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9 月号·科技进步与对策

收稿日期: 2005- 12- 02

摘 要: 在管理熵的模型基础上 , 建立了用以进行组织管理效能研究的各种指标。经算例验证 , 此模型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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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效能的管理熵分析

管 理 熵 理 论 是 复 杂 性 科 学 中 熵 理 论

( Entropy) 在管理中的具体应用。管理结构熵

理 论 则 主 要 从 管 理 信 息 流 通 的 角 度 评 价 管

理组织的效能。

1 分析

根 据 系 统 熵 理 论 , 系 统 熵 越 小 , 表 示 系

统 有 序 化 程 度 越 高 ; 系 统 熵 越 大 , 表 示 系 统

有序化程度越低。

在管理系统中 , 组织管理的基本结构可

分为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 , 从上向下的指令

和 从 下 向 上 的 报 告 构 成 了 系 统 信 息 的 纵 向

流 ; 而每一管理层次又按水平方向把各主要

职能分系统的信息贯通起来 , 称为信息的横

向流 , 这样就构成了纵横交错的信息网。它

综合了各个职能部门的目标和规划 , 从总体

上使各部门或职位协调统一 , 为实现系统的

全面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地 , 可以认为系统的管理信息全部

是 逐 层 流 动 , 即 没 有 越 层 流 动 的 信 息 ( 在 研

究时可以忽略) 。信息流通中的两个主要指

标是传输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从直观上讲 ,

如果一个组织的管理层次少 , 每一管理层次

的管理幅度也小 , 那么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其

信息流通的实效性和准确性也一定较优。但

是 一 个 组 织 要 具 备 一 定 功 能 , 完 成 一 定 任

务。而组织的任务容量是确定的 , 所以一般

说 来 : 如 果 每 层 的 管 理 幅 度 减 小 , 那 么 管 理

的 层 次 会 增 多 ; 管 理 的 层 次 减 小 , 则 每 层 的

管理幅度会增大。因此 , 管理层次和管理幅

度是矛盾的。

同 时 , 与 组 织 的 任 务 容 量 相 对 应 , 整 个

系统的信息量可以认为是不变的。因此, 管理

系统中信息流通的时效性和精确性也呈现出

相互矛盾性, 即: 管理层次的增多使信息流通

的 路 径 增 多 而 分 叉 减 少 ( 因 为 管 理 幅 度 减

少) , 从而延缓信息流通的速度 , 但却提高了

精确性。相反, 减少管理层次, 则必然会增加

每层的管理幅度 , 这样虽然流通的时效性增

强, 但是信息分叉点增多, 信息在流通中出错

的机会增多, 就会影响到信息流通的质量。

所 以 从 信 息 流 通 有 序 性 的 角 度 研 究 系

统有序性 , 必须综合考虑信息流通的时效性

和准确度。

2 定义和推导

2.1 基本定义

系 统 微 观 态 : 指 从 某 一 方 面 ( 如 组 织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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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间沟通途径的数量) 观察系统时某 ( 些 )

元素所处的数量状态。

事件 : 几个关联基本微观态的聚集。

事件实现概率 :

p(l): 显然有
m

l=1
!p(l)=1 ( 1)

则可定义系统结构熵为 :

S=-
m

l=1
!q(l)lnq(l) ( 2)

q(l)=p(l)+e- 1

其中 , S 为系统 ( 某一类) 结构熵 ; m 为

( 某类) 事件总数 ; p(l)为第 l 个事件的实现概

率。所有记法下同。

可证 S 是 p 的减函数。

且可证系统最大结构熵 :

Smax=- (1+me- 1)log
1
m

+e-" #1 ( 3)

记 : 系统信息流通时效结构熵为 St; 系

统最大信息流通时效结构熵为 Stmax; 系统信

息流通质量结构熵为 Sq; 系统最大信息流通

质量结构熵为 Sqmax。

2.2 结构指标定义

单元结构熵 : Sr=
S
k

( 4)

单元信息时效结构熵 : Srt=
St

k
( 5)

单元信息流通质量结构熵 : Srq=
Sq

k
( 6)

其中 , k 为组织单元数。

组织信息流通时效有序度 : Rt=
1

Srt
( 7)

组织信息流通质量有序度 : Rq=
1

Srq
( 8)

组织有序度: R=!Rt+"Rq ( 9)

组织复杂度( 总熵) : Sz=!St+"Sq ( 10)

其中 , !, "∈(0, 1], 且 !+"=1

!, " 分 别 是 流 通 时 效 有 序 度 和 信 息 流

通质量有序度的权重。在对同类组织或同一

组 织 采 取 的 不 同 管 理 结 构 的 管 理 有 序 度 进

行比较时 , !、" 可分别取定值。

一 个 组 织 的 总 熵 大 说 明 该 组 织 的 复 杂

度高 ; 一个组织的有序度高说明该组织的集

约化程度高。

2.3 事件发生概率的计算

( 1) 信息流通时效事件发生概率。在组

织单元结构图中 , 连接两单元 i, j 之间的信

息链的最小链节数叫做两单元 i, j 的联系长

度 , 记为 nij。

直接相联的长度为 1, 每中转一次长度

加 1。

设 : 联 系 长 度 为 1 的 事 件 发 生 概 率 相

同 , 记为 p0;

联系 i→j 等效于 j→i, 不重复考虑。

又因为 nij 越大 , 信息链 i→j 的实效性越

差( 相应的熵越大) ;

由于 S 是 p 的减函数 , 所以信息链 i→j

的事件发生概率 :

pij=pnij

0 ( 11)

p0 由下式解得 :

pij=pnij

0

!pij=1, 总事件( 信息链数) 为
&

m
( 12)

可证上式一定在( 0, 1] 间有解。

( 2) 信息流通质量事件发生概率。在组

织单元结构图中 , 直接与单元 i 联系的单元

数称为单元 i 的联系幅度 , 记为 ci。

设 联 系 幅 度 为 1 的 信 息 流 通 质 量 事 件

发生概率为 pq0。

因为联系幅度越大 , 组织单元的信息流

通有序度越差 ( 熵增越大 ) , 所以设单元 i 信

息流通质量事件发生概率 :

pqi=
1
ci

pq0 ( 13)

pq0 由下式解得:

pqi=
1
ci

pq0

!pqi=1, 总事件为 mq, 且考虑信息通道是双向

’
)

(
)

* 的

( 14)

3 算例

如 图 是 同 一 组 织 采 用 不 同 组 织 结 构 的

情形。

( 1) 对图 1 依次算得 : m=5, Stmax=1.60, p0=

0.28, St =1.56, Srt =0.31, Rt =3.21, mq =4, Sqmax =

1.19, pq0=0.3, Sq=1.16, Srq=0.29, Rq=3.45。

( 2) 对图 2 依次算得 : m=3, Stmax=0.75, p0=

0.33, St =0.749, Srt =0.25, Rt =4.0, mq =4, Sqmax =

1.19, pq0=0.3, Sq=1.16, Srq=0.29, Rq=3.45。

( 3) 讨论。

设 !="=0.5, 则当该组织采取图 1 的结

构形式时 :

Sz=0.5×1.56+0.5×1.16=1.36

R=0.5×3.45+0.5×3.21=3.33

当该组织采取图 2 的结构形式时 :

Sz=0.5×0.749+0.5×1.16=0.96

R=0.5×3.45+0.5×4.0=3.73

可 见 图 1 所 示 组 织 结 构 较 图 2 所 示 组

织结构的复杂度大且有序度低。

4 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 , 管理熵模型适合于对

管理组织结构的分析 , 并且具有简单直观的

优点。但本文的分析仅囿于对组织结构静态

特征的讨论 , 将此管理熵应用于组织管理动

态特性的分析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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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with Management-entropy

Abstract:Based on the model of management-entropy, the index signs to proceed the organizational manage-

ment effect research are established. The example verificatied that this model is valid.

Key words:management effect; entropy;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科技哲学与科学方法

图 1 组织结构之一 图 2 组织结构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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