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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与评价的基础上 , 构建了人际关系模式转型的模型 ,分析了经济转型如何通过社会

平台 ,进而通过组织平台和个体平台 , 推动企业人际关系模式的转型。 最后分析了网络经济时代企业人际关系模式的特征 ,

并就企业如何推动人际关系模式转型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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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network economy ,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enterprises becomes a key factor for enterprise' s improving its

performance.After review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model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ode transition , analyzes how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fluences the enterpri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ode through the social platform and then the organizational platform

and the individual platform.Finally ,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ode in the network economy era , and

gives some advices on how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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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文献回顾及其评价

在管理学领域 ,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泰罗(Taylor , 1911)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中主

张进行效率革命 ,提出经济人假设 ,同时他也注意到

关心员工的重要性 。福丽特(Follett , 1918)指出 ,通

过使雇员和管理者专注于他们共同的目标 ,可以减

少冲突 。20世纪 20年代中期至 30年代初期 ,梅奥

(Mayo)等人的霍桑试验(Howthorne Studies)成为人际

关系研究的里程碑 ,形成了著名的人际关系学说 ,在

此基础上形成 、发展了行为科学理论。之后 ,巴纳德

(Barnard , 1938)进一步研究了非正式组织 ,认为组

织中存在非正式组织 ,这些非正式组织会对正式组

织产生影响。马斯洛(Maslow , 1943)提出的需要层

次论 , 推动了人际关系研究的发展。麦格莱格

(1957)提出了 X理论和 Y理论 ,认为基于不同的人

性本质假设 ,在企业中会形成不同的上下级之间的

人际关系 ,对此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控制方式 。赫茨

博格(Herzberg , 1959)提出的双因素理论 ,将影响人

行为的因素分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Sarachek

(1968)基于合作和冲突的程度以及个性独立性两个

判别纬度 ,分析了八种上下属之间的人际关系类型 ,

即神授权力型关系 、施虐与受虐型关系 、家长主义型

关系 、自由放任型关系 、官僚集权型关系 、策略取胜

型关系 、偏离规则型关系和共同合作型关系 。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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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70年代 ,人际关系研究达到顶峰 ,有关雇员自我

改善的研究得到很大发展 。心理契约是近年来人际

关系研究的热点 ,它描述的是员工期望对组织的贡

献和组织将会给予员工的相应报酬 。

在我国 ,王询(1994)研究了人际关系模式与经

济组织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 ,刘军(1999)研究了人

际关系模式对企业组建成本和组织方式的影响。但

是 ,系统研究人际关系模式的影响因素及其类型和

特征 ,特别是研究网络环境下企业人际关系模式转

型的文献还不多。在网络经济时代 ,网络已经成为

人们生活和企业运作的重要工具 ,企业必须跨越企

业边界 ,寻求与外界组织之间的合作 ,提高企业资源

的整合力度和控制力度。网络改变了组织中雇员的

知识获取方式 ,使得知识成为权力的重要来源 。无

论是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发展 ,还是企业内部雇员

关系的变化 ,都要求企业人际关系实现转型。本文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

二 、本文的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 。经济转型是通过

如下逻辑链条对企业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的:工业经

济时代向网络经济时代的转型 ,对企业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社会平台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沟

通技术 、核心资源 、价值观念和法律环境等方面的变

革上;社会平台变革又对组织平台和个体平台产生

影响 ,而组织平台对个体平台也会产生影响;最终 ,

企业人际关系在组织平台和个体平台变革的作用下

发生转型 ,具体表现在人性假设 、目标协同 、关系基

础和人际沟通等方面 。本文遵循从外部到内部 、从

宏观到微观 、从整体到局部的研究逻辑 ,提出是网络

技术引起了社会平台各个要素的变革 ,进而推动了

组织结构 、组织沟通和权力体系的变化 ,以及雇员个

性 、雇员感知和雇员压力的变化 ,并最终引起企业人

际关系模式的变化。

图 1　企业人际关系模式转型研究框架图

三 、网络经济时代的人际关系模式转型分析

(一)经济转型对社会平台的影响

经济转型涉及技术转型和制度转型 ,它对社会

平台的影响包括沟通技术 、核心资源 、价值观念和法

律环境等方面。

1.沟通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工业经济

时代企业信息资源无法整合或整合度较低的状况 ,

拓展了企业活动空间 ,使得远程控制和资源整合成

为可能 ,同时 ,降低了信息交易成本 ,拓宽了社会沟

通空间 ,提高了社会沟通效率。社会关系网成为企

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盟 、价值链整

合 、资源共享 、产业裂变与产业融合等 ,使得组织内

部沟通和组织间沟通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加强。在网

络环境下 ,企业必须积极搭建资源整合平台 ,以整合

企业内部资源 、供应链资源甚至产业层资源 ,而资源

整合平台的搭建及其运行依赖于企业外部网络建设

和内部组织变革 ,这客观上要求企业对人际关系进

行适应性调整 ,以适应组织变革的需要。

2.核心资源。经济转型使得物质资本的重要性

让位于知识资本 ,知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作

为知识创造最为重要的源泉 ,人及人际关系成为企

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德鲁克(1988)认为 ,未来的

典型企业应该称为信息型组织 ,它以知识为基础 ,由

各种专家组成。日本学者 Nonaka Ikujiro(1991)认

为 ,未来的企业是知识创新型企业 ,其核心任务是持

续创新 ,这种知识创新并不是对客观信息进行简单

的加工处理 ,而是激发员工头脑中的潜在想法 、直觉

和灵感 。由此可见 ,企业必须进行人际关系转型 ,建

立能激发雇员潜力和创造性精神的人际关系氛围 ,

以适应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创新的需要 。

3.价值观念。网络技术的发展拓宽了雇员的人

际范围 ,使民主与自由的意识得到空前加强 。社会

更加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伦理道德 ,关心企业声

誉建设 ,追求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客观上要求企业

注重人际关系建设 ,处理好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人

际关系以及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构建和谐的企

业竞争氛围 ,避免因人际关系紧张而影响企业绩效。

同时 ,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企业提高自身声誉 ,

扩大其社会影响。

4.法律环境。工业经济时代侧重于规范市场竞

争秩序 ,追求经济发展速度 ,而在网络环境下 ,人才

的重要性得到重视 ,企业强调人本管理 ,使得法制建

设的重点落在尊重人才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因

此 ,企业必须更加重视人际关系建设 ,关注雇员正当

权益的满足 ,避免由于侵犯雇员的正当权益而引发

法律诉讼 ,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

(二)社会平台变革对组织平台的影响

经济的转型使社会的沟通技术 、社会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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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核心资源 、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及法律环境

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必然对企业组织的运行方式

产生影响 ,体现在组织结构 、权力体系和组织沟通三

个方面。

1.组织结构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组织结构经

历了古典型 、U 型和 H 型等变化 ,这些组织结构具

有职位导向 、封闭性和机械性等特征 ,强调上级对下

级的控制。在网络经济时代 ,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

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的要求(林志扬 ,2004),

越发显示出其局限性 。詹姆斯·迈天(1999)根据企

业实践 ,总结出一些新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美国电

话电报公司(AT&T)的圆屋顶型结构 、百事可乐

(Pepsi Co.)的倒金字塔结构和伊斯特曼化学公司

(Chemical Company)的比萨饼结构 , 还有网络式结

构 、簇状结构和虚拟结构等 。鲁宾斯坦和弗斯腾伯

(1999)还提出了大脑型组织 。这些组织结构的共同

特征是扁平化 、网络化 、虚拟化 、模块化和边界模糊

化。

组织结构的变革 ,客观上要求企业加强沟通 ,提

高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源整合能力 ,在企业之间提倡

合作竞争与资源共享 ,这使得企业的人际关系能力

显得特别重要。组织结构形式变革是企业组织变革

的表现形式 ,企业的组织变革改变了企业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形成了新的企业内部环境(林志扬 ,

2003)。组织结构影响组织沟通 、组织决策和管理幅

度 ,影响雇员的信息传递和人际交流 ,从而对企业的

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组织结构对雇员的活动空间也

会产生重要影响 ,决定了雇员的工作内容 ,从而影响

雇员与工作的匹配性 。组织结构设计的导向性影响

雇员的人际关系 ,基于职位的权力导向型组织结构

会制约雇员的活动空间 ,容易扼杀雇员的创新精神 ,

而基于顾客需求的流程导向型组织结构则能形成自

由 、分权 、民主的人际氛围 ,使雇员拥有更大的活动

空间和活动自由 ,有助于提高人际关系的融洽度和

满意度。

2.权力体系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权力体系是

基于职位的正式权力 ,物本管理的属性决定了企业

权力集中于物质资源所有者和合法权力拥有者 ,企

业权力主要是基于企业等级链 ,权力体现的是一种

谁服从谁和谁控制谁的关系。在网络经济时代 ,信

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沟

通方式 ,使得企业的每个成员更容易获得自己所需

的信息。信息的传递渠道不再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

上 ,而是基于网络渠道进行传递。鲁宾斯坦(1999)

认为 ,在新型组织中 ,领导层应该放弃命令和专制 ,

营造一种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宽松环境。刘茂

松 、陈素琼(2005)研究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治理

结构中权威关系的变化 ,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 ,由于

人力资本沉淀成本的不可忽略性和物质资本沉淀成

本的减少和转移 ,企业权威体系中应该是人力资本

所有者拥有权威。总体而言 ,在网络环境下 ,企业权

力关系将发生重大转型 ,它不再是基于职位的官僚

等级制 ,而是以知识和能力的动态网络关系为基础 ,

企业权力体系将是一个权力相互制衡的体系 ,企业

员工之间的命令型关系将逐渐转为互相依赖和互相

合作的关系 。

3.组织沟通。工业经济时代的组织沟通形式主

要是面对面的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 ,正式沟通渠道

主要是企业等级链 ,非正式沟通更多地局限于组织

内部。在网络经济时代 ,组织沟通发生了重大变革 ,

网络会议 、网上办公成为企业组织沟通的重要手段。

正式沟通突破了传统等级链的局限性 ,实现了网络

式全渠道沟通 ,组织成员可以在组织的任何位置接

收到所需要的任何信息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组织沟

通效率。有效的组织沟通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 ,

从而提高雇员和组织的业绩 。非正式沟通有助于增

强雇员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从而增强雇员之间的目

标协同性 、沟通融洽度 、关系密切度 、行动一致性和

需求满足度。如果没有正确引导 ,非正式组织也可

能引发雇员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张局面 ,造成组织的

动荡和混乱 ,所以必须正确加以引导 。

(三)社会平台和组织平台变革对个体平台的影

响

社会环境和企业运行方式的变化 ,形成企业成

员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 ,从而引起企业员工的

个性 、感知和压力等方面的变化 。

1.个性。个性是遗传和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 ,

能够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而变化(Boyatzis 、Stubbs 、

Taylor , 2002)。个性积极乐观的雇员与消极悲观的

雇员相比 ,其业绩水平更高(Luthans , 2002)。一般

而言 ,个性相似的雇员能够更好地相处 ,而个性的冲

突将对人的行为 、人际关系和工作绩效产生负面影

响(Schaubroeck and Lam , 2002)。工业经济时代的人

际关系范围相对狭小和封闭 ,雇员对于同事的依赖

性较强。网络促进了人们之间的沟通 ,拓展了雇员

的社会交际圈 ,使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能够通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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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进行沟通 ,雇员变得更为开放和富有创新力 ,从而

自尊意识得到增强 ,雇员对权益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

因此 ,人际关系模式研究必须考虑个性对于人际关

系的影响 ,研究网络环境下雇员个性的变化以及这

种变化对企业人际关系模式转型的影响 。

2.感知 。人对于环境刺激的感知受遗传 、个性 、

智力和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雇员对于同一环

境刺激会有不同的感受。这种感知差异如果没有得

到合理处置 ,就会使雇员之间产生感知冲突 ,从而破

坏企业内和谐的人际关系 。工业经济时代 ,由于存

在沟通障碍 ,雇员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较为低下 ,使

得感知差异和感知冲突较为明显。在网络环境下 ,

网络促使雇员之间的沟通更为自由和充分 ,从而使

由于信息不充分而导致的感知差异和感知冲突减

少。但企业成员的多元化也会使员工面临更为复杂

的人际关系 ,员工文化背景和民族习惯的差异 ,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沟通 ,导致感知冲突升

级。因此 ,企业要积极创造条件 ,促进雇员之间的沟

通 ,改善人际关系 ,提高雇员的工作满意度。

3.压力。压力的影响因素包括个性类型 、组织

气氛 、管理风格和工作满意度等。研究表明 ,适当的

压力对员工有正面影响 ,但过多的压力会产生负面

影响(Waller Conte and Carpenter , 2001)。太多的压

力会影响员工的身心健康 、工作士气 、生产效率和组

织绩效 ,进而影响企业的人际关系和运行效率 。过

多压力还会影响雇员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使之

出现各种职业病和精神失常等 。工业经济时代的企

业重视物本管理 ,过分追求经济效益 ,忽视雇员的个

性发展和需求 ,导致雇员工作生活质量低下 ,工作压

力大 。在网络经济时代 ,企业更加重视人本管理 ,尊

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雇员价值观 ,通过改善工作

环境和雇员培训等来提高雇员的工作满意度 ,这有

助于降低雇员的工作压力 。但是 ,网络技术也会带

来结构性失业 ,部分雇员由于无法适应新的工作环

境而面临职业危机。

(四)网络经济时代企业人际关系模式的特征分

析

在网络经济时代 ,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

平台发生了重大变革 。这种变革通过对组织平台和

个体平台各个要素的影响 ,最终影响企业人际关系

模式的转型。网络经济时代企业人际关系模式的特

征体现在人性认识 、目标协同性 、人际关系基础和人

际沟通等方面。

1.人性认识。在工业经济时代早期 ,企业将雇

员视为经济人 。人际关系学说认为 ,良好的人际关

系使人的心理得到满足 ,而得到满足的员工能提高

工作效率 。但是 ,这种社会人的认识仍然是把人作

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一种手段 ,其目的是通过安抚雇

员来提高雇员工作绩效 ,其行为是以组织业绩为导

向的 。在这种人性假设基础上 ,雇员的人性自由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 ,雇员仍然从属于企业 ,其社会方面

的满足是企业的一种施舍。在网络经济时代 ,这种

传统的人性假设受到根本性挑战 ,雇员追求自我价

值实现的呼声日益高涨 ,人性自由与平等得到重视。

这就要求企业在人际关系建设过程中 ,充分尊重员

工的个性自由和价值观念 ,尊重雇员的权益要求 ,帮

助其实现自我价值 ,创造自由 、民主和平等的企业人

际关系氛围 ,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避免人事诉讼案

件的发生。

2.目标协同。工业经济时代企业与员工的目标

被认为是对立的 ,企业将人际关系改善视为操纵雇

员和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手段 ,其行为是组织利益

导向型的 ,同时 ,企业将人际管理费用视为一项成

本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 ,员工与企业的目标被认为

是一致的 ,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能通过合作来共

同实现目标 ,企业也将人际关系管理费用视为一项

关系投资。因此 ,企业积极创造双赢的组织氛围 ,其

行为是共同利益导向型的 ,旨在建立长期的互惠关

系 。目标协同为企业人际关系转型设定了一个基本

原则 ,使得企业人际关系转型能够朝着双赢的方向

发展。

3.关系基础。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人际关系是

基于职位和权威的 ,而网络环境下的企业人际关系

更多的是基于信息 、知识和能力 ,这就使得企业必须

改变传统的上下级关系 ,代之以平等的成员合作 ,重

视员工之间的合作关系 。员工关系的转变从根本上

改变了人际关系模式 ,使企业必须重新审视人际关

系的建立与维持 ,使之建立在知识与合作的基础之

上 。因此 ,经济转型要求企业人际关系模式进行转

型 ,从原先忽视雇员个性转为高度重视雇员个性的

差异及其融合 ,雇员工作的目的也从满足生存转为

注重工作生活质量 。这就要求企业转变人际关系理

念 ,变革人际关系模式 ,以满足雇员发展的需要 。

4.人际沟通。工业经济时代人际沟通是按照企

业等级链进行的 ,是一种封闭的 、单位内部的传达式

沟通。在网络环境下 ,人际沟通是基于信息 、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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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网络式全渠道沟通 ,具有开放性 、跨边界性和

互动性等特征。网络式全渠道沟通能够增强沟通的

实效性 、充分性和准确性 ,提高沟通的互动效果 ,从

而使人际关系建立在长久 、稳定 、和谐 、互利的基础

之上 。

四 、结论与建议

现代社会正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

变 ,这种转变要求企业必须认真思考人际关系模式

的变革 。网络经济时代 ,企业人际关系具有如下特

征:尊重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 ,保持企业目标与员工

目标的协同;积极创造双赢的局面 ,并将人际关系管

理视为一项投资行为;人际关系以信息 、知识和能力

为基础 ,实现网络的 、开放的 、跨越团队和组织边界

的全方位互动式沟通 。为此 ,企业必须采取措施 ,促

使企业人际关系转型 ,以适应网络经济时代的要求 。

这些措施包括:搭建新的信息沟通平台 ,使员工能够

参与信息发布 、沟通与共享;加强员工的多元化管

理 ,为员工互动沟通创造条件 ,避免组织冲突升级;

尊重员工个性需求 ,提高管理伦理与道德水平 ,帮助

员工实现自我价值;改善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 ,关心

员工生活 ,提高其工作满意度 ,降低其工作压力;转

变管理理念 ,将人际关系管理视为一项人力资本投

资 ,而不是一项管理费用;开展人际关系技能的培

训 ,提高管理者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进行组织

结构的网络化设计 ,完善组织的沟通渠道 ,实现组织

沟通的网络化;改变企业权力体系 ,使之朝着基于信

息 、知识和能力的权力制衡体系方向发展;加强企业

诚信建设 ,提高组织内员工的诚信水平 ,促进企业人

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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