素是必要

的.必需在实践中检验现有的复杂系统理论应用

于更为复杂的人类系统所产生的结果. 运用复杂

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进行人类组织的研究方兴

未艾. 透过复杂性的镜片更清晰地认识人们正在

从事的企业文化变革、全面质量管理 ( TQM) 、企业

流程再造 (BPR) 、战略管理等 ,可以更好地思考明

天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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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organization theory benefit from complexity systems theory

LI Liang , GUO Yao2huang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how organization theory (OT) can benefit from complexity systems

theory (CST) . Firstly , some characteristics , methodologies and paradigms of CST is displayed. Then , some fresh

insights that CST provides to OT are described , focusing on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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