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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的各种组织、组织的各个层面以及组织的各个发展阶段，政治行为

无时无处不在，“组织政治”已成为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领域重要的

研究课题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资源知识化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全球经济竞争愈发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形势，各类组织对影响

其产品及服务质量的因素更加关注。对组织政治的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之一就是

组织政治对员工的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当组织成员对于政治行为产生知觉，其

行为及态度将会对组织造成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组织成员的知识分享意愿将极大的影响到组织推行

知识管理的效果。当组织成员感受到较高的组织政治时，组织内的成员愈加视

其所拥有的知识为自我地位及权力的来源与保障，并且将知识占为己有，不与

他人分享，以巩固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 

故本文以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法，引用相对成

熟的调查问卷，并使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来研究组织政治知觉各维度对

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同时验证人口统计学变量，即不同个体特性以及组

织特性在组织政治知觉与知识分享意愿上的差异。 

本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国内的组织政治知觉量表符合三个维度的设计，而知识分享意愿仅为单

维度量表衡量； 

2．组织政治知觉及其各维度与员工知识分享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即员工组

织政治知觉程度越高，知识分享的意愿越低； 

3．个体特性与组织特性对于组织政治知觉各维度和员工知识分享意愿具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组织政治知觉；知识分享；知识分享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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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all levels and each stag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exists in everywhere.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From the 20th century, 90 year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end of knowledge resourc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global economic competi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In 

order to gain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competition, all kinds of organization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e area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research is that how the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ffected behavior and attitudes of employees. When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has the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their behavior and 

attitudes will affect the organization. 

With the coming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knowledge sharing will of 

organization members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implemen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the organization. When the organization members feel the high degree of 

organization political perception, they will increasingly depending on their wealth of 

knowledge for self-status and source of power; Then will not share the knowledge 

with other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ir posi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In this study, employe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 the document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cite maturity of the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use 

SPSS17.0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study how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perception impact on employee knowledge-sharing will. To verify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Namely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how impact on organization political percep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will.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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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scale of organization political perception has three dimensions, and the 

scale of Knowledge sharing will only measure by a single dimension. 

2.The organization political perception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taff’s knowledge sharing will, namel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mployee organization political perception , the lower of knowledge sharing 

will. 

3.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has a different 

level impact on organization political perception, its various dimensions and 

knowledge sharing will. 

 

Key Words: Organization Political Perception; Knowledge Share; Knowledge 

Sharing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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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政治是每个组织普遍存在的现象，然而用政治的观点研究组织内部问题长

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当组织的一些问题用别的观点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时，

或者组织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做出更合理的解释时，人们便求

助于政治的观点，希望这一新的观点能更好地解释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并找出

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因此，学术界兴起了对组织政治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组织是由具有不同价值观、目标和利益的个人及群体组成的，是由一群人

组成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集体。相互合作是因为个人无法独自解决所有问

题，必须借团队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组织目标；相互竞争则是因为组织资源有限。

在组织决策的运作与执行过程中，组织成员在本位主义的考虑下，会透过正式

或非正式的管道，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去影响资源的分配，以期获得最大的

利益；而这些试图影响组织决策的各种行为，即为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当组

织所处的环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时，客观的标准有待建立或信息的传递不顺

畅时，就会容易产生政治行为。随着国内企业频频处于合并、晋升、减薪、外

派、裁员风波中，因目标模糊、资源有限、环境改变、非程序化决策、成员的

人格特质、价值观、知觉差异等条件，以及人类自利的天性，造成个人自我利

益的角逐，组织内成员皆想利用资源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力，因此组织内

的政治行为以及知觉也越来越高涨。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纵观现有国内外的研究，组织政治知觉的影响因素以及结果变量虽然在不

断完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仍未将在企业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知识管理相

关内容放入研究模型中，故本文拟研究组织政治知觉对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的影

响，并且进一步验证国内组织政治知觉量表的三维度特性，这对组织政治知觉

模型的完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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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于“组织政治”的敏感性，这一直是国内企业回避的话题。所以现今企

业对于如何缓解组织政治知觉对组织产生负面的影响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匮乏，

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认识并运用好组织政治提供了本土化的理

论指导和建议。因此，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国内职业人士有种普遍心理，就是认为政治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与其

花那么多时间研究政治还不如做些产品合算，而我国人力资源专家赵署名教授

明确提出，组织政治是 21 世纪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研究方向
[2]
。 

Senge（1997）认为知识分享难以推行的原因在于组织成员会将拥有的知识

当作其竞争优势的来源
[3]
。由于员工的价值来自于其本身的知识，而知识又是

稀缺资源，一旦与他人分享，并且使他人因此而获得能力的提升，个人对组织

的价值将因此受到挑战。因此，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员工不愿将知识

分享出来。Goman（2002）的知识共享研究中，他总结了员工不愿分享知识的

五个原因：员工相信知识就是权力的来源；员工不确定他们的知识是否有价值；

员工之间没有信任；员工害怕负面效果；其他员工不想分享他们的知识
[4]
。 

影响知识分享意愿的因素包括组织层面的因素和个体层面的因素。组织层

面的因素包括组织气氛和组织文化，限制知识分享的有组织内信任度和公平度

较低、组织气氛不够开放和民主、鼓励个人成功的竞争文化占主导地位等。影

响知识分享的个体因素非常多，包括：人格特征、能力、个体间的沟通以及相

互关系等。当组织成员察觉到组织内其他成员的徇私行为时，就会产生组织政

治知觉，进而使员工对组织气氛、组织文化、组织公平感以及同事间信任与沟

通等产生消极的印象，以上种种因素都会阻碍员工分享知识。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以员工知识分享意愿为结果变量，来研究员工的组织

政治知觉对知识分享意愿产生什么性质的影响，同时将个人特性与个人所属的

组织特性纳入研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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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框架 

本文依据研究背景及研究动机确立个人研究主题，探讨研究相关文献，依

据文献探讨所得到的概念，建立完整且合适的研究框架。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

的基础上初步编制调查问卷，通过样本实测，进行数据整理，使用统计软件

SPSS17.0 进行分析；最后得出资料分析结果，综合本研究结果提出研究结论与

建议并提出研究限制，以供后续研究者研究。整体研究流程如图 1-1 所示。 

 

 
图 1-1：研究框架图 

确定研究主题 

建立研究框架 

文献探讨 

 

     研究设计 

     选择量表 

     设计问卷 

     问卷调查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研究结论与建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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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探讨 

第一节 组织政治知觉 

一、组织政治 

早期提出组织政治的代表学者为 March（1962），其认为组织是一种政治结

盟的行为，当中的决策与目标设定是通过协商过程设定而成的
[5]
。Kakabadse 和

Parker（1990）认为所谓的政治行为其实是一种影响的过程，基于此观点，组织

内所发生的所有行为都属于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的正面或负面意义取决于个

人的目标是否受到威胁或支持；但大部分而言，个人或群体的政治行为主要是

指人际间或群体间相互影响作用下所造成的负面效果
[6]
。Mayes 和 Allen（1977）

则认为组织政治是一种影响力的管理，其迫使组织内的个体采取不被认同的手

段，来达到组织认同的目标
[7]
。 

Gandz 和 Murray（1980）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政治在组

织中意味着不公平、不合理与不健康的行为
[8]
。然而，也有许多人相信：想成

为一名好员工、成功的管理者或在组织中出头（Get Ahead），政治行为是不可

或缺的；他们甚至认为当面对不同的冲突或所属组织面临倒闭危机时，政治行

为是一项正当的防卫手段；而个人在组织中通过控制信息、政策，以达到更有

效率的目的，也被视为正当的方式。因此组织政治并不必然与负面的工作结果

相关。 

事实上，组织中的政治行为，通常是高度隐密并且具有象征性（Symbolic），

且因个人的主观知觉有所不同。对此我们可以发现，相同的行为在不同的组织

内发生，可能具有不同的解释。在对有关组织政治的结果变量研究中虽有正负

两面的影响，但大部份仍将焦点置于其负面效果上
[9]
（Ferris 和 King，1991）。

如 Wilson（1995）将组织政治定义为：有害组织的效能或行动的活动，为个人

获取权力为目的
[10]

。Robert（2001）则认为：组织政治包括一些具有影响性的

刻意举动，目的是增进或维护个人或团体的自我利益
[11]

。由此可见各学者对于

组织政治的定义及见解仍有迥异之处，表 2-1 为整理各学者为组织政治所下的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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