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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思想，借鉴脑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比分析脑功能原理与和谐的 

耦合机制，在规则系统的层面上初步描述和提出了和谐管理在复杂问题求解上的大脑耦合模 

式．该模式指出：和谐的耦合过程是一个和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在组织网络不同层级间相互 

作用的动态适应和演化的过程，而组织整体一致性的达成也正是“诱导演化”和“理性设计”在 
一 定条件下相互耦合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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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 

满了变革，其间的组织形态乃至性质、管理方法以 

及模式都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组织如 

何才能在日益复杂多变的条件下更好地生存和发 

展”则更是成为管理研究者和实践家所衷心希望 

解答的一个根本问题 j．如果说旧世界的特点是 

管理事务的话，那么新世界的特点就是需要处理 

复杂一I,~E2 J．在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中，诸多系统、 

层次以及因素的关联互动交织结成了一张复杂网 

络(突出的例证是企业可以看作是由一系列紧密 

关联且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系统 j)，管理 

研究和实践活动都迫切需要探明这一复杂网络中 

诸多系统、层次以及因素的耦合机制和作用机理． 

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为人们观察和认识现实世 

界中的经济、管理现象和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 

工具 ．Simon的经典著作中即体现和利用了脑科学 

的成果[ ，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认知科学、脑 

科学取得了长足进展，2002年诺贝经济学奖授予 

了“实验经济学”，其领域实际上就是脑科学与经 

济学的交叉，获奖者 Vemon L．Smith即将其称之为 

“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 j、Mintzberg曾经 

试图通过对人脑区域的了解，来回答在管理过程中 

分析和直觉之间的关系 j，尽管西蒙和明兹伯格存 

在争论l1⋯，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基本结论上达成 

共识，那就是：管理中的效率，最终决定于分析进程 

和直觉进程的结合程度_1 ．汲取其中的科学营养， 

对于寻求日益复杂的管理问题的解决之道，有着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人脑作为世界上最精巧、最复杂的物质器官 

和组织系统，向人们呈现出了一幅左、右半脑间既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耦合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 

的奇妙景象，数目庞大的脑细胞和脑区怎样构成 

了功能网络或者说功能系统呢?内在的功能原理 

又是什么?可以为管理研究提供哪些有益的启示 

呢?本文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思想，借鉴了脑科 

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规则系统的层面上对和谐 

耦合机制进行初步的探讨． 

1 面向复杂性：和谐管理理论 

在管理理论的共生丛林中，不论是极具认识 

论价值的“科学管理”、“行为主义”、“权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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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范式意义上的“科层”、“一般管理职能——管 

理过程”，以及欠缺范式意义但影响深远的“组织 

再造”、“全面质量管理”、“领导变革”等管理运动， 

它们确实为管理实践提供了各自视角下的有益的 

指导，也丰富和推动了管理研究的发展．但是，必 

须承认，在直面复杂的管理现实时，这些传统管理 

理论或者新兴的管理运动在理论上所产生的问题 

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实践上的问题似乎比它们所解 

决的还要多．毕竟，明确地 宣告 “确 定性 的终 

结”l12]，开始“探索复杂性”l j，从而要求管理实 

践者和研究者具有“复杂性中的思维”_1 ，其历史 

并不比管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长．正是在“面向 

复杂性”的意义上，席酉民教授等开始了一种新的 

管理理论体系——和谐管理理论的探索和进一步 

的研究与深化[15～ ，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 

论框架，如图 1所示： 

和j皆主题的搜索和判定 绕和谐主题的双规则稆合 体现为一定的绩效 

图 1 和谐管理理论基本框架 

Fjg．1 3]aeoretica]framework of HeXie management 

其中，和谐主题(HeXie Theme，HT)是指组织 加以充分或较为充分(在成本——收益分析的意 

在一定时期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或要解决的核心 义下)认识、从而可以进行科学设计和控制的管理 

问题，和谐主题的搜索与判定主要地受环境(En． 任务，就交由谐则解决，谐则提供了具体规定的行 

vironment，E)、组织(Organization，0)和领导(Leader． 为路线 ．对于那些因环境的变化和人的有限理性 

ship，L)因素的影响．在和谐主题确定之后，围绕 所造成的不能事先规定行为路线的管理任务，则 

主题的实现，谐则(Xie Principles，XP)主要着眼于 交由和则解决，和则提供了组织中可以自由选择 

行为路线的事先规定和安排，以形成一种在相对 的环境空间．而围绕和谐主题的和谐耦合则为动 

确定性下进行理性设计和优化的控制机制；和则 态一致性即和谐的达成准备了条件．对和则的深 

(H PrinciPle ，HP)主要着眼于不确定性的消减和 化部分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谐则，而人在谐则 

利用，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 运用过程中的能动反应又会产生新问题，需要运 

形成能动致变的演化机制；而和谐耦合 (HeXie 用新的和则来解决．实际上，和则与谐则的耦合过 

Coupling，Hc)则体现了和则与谐则围绕主题在不 程是一个在互动中不问断的螺旋式推进的过程． 

同条件下、不同层次问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及系 在新的管理系统观下，围绕和谐主题的和则与谐 

统整体的涌现特性，体现了目的导向下的适应性 则的耦合被看作是管理的灵魂，它充分而又鲜明 

涫化 ． 地反映了管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 

和谐管理就是组织为了达到其目标，在复杂 

多变的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以“设计优化”和 

“诱导演化”及其耦合为手段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的 

实践活动．在现实世界里，不和谐是绝对的，而和 

谐总是相对的，和谐管理致力于使组织系统由不 

和谐状态逐步趋向和谐状态(HX)，不断地逼近和 

实现组织所期望的管理绩效(P)．对于可以事先 

2 最复杂的网络：脑整体网络 

作为宇宙中已知最复杂的组织结构，大脑中 

存在着数量巨大的脑区，这些截然不同的脑区基 

于脑功能的分离(segregation)与整合(intergration)， 

携手在不同的功能中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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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人的左半脑和右半 脑分工 明确、各 司其 职②，如图2所示． 

左脑 

功能 

有脑 

功能 

图2 左半脑和右半脑的分工 

Fig．2 Division of the left—and 曲t—hemisphere 

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脑的复杂性主要地体 

现在其组成单元之间极其复杂多样的、非线性的 

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上．Maimer也指出：“复杂性 

和非线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进化中的显著 

特征，甚至我们的大脑也表现为受制于我们大脑 

中复杂网络的非线性动力学”_1 ．那么，在这种非 

线性的作用之中，就某一具体问题或任务而言，大 

脑是如何进行分工设计的?左右半脑之间又是如 

何进行交流沟通的呢?为探明这一问题，科学家 

们设计了一个独特的试验，借助核磁共振功能成 

像技术(FMRI)和特殊手段对受试者的脑部活动 

进行追踪观测 ，发现了大脑内部协调左右脑工作 

的“管理中心”及其控制交流机制．大脑前带皮质 

(anterior cingular cortex，ACC)作为大脑“管理 中 

心”成为将某一具体问题或任务交由左半脑还是 

右半脑解决的决定者．ACC作为大脑的管理中心 

首先判断具体问题的性质，然后根据问题的不同 

性质“通知”相应负责的半脑，将任务“分配”下去， 

并同时承担着左右半脑之间互相交流、相互协调 

的功能[27]． 

唐孝威【勰_从物理学角度在系统水平上探讨 

了脑功能原理，指出系统水平上的脑功能活动是 

．
， 

左利 音乐欣赏 

由诸多功能各异而又相互作用的脑功能子系统的 

分工整合的动态活动过程所构成，并与物理现象 

做类比，提出了的“意识涌现的相变模型”．从过程 

的角度来看，作为大脑高级功能的意识的涌现过 

程是表征内容的脑区和调节系统、控制系统脑区 

联合行动的过程，而和谐的耦合过程本身也是和 

则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在组织网络不同层级间相 

互作用的一个适应和演化的过程．在“确定主题 
— —

分解问题——将问题交由谐则或(与)和则处 

理 ，并围绕主题进行沟通和协调”这一和谐管理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其中所蕴涵的与大脑 

处理问题的相同的逻辑．本文将在下面借鉴意识 

涌现的相变过程来考察和谐的耦合过程． 

3 和谐耦合的大脑模式：规则系统 

水平上的探讨 

3．1 意识涌现与和谐耦合的过程分析 

首先将和谐耦合的过程与意识涌现的过程作 

类比，借鉴意识涌现的相变模型来描述和分析和 

谐的耦合过程，如表 1所示． 

② 研究表明，这种区分体现了脑功能定位观念的影响，并不十分严格(H．Haken著：《大脑工作原理》，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pl3)，但并不 
是对脑功能制约下的结构复杂性和脑结构制约下的功能复杂性的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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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涌现的相变模型认为，当大脑受到刺激 

之后，一定的脑区被激活，并传递到更高一级的脑 

区，然后，再在更高一级的脑区上激活并向上传 

递，当激活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时，即发生了从无 

意识状态到意识状态的相变．只有注意到的刺激 

才会引起意识，意识内容的选择取决于注意的机 

，强烈神经元兴奋模式体现了最重要的信息 

进人意识并处于支配地位的过程[3o J． 

而和谐的耦合过程也存在这样的“注意机 

种信息，组织必须运用其所拥有的企业家才能，致 

力于对组织生存发展最为有利的和谐主题的搜索 

和判定．而要达到这一点，则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 
— —

其一，必须使信息传递和处理的多通道成为 

可能；其二，必须选择约束条件下最重要的信息． 

确定一定时间段之内的和谐主题，实际上相当于 

在综合考察了环境、组织、领导等方面的情况之 

后，使得最重要的任务处于被“注意”的状态和支 

配地位．围绕主题的和谐双规则的运用，则为组织 

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之中，面对同时输人的多 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 ． 

表 1 意识涌现与和谐耦合的过程描述 

Table 1 Vt'oc~ss of cons(!tousness emergence and HeXie Coupling 

意识的涌现 和谐的耦合 

外界的物理刺激 复杂多变的环境的影响 

V 

过 一定的脑区被激活 围绕主题的和则、谐则 

不同层级间的关联互动 
V 

程 依次向高一级脑区传递 

V 

发生相变：意识涌现 组织的整体秩序 

整合性 整合性 

复杂性 复杂性 

特点 个体私密性 组织特性 

流动性 不同主题下，和则、谐则主导地位的变动性 

适度性 不同主题下，和则 、谐则之间的动态一致性 

模型 意识涌现的相变模型 和谐原型 

同时，在意识的涌现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整合 

性、复杂性[31]、个体私密性、流动性 、适度性 j 

等意识活动的特点．而和谐的耦合过程也相应地 

表现出了整合性 、复杂性、组织特性、以及“不同主 

题下，和则、谐则主导地位的变动性”和“不同主题 

下，和则、谐则之间的动态一致性”等特点．其中意 

识活动的“适度性”意指正常的清醒的意识状态必 

定处于适度兴奋状态，因为人的意识也会处于丧 

失状态：比如极度低下的活动状态(休克、昏迷等) 

或者癫痫发作时的极度耗能的高亢奋状态等．在 

真实世界里，人们也能够观察到：和则、谐则的运 

用，并不必然保证组织管理问题的圆满解决．实际 

上，在组织管理的实践活动中，耦合也常常出现这 

样那样的问题——或者表现为由于经验主义、系 

统内过多的关联而造成的“复杂性灾难”，或者表 

现为由于割裂主义、系统逐渐丧失适应性而造成 

的“失误性灾难”[ ．只有围绕着特定的和谐主 

题，使和则、谐则保持一种动态的整体一致性，才 

能达到组织的“正常的清醒的”和谐状态． 

3．2 大脑系统与和谐管理的对比分析 

从系统水平的层次来看，脑功能活动表现为 

功能子系统的分工整合，而和谐的耦合表现为和 

则与谐则围绕主题的关联互动，所以，可以通过脑 

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和谐管理的理论体系，将 

大脑的结构——功能系统与组织的和谐管理系统 

作一个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 

表 2没有简单地从“脑结构”人手，而是突出 

了脑功能制约下的结构复杂性和脑结构制约下的 

功能复杂性Ⅲ3 ．这是因为，一方面，不能说脑的某 
一 功能(比如记忆)就是某一脑区(比如海马区)所 

独有的功能，它实际上是全体脑细胞的普遍功能， 

因为脑是整体的(holistic)．正如赫伯特·西蒙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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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双脑”假说时所指出的那样：“生理学研究只是 

证明了脑半球有某种程度的分工”，但并没有证据 

暗示说：“左右脑半球能够相互独立地解决问题 、 

制定决策或做出重大发现”[61．另一方面，不能也 

不应该将和谐管理中的“和则”与“谐则”加以不断 

地细分，以使之与难以计数的脑区机械地一一对 

应 ．图 3给出了和谐管理和大脑系统在复杂问题 

求解上的基本模式，较为直观地体现了和谐管理 

处理问题和大脑处理问题在方式和逻辑上的相 

似性． 

表2 大脑系统与和谐管理的对比分析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brain system and HeXie management 

对大脑的刻划 对和谐管理的分析 

生物大分子 作为基本单元的人，物要素 

相 互 制 

约、相互 单个神经元
、神经元簇和神经元簇回路 要素组合：{人与人}、{人与物}， 

作 用 的 

结 构一 和则：不确定性的消减和利用 

功 能 系 脑功能子系统 谐则
：确定性下的设计和优化 

统 

脑整体网络 组织整体系统 

大脑前带皮质(ACC)： 和谐的耦合： 管理中心 

使左、右半脑协调运作 使和则与谐则展开“对话” 

模 式 结构一功能模式 机制一秩序模式 

特 性 1．层次性 2．整体性 3复杂性 

和谐管理： 和谐主题的 围绕和谐主题的 一致性的达成 体现为一定的绩效 

搜索和判定 双规则的运用 (人与物互动秩序 ) 

大脑系统： 对物理刺激的 A(：(：管理下的 腑功能的涌现 体现为一定的行为 
选择性注意 左右酗分 协作 

图 3 和诣管理和大脑系统在复杂问题求解上的基本模式 

Fig．3 Basic model in solving complex problem of HeXie management and brain system 

在大脑的问题求解模式中，存在着典型的“涌 但这并不意味着耦合后所产生的秩序就一定是一 

现”特征：神经系统整体的表现是无法简单地还原 种井然有序的稳定态、就一定是一种“和谐”的秩 

到单个神经元层次上去的；和谐管理中的“机制一 序．这是因为，本来应随不同的时间区段、地域、行 

秩序”模式亦然，通过和谐耦合机制所涌现出的秩 业而变化的和则与谐则，会由于资源上的约束，尤 

序，也不能简单地还原到人与物的基本要素上．因 其是组织成员(包括组织的领导者、管理者和一般 

为“个人行动整合人的秩序，并不产生于个人所追 成员)的有限理陛，造成运用上的缺憾乃至错误．也 

求的具体目的，而产生于他们对规则的遵循” ； 就是说，耦合本身存在一个程度的问题，耦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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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低决定了组织绩效实现程度的高低． 

同时，必须进一步加以解释的是和谐耦合的 

“机制一秩序”模式 ．所谓的和谐机制是指和则与谐 

则围绕和谐主题耦合后所形成的能反映组织内在 

整体性且具有对环境应变能力的机制．而模式中的 

“秩序”，则是哈耶克意义上就“任何一种复杂现象 

来说”都“不可或缺的”、“用以描述复杂现象的最为 

妥适的术语”．“所谓‘秩序’，我们将一以贯之地意 

指这样一种事态(state of affairs)，其间，无数且各种 

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可 

以从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 

some spatial or temporal part)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 

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 

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I37J． 

唐方成等 j利用系统分析和模块化设计的 

思想，针对和谐管理中和谐主题、和、谐以及环境 

这四个模块之间的关联互动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进 

行了仿真，结果表明，和谐管理的耦合机制具有在 

局部最优和全局最优之间“适应性游走”的特征， 

并涌现出值得关注的复杂性．和谐的耦合将确定 

性优化和不确定性利用过程中丰富多彩的管理活 

动展现在人们面前，如果没有和谐的耦合，和则与 

谐则只是孤零零的两套规则体系，而决不是能够 

良I生互动、推动组织向着所期望的秩序发展的“和 

谐统一体”． 

3．3 和谐耦合：整体一致性的达成 

在新的认识论的指导下，和谐管理理论主张 

“两条腿”走路——如果把“和则”与“谐则”、“不确 

定性利用”与“确定性下的优化”比作“两条腿”的 

话，那么和谐的耦合就是要解决如何才能做到步 

调一致、协调有序 ，即如何才能走得又稳、又快、又 

好的问题．和谐耦合的关键是揭示在特定的环境 

下所涌现的组织问题或任务如何通过“和则”、“谐 

则”及其组合来解决 ．图4给出了一个有人参与的 

系统(组织)通过和谐耦合而达成动态的整体一致 

性的过程． 

图 4 和谭耦合 ：整体一致性的达成 

ng，4 HeXie Coupling：realization of global coherence of organization 

可以看出，在图 4中，“谐”是建立在组织对个 人对组织 的信任(当然这涉及到一个程度的问 

人行为路线的预先设定以及物要素关系优化的基 题)，则契约的“联结”将得不到实现；若没有组织 

础之上的；而实现“和”的基础则是组织与个人之 对个人的信任，则组织所面临的风险大增，因为组 

间的相互信任，尽管它并非“和”的全部．信任是重 织应对和利用不确定性的风险实际上是寄托在个 

要的，是交易中的关键组成成分 3 ～ ，若没有个 人身上的．若组织中缺乏信任的根基，说明其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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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则存在缺陷和不足，形成并实施新的有成效 

的和则正是该组织管理者所应着手解决的重大问 

题之一．对图4中需要加以解释的地方似乎是：何 

以强调环境诱导、自主演化的和则的运用中，还是 

出现了“设计”的思想?考察现实可以发现：与其 

说这是一种“设计”，不如说这是一种“目的导向的 

适应性演化”，因为进行环境设计，正是为了通过 

此种环境下组织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达到组 

织对不确定性利用的目的，这正是一种具有管理 

特征的“目的导向的适应性演化”．所谓 自发秩序 

或者自发演化，是说没有任何个人可以从根本上 

改变或者去操纵这一演化过程，并不是说在这种 

秩序的形成过程或演进过程中，就不需要人的设 

计、人的决策[41j．而在和谐管理中所强调的设计 

正是此种意义、演化框架下的设计，只要不破坏内 

部规则的正常运行 ，也就是说，只要遵守不会令 

“理性的自负”产生“致命的”后果的边界，此种设 

计亦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利用“分立 

的知识”的一种表现．和谐耦合的过程是一个和则 

与谐则围绕和谐主题在组织网络不同层级间相互 

作用的适应和演化的过程，而组织整体一致性的 

达成也正是“环境诱导”和“理性设计”在一定条件 

下相互耦合的结果． 

实际上，“和”“谐”本身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统一体，之所以将其分开并从中引申出“和 

则”与“谐则”这样两套规则系统，一方面是出于理 

论建构时所必须遵循的可分析的要求；另一方面， 

也是从“不确定性”和“确定性”这一如何看待世界 

的根本观点的划分中自然而然地提出的紧密联 

系、相互作用的一条复杂问题的求解思路．主客观 

情况都说明，管理问题的有效解决无法简单(有时 

也没必要)将主观情感的一面归结或转化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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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problem solving：Brain model of HeXie Coupling  

X／You—min ，ZENG Xian-ju ，TANG Fang—cheng2 

1．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In terms of HeXie Management Theory and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brain science，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principle of brain function an d HeXie Coupling mechanism．The basic model of HeXie Man agement 

on complexity problem solving is presented．and the“mechanism-order’’model of HeXie Coupling on the level of 

rule system is discussed．Th e model points out that HeXie Coupling is a dynamic an d evolving process，during 

which He Principle and Xie Principle under HeXie Theme adjust to each other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al network．And it is HeXie Coupling that helps inducement evolution and rational design to realize the coherence of 

organ ization as a whole． 

Key words：HeXie Management；coupling mechanism；brain function；complexity；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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