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认知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新视角

刘　倩　赵西萍　周　密　赵　欣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认知社会网络将个体认知与社会网络相结合，成为社会网络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
从概念发展、理论基础、测量方法、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等方面对认知社会网络做了评述，对文

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论２个方面提出了若干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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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组织内部和组织间网络化特征的日益

显现，社会网络作为 一 种 组 织 管 理 研 究 新 视 角

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２０００年以后，在社会网

络和个体心理学等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部 分 研

究者开始寻找结构 主 义 与 个 体 主 义 的 融 合，从

新的视角认识社会 网 络，以 求 消 除 彼 此 间 存 在

的结 构 洞。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等［１］在 一 项 关 于 网

络位置、机会、行动和结果间关系的社会网络研

究中引入行动者能 动 性，认 为 在 一 定 的 网 络 位

置上，不同的行动者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从
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强调个体心理的学者 ＭＥ
ＨＲＡ等［２］对个体 自 我 监 控 性 和 工 作 绩 效 之 间

的关系进行探讨，提 出 结 构 位 置 对 两 者 间 关 系

有中介效 应。ＫＩＬＤＵＦＦ等［３］在 综 述 研 究 中 指

出，组 织 社 会 网 络 研 究 领 域 包 括：行 动 者 间 关

系；二元关系产生于 具 有 连 通 性 的 社 会 结 构 中

等主要思想，社会结 构 和 个 体 特 征 的 交 叉 趋 势

明显。以上研 究 表 明，结 构 主 义 者 和 个 体 特 征

追随者均意识到社会网络结构与个体心理因素

的结合是学术发展的主流方向。
认知社会网络是将社会网络与个体认知相

融合，其核心观点是 强 调 个 体 对 社 会 网 络 结 构

特 征 认 知 的 重 要 性。该 流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４］验 证 了 个 体 对 建 议 网 络 的

认知准 确 性 对 其 权 威 有 正 向 影 响，ＫＩＬＤＵＦＦ
等［５］指出，组织 中 的 其 他 人 感 知 到 个 体 与 有 声

望的（中心性高）人之间存在友谊 关 系（是 否 真

实存在并不重要），会提高其对个体绩效声誉的

评价，这是该领域早期代表性研究成果。
认知社会网络将个体行动者引入到社会网

络结构分析中，综 合 运 用 认 知 心 理 学 和 社 会 学

研究的若干成果展 开 分 析，对 组 织 管 理 研 究 所

关心的问题具有较 强 解 释 力，为 管 理 学 研 究 领

域提供 了 一 种 独 特 的 研 究 视 角。其 优 势 体 现

在：①全面了解社会网络关系，使网络节点具有

能动性，为社会 网 络 结 构 分 析 开 辟 了 一 个 新 领

域；②深入探讨 受 各 种 因 素 影 响 的 多 种 网 络 认

知体验对组织管理问题的影响。

１　认知社会网络的概念

认知社会网络的提出源于研究方法论的一

项争议———自我报告形式数据收集方法的准确

性争 论。ＢＥＲＮＡＲＤ等 提 出 个 体 间 互 动 行 为

的测量数据与个体自我报告形式的数据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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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６］。这一结论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极大挑

战，许多学者试图通 过 多 种 方 法 对 这 个 研 究 进

行重新 分 析。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６］认 为，可 以 从

认知视角重新解释ＢＥＲＮＡＲＤ所提出的问题，
即自我报告是个体通过大脑对互动行为的再次

认知过 程，其 目 的 并 不 是 回 忆 真 实 互 动 行 为。
在强调个体认知的基础上，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提

出认知社会网络的 概 念，并 逐 步 引 导 学 界 发 展

了认知社会网络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认知社会网络是指由网络中第３方观察者

所感知到的系统 中 所 有２人 关 系 陈 述 的 集 合，
用Ｒｉ，ｊ，ｋ①矩阵表示。换言之，社会网络中２人关

系存在与否是由网络中的第３方观察者所决定

的，与 关 系 中 的２人 是 否 承 认 关 系 存 在 无 关。
通过认知社会网络 可 以 得 到 个 体 认 知 图 谱，即

个体 对 一 个 联 结 系 统 中 所 存 在 的 关 系 的 表

述［７］。假设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在其认知图谱的

指导下采取相应的行为。

２　认知社会网络的理论基础

在对认知社会网络做出初步界定后，更 为

关心的是其本质特 征 与 心 理 作 用 机 制 问 题，即

动机问题，本文通 过 回 答 以 上２个 问 题 对 认 知

社会网络的理论基础做初步探讨。
传统社会网络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对个体间

互动关系的 客 观 观 察，用Ｒｉ，ｊ②矩 阵 表 示［６］。认

知社会网络与传统社会网络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研究基础、研究视角、信息含量和网络特性４个

方面（见 表１）。值 得 强 调 的 是，两 者 间 最 具 意

义的差别在于认知社会网络在传统社会网络分

析基础上引入观察 者，使 得 对 某 二 维 关 系 的 研

究存在３个 观 察 视 角（关 系 发 出 方、关 系 接 收

方、观察者），丰富 的 信 息 含 量 是 多 方 位 研 究 的

基础。
表１　认知社会网络与传统社会网络的区别

区别 传统社会网络 认知社会网络

研究基础 基于客观描述的社会网络 基于个体对社会网络的主观认知

研究视角 侧重于关 系 双 方 对 关 系

的观 察，最 终 形 成 一 个

客观的社会网络

侧重于第３方 对 双 方 关 系 的 认 知，
最终形成每一个体的认知社会网络

信息含量 二维数据表示二维关系 三维数据 集 表 示 二 维 关 系，第３方

观察者的认知包含更多的信息量

网络特性 小世 界 特 性 不 明 显；真

实友情网 络 图 谱 聚 集 性

较弱；对 受 欢 迎 者 的 认

识更客观［８］

小世界的 特 性 更 为 明 显；个 体 对 友

情网络的认知图 谱 显 示 出 更 强 的 聚

集性；对受欢迎 者 的 认 识 更 主 观，和

中间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８］

　　认知社会网络的出现能与社会认知论和平

衡理论更好地契合。三方互惠决定论是社会认

知论的基本 理 论［８］，社 会 网 络 领 域 中 个 体 行 动

者的 认 知、行 为、社 会 结 构 三 者 之 间 是 相 互 影

响、相互制约 的。个 体 行 动 者 的 行 为 同 时 受 主

体认知和嵌入 其中 的 社 会 网 络 的 交 叉 影 响，最

终个体的行为又是三方交叉决定的结果。认知

社会网络的概念包含了三方互惠性的３个核心

要素（行为、认 知、环 境 影 响），适 用 于 探 讨 在 不

同的情境下对三方不对称关系和交互效应。平

衡理 论 中 的 一 个 基 本 问 题 是 个 体 Ａ是 否 认 为

个体Ｂ和个体Ｃ是朋友［６］，认知社会网络适用

于分析与第３方有关的认知问题。

３　认知社会网络的测量方法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６］等 先 后 发 展 了 社 会 认

知网络的测 量 方 法，涉 及 数 据 收 集、数 据 处 理、

统计方法３个方面。这些方法体现了认知社会

网络的核心思想，本 文 将 从 以 上３个 方 面 进 行

介绍和述评。

３．１　数据收集

认知社会网络的数据收集方法不同于传统

社会网络。传统社会网络数据来源于访谈等形

式，调查者通过访谈观察网络中个体间关系，得

到唯一一种观察网 络 的 视 角；认 知 社 会 网 络 是

组织网络 中 每 一 个 体 自 身 所 感 知 到 的 社 会 结

构，其数据可以通 过 网 络 中 个 体 进 行 自 我 报 告

的形式获得。

２种测量方法本质上的不同体现在观察视

角的差别，前者侧重于网络的客观存在，已广泛

应用于社会资本、网络嵌入性、知识管理等研究

领域［９］；后者则更关注个体自我认知，可应用于

社会网络与个体认知相结合的研究领域。认知

社会网络数据收集方法在个体自我认知的基础

上，也可形成真实社会网络［６］，其所包含的数据

量远远大于传统社会网络。认知社会网络研究

中发展出２种数据收集方法。

（１）经 典 数 据 收 集 方 法 　 由 ＫＲＡＣＫ
ＨＡＲＤＴ［６］提出。例如，ＫＩＬＤＵＦＦ等［５］的研究中

涉及个体对建议网络的认知，调查问卷中问题设

置为“个体Ａ向谁寻求有关工作方面的帮 助和

建议？”，问题选项中包含组织网络中除关系发出

者外的所有成员。组织网络中每一个体都应分

别作为关系发出者，以获得每一个体对网络中所

·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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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Ｒ表示结构所定义的关系，ｉ代表关系的发 出 者，ｊ
代表关系的接收者，ｋ代表对ｉ和ｊ之间关系的观察者。例如，Ｒ可
以定义为“寻求帮助和建议”，则ＲＡ，Ｂ，Ｃ ＝１的意义就是个体Ｃ认
为个体Ａ向个体Ｂ 寻求帮助和建议。

Ｒｉ，ｊ矩阵。如果ｉ发 出 了 关 系Ｒ 到ｊ，则Ｒｉ，ｊ＝１；否 则，
Ｒｉ，ｊ＝０。例如，Ｒ可以定 义 为“寻 求 帮 助 和 建 议”，则ＲＡ，Ｂ＝１的
意义是个体Ａ向个体Ｂ 寻求帮助和建议。



有两者之间关系的认知结果。这种方法从根本

上契合认 知 社 会 网 络 的 概 念 本 质，一 直 沿 用 至

今。不足之处在于，此方法只适用于较小的研究

样本，在大样本网络数据中不具有可操作性。
（２）改 进 后 数 据 收 集 方 法　这 是 由ＦＬＹ

ＮＮ在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的基础上改进的，其优

势在于可以将认知社会网络的研究推广至大样

本网络数据。研究中同样涉及个体对建议网络

的认知，数据收集分为３个部分：第１部分的问

题设置为“如果你有疑问，你会向谁寻求帮助或

建议？”，第２部分问题设置为“谁向你寻求帮助

或建议？”，第３部分将组织中的个体随机分为

７～９人 的 小 集 合，在 每 个 小 集 合 中 设 置 问 题

“甲向谁寻求帮助和建议？”，问题选项中仅包含

关系发出者所在小集合中的所有个 体［１０］，此 处

的收集方法大大简化了后续大样本网络数据的

处理难度。

３．２　数据处理

认知社会网络数据是三维数据集，传统 社

会网络数据是二维 数 据 集，将 三 维 数 据 集 降 至

二维数据集是认知社会网络研究的核心问题之

一。原因是：①三 维 数 据 本 质 上 仍 体 现 二 维 关

系，所不同的是第３方 或 关 系 中 一 方 是 作 为 观

察者对二维关系进 行 感 知，在 不 同 情 况 下 关 注

不同人对同一二维 关 系 的 感 知；②统 计 方 法 的

需要，三方关系极其复杂，目前的统计方法尚无

法处理。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６］提 出 较 为 容 易 操 作 的

方法（见表２），数据汇总方式是形成个体认 知

图谱和真实图谱的方法之一。
表２　认知社会网络的数据汇总方式

方 式 规 则 公 式 应 用

片
观察者ｋ设为常量，测 量 每 一 观

察者对社会网络的认知
Ｒ′ｉ，ｊ ＝Ｒｉ，ｊ，ｋ

验证平衡理论及结构对等理论［６］

个体感知自身多大程度上处于网络中心位置［１１］

个体感知到的相互性和传递性程度［１２］

建议网络中个体认知图谱［４～６，１３～１５］

友情网络中个体认知图谱 ［４，５，８，１３～１６］

工作沟通网络中个体认知图谱［１７，１８］

熟人网络中个体认知图谱［１７］

同年级儿童同伴关系网络中个体认知图谱［１９］

局
部
汇
总
结
构
法

观察者ｋ设为关系发出者ｉ，测量

关系发出者对社会结构的认知

横向局部汇总：
Ｒ′ｉ，ｊ＝Ｒｉ，ｊ，ｉ

建议网络中，将寻求建议的关系发出者对网络 的 认 知 作 为

真实图的测量标准［５，２０］

观察者ｋ设为关系接收者ｊ，测量

关系接收者对社会结构的认知

纵向局部汇总：
Ｒ′ｉ，ｊ＝Ｒｉ，ｊ，ｊ

建议网络中，将建议关系的接收者对网络的认 知 作 为 真 实

图的测量标准［２０］

关系发出者ｉ和接收者ｊ的社会

认知结构取交集，即两者 需 同 时

认可关系存在

交集局部汇总：
Ｒ′ｉ，ｊ ＝

｛Ｒｉ，ｊ，ｉ∪Ｒｉ，ｊ，ｊ｝

建议网络中，双方均认可建议关系存在作为真 实 图 的 测 量

标准［４～６，１３～１５］

友情网络中，双方均认可友情关系存在作为真 实 图 的 测 量

标准 ［４～５，８，１３～１６］

关系发出者ｉ和接收者ｊ的社会

认知结构取并集，即只要 一 人 认

可关系存在则关系存在

并集局部汇总：
Ｒ′ｉ，ｊ ＝

｛Ｒｉ，ｊ，ｉ∪Ｒｉ，ｊ，ｊ｝

一
致
性
结
构
法

观察者ｋ的 个 体 认 知 结 构

汇总，确定一个 临 界 值 作 为

判断双 方 关 系 存 在 与 否 的

标准

Ｒ′ｉ，ｊ ＝ｆ（Ｒｉ，ｊ，ｋ１，Ｒｉ，ｊ，ｋ２，…，Ｒｉ，ｊ，ｋｎ）

Ｒ′ｉ，ｊ ＝
１， １

Ｎ∑ｋ Ｒｉ，ｊ，ｋ≥
临界值

０， １
Ｎ∑ｋ Ｒｉ，ｊ，ｋ＜

烅
烄

烆
临界值

临界值位于０～１之间，一般设为０．５

建议网络中，一致性结构图 作 为 真 实 图 谱 的 测 量

标准［６］

同年级儿童同伴关系网络 中，一 致 性 结 构 作 为 真

实图谱的测量标准［１９］

　　（１）“片”　即个体认知图谱，使研究者能够

确定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多种认知体验。已有

研究中，研究 者 分 别 在 建 议 网 络、友 情 网 络、工

作沟通网络等网络中运用“片”获得个体认知图

谱；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个体认知的相互性［１２］、传

递性［１２］、中心性［１１］、结构对等性［６］等概念。汇总

个体认知图谱是获得真实图谱的方法之一。

（２）局部汇总 结 构 法　它 包 含 横 向 局 部 汇

总、纵向局部 汇 总、交 集 局 部 汇 总、并 集 局 部 汇

总４种方式。横向局部汇总法和纵向局部汇总

法分别侧重关 系的 发 出 者 和 接 收 者，在 某 种 特

定的关系中发出者或接收者的认知可能更具有

说服力。交集 局 部 汇 总 法 应 用 最 为 广 泛，没 有

谁比某种关系的 双 方 更 了 解 关 系 的 存 在 与 否，

所以一般认定关系双方均承认关系存在时则关

系真实存在。并集局部汇总法尚未在实证研究

中应用，可能的 原 因 是 其 规 则 是 其 余３种 方 法

的汇总，在同一 网 络 中 使 用 这 个 方 法 可 能 会 出

现混乱，由此生 成 的 网 络 图 谱 的 真 实 性 容 易 受

到质疑。

·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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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致性结构法　即多数意见通过法则。
如果网络中达到一定百分比的人感知到某种关

系是存在的，则 认 定 这 一 关 系 真 实 存 在。一 致

性结构法的适用 性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３个 方 面：

①如果某类关系中 存 在 负 面 意 义，则 一 致 性 结

构法可能比关系中２个个体自我报告的信息更

准确［７］。②个 体 的 认 知 水 平 受 限 的 情 况 下，他

人的观察可能比个体自身的报告更可靠。③在

涉及身份测量问题上，不但要考虑个体的特质，
还要考虑个体的联 结 关 系 这 一 维 度，即 个 体 所

嵌入 其 中 的 网 络 成 员 对 其 身 份 的 认 知 和 认

可［７］。社会网 络 视 角 下，个 体 身 份 是 由 大 部 分

网络成员的认知所决定的。相比局部汇总结构

法，一致性结构法较少被应用。

３．３　统计方法

社会网络二维数据矩阵中行或列之间是不

独立的，自变量矩阵 与 因 变 量 矩 阵 之 间 可 能 存

在自 相 关 问 题。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２１］指 出 这 种

行或列中数据的相依必然使普通最小二乘法检

验产生偏差，造成本 不 相 关 的 自 变 量 和 因 变 量

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的表象。社会网络领域的研

究者先 后 提 出２种 方 法 解 决 这 一 偏 差 问 题：

①二次指派程序 ＱＡＰ法用于测 量２个 网 络 矩

阵之间的相关性［１５］。②多元回归二次指派程序

ＭＲＱＡＰ用来分析多个网络矩阵对一个网络矩

阵的相关性［５］。ＵＣＩＮＥＴ软件提供了 ＱＡＰ方

法和 ＭＲＱＡＰ方法的显著性检验。

４　认知社会网络的研究概况

个体认知与社会网络相结合，在强调个 体

认知图谱重要性基 础 上，对 组 织 管 理 中 诸 多 问

题进行实证 研 究。以 认 知 图 谱 为 标 志，认 知 社

会网络的实证研 究 可 分 为２个 阶 段：第１阶 段

是实证研究的初期，研 究 者 逐 步 意 识 到 可 以 从

个体认知的视角 观 察 社 会 网 络；第２阶 段 是 在

形成个体认知图谱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实 证 研 究，其

中，多数实证研究聚 焦 于 社 会 网 络 的 认 知 一 致

性、准确性和中心性。

４．１　社会网络的认知一致性

社会网络的认知一致性是指网络中个体对

某一因素认知的相似性程度。个体想要达到自

身认知一 致 性 的 愿 望 是 人 类 最 基 本 的 动 机 之

一。ＨＥＩＤＥＲ［２２］提 出 的 平 衡 理 论 假 定，如 果２
人是朋友，那么他们 应 该 对 同 一 个 客 体 具 有 相

似的评价。ＨＯＬＬＡＮＤ等［２３］认为，在沟通网络

中，可以把客体看作是网络中的第３方，即如果２
人对于第３方的评价是不一致的，他们会感到不

舒服。人们为了达到认知一致性的状态，会转变

自身的态度、行为或者对客体价值的判断［２４］。

社会网络的认知一致性前因研究主要从网

络结构这一独特的 视 角 出 发，分 为 正 式 结 构 因

素和自发 性 结 构①因 素；后 果 研 究 遵 从ＢＵＲＴ
的思想———个体对社会网络的认知反过来塑造

了个体的态度和行为［７］，见表３。

表３　社会网络的认知一致性前因和后果研究

前因研究

类别 变量 实证结果
是否

验证

参考

文献

正
式
结
构

部门 同部门同事 间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 认 知 一

致性水平高
是

层级 同层级同事 间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 认 知 一

致性水平高
否

上下级 上下级同事 间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 认 知 一

致性水平高
是

性别 同性别同事 间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 认 知 一

致性水平高
是

种族 同种族同事 间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 认 知 一

致性水平高
否

［１７］

自
发
性
结
构

沟通关系 沟通关系中 的 同 事 间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

认知一致性水平高

是 ［１７］

沟通网络中 的 个 体 更 容 易 感 知 到 自 身 对

组织化概念 的 认 知 与 他 人 的 认 知 具 有 更

高一致性水平

是 ［２５］

熟人关系 熟人关系中 的 同 事 间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

认知一致性水平高

是 ［１７］

工作流关系 工作流关系 中 的 同 事 间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认知一致性水平高

否 ［１７］

中心性 沟通网络中，中心性高 的 个 体 更 容 易 感 知

到自身对组 织 化 概 念 与 他 人 的 认 知 具 有

更高的一致性水平

是 ［２５］

后果研究

类别 变量 实证结果
是否

验证

参考

文献

态

度

满意度

和组织

承诺

沟通网络中，组织成员 对 谁 更 好 地 嵌 入 其

中或处于网 络 中 心 这 一 观 点 的 认 知 不 一

致水平越高，成员对组 织 的 满 意 度 和 承 诺

水平越高

是 ［２５］

个体与已离 开 该 组 织 的 前 同 事 对 是 否 离

开组织存在认知不一 致 性，且 双 方 关 系 越

密切，留下来的人员对 组 织 的 满 意 度 和 承

诺水平越高

是 ［２６］

成员所感知 到 的 与 其 友 谊 关 系 中 朋 友 的

观点不一致的人数越 多，其 工 作 不 满 意 的

人越多

是 ［２７］

友情网络中，认知平衡 的 个 体 对 组 织 的 满

意度和承诺水平高

是 ［２５］

个体与其他 成 员 对 组 织 使 命 的 认 知 一 致

性水平越高，其对组织 的 满 意 度 和 承 诺 水

平越高

是 ［２５］

行

为

不道德

行为
３人之间平衡性需要会影响不道德 行 为 发

生的可能性
是 ［２８］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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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翻 译 为“自 发 性 结 构”，其 与
组织中正式的、被强加的 网 络 相 对 应，是 一 种 组 织 成 员 间 自 发 形
成的非正式网络。



　　由表３可知，社 会 网 络 的 认 知 一 致 性 前 因

研究中，部门等正式 结 构 因 素 和 沟 通 关 系 等 自

发性结构因素得到 验 证，原 因 是 这 些 同 事 间 互

动愿望较强，互动机会较多，共享关于社会结构

方面的信息。未得到验证的变量有层级、种族、
工作流关系，理论解释如下：①属于同一部门同

层级同事间的关系 比 不 同 部 门 的 更 为 亲 密，同

部门比同层级对认 知 一 致 性 水 平 的 影 响 更 大；

②已有的研究表明同种族与不同种族具有不同

的影响，同种族变量 未 得 到 验 证 与 已 有 研 究 结

果相矛盾；③组织结 构 信 息 的 传 播 可 能 不 一 定

非要通过工作流关系。

相关后果研究关注认知对个体态度和行为

的影响。学界在个体间认知一致导致对组织的

满意度和承诺水平提高方面取得较为一致的结

论。众 多 研 究 中，只 有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等［２７］

研究结果不同，个体 认 为 他 们 与 那 些 已 离 开 该

组织的前同事的关 系 越 密 切，他 们 对 组 织 就 越

满意和忠诚。可能的原因是认知不一致的情况

发生在组织中的个 体 和 已 离 职 员 工 之 间，这 种

不一致导致留下的员工试图通过提高自己的工

作态度来证明他们留下来是正确的选择。

４．２　社会网络的认知准确性

社会网络的认知准确性即指个体认知图谱

与真实网络图谱相符的程度［４］。两者之间的相

似度越大，则 认 知 准 确 性 越 高；反 之，认 知 准 确

性越低。社会网络中个体发展需要多种资源的

支持，个体对网络联 结 的 认 知 准 确 程 度 决 定 其

在资源获取过程中的优势。
社会网络的认知准确性前因研究将社会结

构因素和个体特征 因 素 相 结 合，并 在 以 领 导 为

样本的研究中考虑 了 领 导 属 性 特 征；关 于 社 会

网络的认知准确性 后 果 研 究 较 少，包 括 权 威 变

量和２个案例研究，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社会网络的认知准确性 前 因

研究中，友情网络中心性、接近性、成功需求、联

盟需求、情感 等 方 面 取 得 较 为 一 致 的 结 论。理

论解释如下：①中心 性 和 接 近 性 对 认 知 准 确 性

的正向影响，主要 因 为 处 于 这２种 位 置 上 的 人

具有获得更多结构信息的优势。②个体具有成

功需求和联盟需求的个性特征会促使其花费更

多精力在组织非正 式 网 络 上，从 而 获 取 更 多 信

息，提高自己对社会网络认知准确性。

由表４还可 知，职 位 层 级、兼 职 状 态、自 我

监督性、外倾 性 未 得 到 验 证，理 论 解 释 如 下：①
高层级的雇员不想或并不需要通过正确认知组

织的非正式网络来获得权力。②在组织中有一

半的兼职人员 与组 织 中 其 他 人 员 是 朋 友，关 于

友情关系 的 信 息 可 以 在 朋 友 之 间 的 互 动 中 获

取。③自我监督性在认知准确性中没有发挥任

何作用，这可能是方法上而不是概念上的错误。

④好交际的外倾性个体对本质上属于社会化的

关系有更准确的认知，如友情关系；而对本质上

属于工具性的 关系 的 认 知 不 准 确，如 与 工 作 相

关的建议关 系。以 上 仍 存 争 议 的 方 面，尚 待 深

入探索。

相关后果研究中对非正式的友情网络的准

确认知与个体权 威 之 间 的 关 系 没 有 得 到 验 证，

可能原因是组 织处 于 常 规 的 运 作 环 境 中，与 工

作相关的建议网络中的专家在组织中显得更权

威；如果组织处于动荡的不确定环境下，与信任

相关的友情网络中处于中心的个体可能会被认

为更权威［３］。２个案例研究均验证了 认 知 不 准

确对动荡时期组织产生负面影响。

表４　社会网络的认知准确性前因和后果研究

前因研究

类别 变量 实证结果
是否

验证

参考

文献

社
会
结
构

职位层级 职位层级与建议网络认知准确性正相关

职位层级与友情网络认知准确性负相关

否

是

兼职状态 兼职状态与建议网络认知准确性负相关

兼职状态与友情网络认知准确性负相关

是

否

友情网络

中心性

友情网络中 心 性 位 置 与 对 友 情 网 络 认 知

准确性正相关

是

接近性 观察者与行 动 者 的 接 近 性 与 其 认 知 准 确

性正相关

是

［１４］

个
体
特
征

成功需求 成功需求与建议网络认知准确性正相关

成功需求与友情网络认知准确性正相关

是

是

［１４］

联盟需求 联盟需求与友情网络认知准确性正相关 是 ［１４］

自我监督性 自我监督性与建议网络认知准确性正相关

自我监督性与友情网络认知准确性正相关

否

否

［１４］

外倾性 外倾性与建议网络认知准确性正相关

外倾性与友情网络认知准确性正相关

否

是

［１４］

情感 情感变量对 个 体 准 确 认 知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互动关系具有反向影响

是 ［２９］

领
导
属
性

正式领导 正式领导比 下 属 对 建 议 网 络 的 认 知 准 确

性高

是

［１５］
自发性领导 个体在自发 性 领 导 中 排 序 越 高 其 对 建 议

网络的认知准确性越高

是

后果研究

变量 实证结果
是否

验证

参考

文献

权

威

对建议网络具有准确认知的个体，被同事认为更具权威 是 ［４］
对友情网络具有准确认知的个体，被同事认为更具权威 否

案
例
研
究

因管理当局对组织社 会 网 络 的 不 准 确 认 知 而 导 致 出 现 不 可

预见的后果的实际例子

［３０］

一个处于动荡期的组 织 由 于 对 组 织 社 会 结 构 的 不 准 确 认 知

而导致在管理雇员时的失败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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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社会网络的认知中心性

社会网络的认知中心性是指个体认知图谱

中行动者所处的中心性位置。与个体在组织网

络中客观的中心性 位 置 不 同，认 知 中 心 性 体 现

的是网络中其他人 对 个 体 中 心 性 位 置 的 认 同，
对个体的权威、绩效声誉等更具影响力。

社会网络的认知中心性前因研究较少，目

前研究过的前因变量有自我监控、正式权力；相
关后果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绩效声誉、权威、认
同分布、建议民主性等方面，见表５。

表５　社会网络的认知中心性前因和后果研究

前因研究

变量 实证结果
是否

验证

参考

文献

自
我
监
控

高自我监控者 比 低 自 我 监 控 者 更 倾 向 于 在 社 会

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

是 ［７］

在变动人际关系中，高自我 监 控 者 比 低 自 我 监 控

者更容易获得较高的位置

是 ［１６］

正式权力 正式职位越高的个体在非正式网络中中心性越高 否 ［４］

后果研究

变量 实证结果
是否

验证

参考

文献

绩效声誉 组织中其他人 观 察 到 个 体 与 组 织 中 有 声 望 的 人

（中心性位置高）是朋友，会 提 高 公 众 对 个 体 的 绩

效声誉评价

是 ［５］

权威 友情网络的中心性位置对权威产生积极影响

建议网络的中心性位置对权威产生消极影响

是

否

［４］

认同分布 沟通网络中，被感知中心性 越 高 者 更 倾 向 于 选 择

相对较大的身份结构集来表述其认同分布

是 ［１８］

建议民主性 网络中处于中 心 位 置 的 个 体 更 倾 向 于 相 信 建 议

集合是民主的，而网络边缘 的 个 体 更 倾 向 于 认 为

少数处于中心位置成员把持建议走向

是 ［３１］

　　由表５可知，社 会 网 络 的 认 知 中 心 性 前 因

研究中，自 我 监 控 与 组 织 网 络 中 心 性 正 相 关。
高自我监控性个体可以更好地了解与社会和信

息相关的线索，并自 觉 利 用 这 些 线 索 塑 造 受 欢

迎的公众形象，其对 动 态 关 系 中 的 网 络 位 置 会

更加敏感。正式权力与非正式网络中心性的关

系没有得以验证，原因可能是：此研究是在一个

仅有３６人的小网络中进行的，每个个体对彼此

都非常熟悉，淡化了 正 式 职 位 权 力 所 带 来 的 优

势［４］。
相关后果研 究 中，关 于 认 同 分 布、权 威、建

议民主性的研究均是聚焦于个体中心性位置对

个体自身的影响，而 关 于 绩 效 声 誉 评 价 的 研 究

是关于个体与处于中心性位置者的关系对个体

所产生的影响。

５　认知社会网络经典案例研究

以 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４］关 于 组 织 内 个 体 权

威的一项经典研究 为 例，对 运 用 认 知 社 会 网 络

的理论和方法的实证研究进行简要评析。

如何 评 估 组 织 中 人 的 权 威？ 权 威 从 何 而

来？这些 问 题 不 仅 是 组 织 中 成 员 所 关 心 的 话

题，也是组织行为研究者十分关注的研究问题。

一般而言，处于组织中心的人物更具有权威，但
现实中有些人虽不是组织中最核心人物却非常

具有号召力 和 领 导 力。那 么，这 些 人 是 如 何 获

得权威的？答案可能是这些人对组织社会网络

有更准确的认识，能够接近和控制信息流，从而

获得权威。

研究理论部分，对权威进行双重定义：专家

权威和个人魅力；引 入 认 知 社 会 网 络 的 相 关 理

论、方法和认知准确性；分析组织中正式职位权

力和非正式网络中心性对认知准确性和权威的

影响。在此基 础 上 提 出 其 核 心 论 点：在 控 制 正

式职位权力和非正式网络中心性对权威的影响

下，社会网络认知的准确性与权威相关。
方法部分，选取一家小型高科技公司作 为

研究对象，对 成 员 的 权 威、正 式 职 位、认 知 准 确

性、中心性进 行 测 量。这 里 重 点 介 绍 认 知 准 确

性所采取的相关测 量 方 法，非 正 式 网 络 数 据 收

集包括：建 议 网 络 问 题 设 置“谁 向 研 究 员 Ａ寻

求帮助或建议？”，友情网络问题设置“研究员Ｂ
认为谁是他 的 朋 友？”，问 题 选 项 中 包 含 其 余 所

有成员。按照“片”汇总原则形成每一研究员的

认知图谱：研究员Ａ对公司里所有成员关系的

认知结果汇总。真实网络通过交集汇总原则确

定：研究员Ａ和研究员Ｂ都认为他们之间关系

存在，那么关 系 即 存 在。采 用 分 层 回 归 分 析 法

对相关数据 进 行 统 计 分 析。研 究 结 果 表 明：建

议网络认知的准确性在对权威的解释上增加了

显著数量。
研究主要分析个体对非正式网络的认知准

确性对权威的影响，并 将 这 个 逻 辑 关 系 放 在 组

织结构背景下进行探讨。认知社会网络理论和

方法的提出和发展一直紧紧围绕社会结构和个

体认知，强调两者的融合对研究问题的解释力。
相比 传 统 的 结 构 主 义［３２］和 个 体 特 征［３３］的 单 方

面分析，认知社 会 网 络 对 权 威 的 解 释 逻 辑 性 更

强且具有全面性。

６　未来研究展望

如前文所述，学界在认知社会网络研究 领

域已取得一定成果，认 知 社 会 网 络 作 为 一 个 发

展中的理论和方法，存在广泛的应用前景，有待

进一步深入探索。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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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研究内容

认知社会网络的前因研究多基于自变量和

因变量间线性关系 的 探 讨，即 各 个 影 响 因 素 对

个体认知网络的独 立 影 响，并 未 考 虑 各 因 素 间

的互动效 应。例 如，ＨＥＡＬＤ等［１７］的 同 事 间 对

组织社会结构感知 的 前 因 研 究 中，自 发 性 因 素

可能调节 正 式 结 构 因 素 和 感 知 一 致 性 间 的 关

系———处于同部门的同事间可能会有更多的互

动机会，这就影响其以任务为基础的沟通网络，

进一步地，这种沟通 网 络 的 存 在 影 响 他 们 对 组

织社会结构的认知。未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个

体特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认知网络所产

生的调节和中介作用。
从认知社会网络视角研究组织网络中个体

的认知，更值得关注 的 问 题 是 社 会 网 络 与 个 体

认知的结 合 是 否 对 组 织 所 关 心 的 问 题 产 生 影

响。非正式领导人找寻和知识专家定位问题与

社会网络的认知准 确 性 相 关，对 网 络 关 系 模 式

的准确认知是快速 准 确 识 别 专 家 的 重 要 前 提；

社会网络的认知一致性研究成果为员工社会化

和组织认同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

方法；团队差序格局 对 个 体 社 会 支 持 网 络 的 影

响问题与社会网络 的 认 知 中 心 性 密 切 相 关，处

于认知中心性位置的个体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和资源。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将有关认知网络方

面的研究 成 果 与 组 织 所 关 心 的 实 际 问 题 相 联

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目前，有关认知社会网络的研究多集中 在

组织内网络个体层 面 上，未 来 研 究 可 在 组 织 间

网络中 进 行 深 入 探 索。ＰＯＤＯＬＮＹ［３３］指 出，公

司间的市场关系不 仅 受 到 资 源 转 换 的 影 响，而

且受到第３方 所 感 知 到 的 双 方 关 系 质 量 的 影

响。以产业集 群 网 络 研 究 为 例，运 用 认 知 社 会

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将组织间非正式关系引入到

组织间经济关系研 究 中，有 利 于 开 拓 市 场 关 系

网络如何受社会关 系 网 络 影 响、组 织 间 合 作 与

竞争关系、组织创新力等问题的研究思路。
现有研究所 考 虑 到 的 影 响 因 素 不 够 全 面。

例如，在同事间对组织社会结构的前因研究中，
没有涉及正式因素 中 的 物 理 环 境 接 近 性 变 量，

但是，组织中，在物理环境上接近的同事间互动

的机会较多、互动愿望也更强烈，他们之间对组

织社会结构的认知可能比物理环境上疏远的同

事间认知一致性高［１７］。

６．２　方法论

认知社会网 络 的 方 法 存 在 一 定 的 局 限 性，
难以在较大 网 络 中 应 用。例 如，通 过 汇 总 个 体

认知图谱 绘 制 真 实 网 络 图 谱 的 方 法 工 作 量 较

大，在较大的 网 络 中 几 乎 是 不 可 能 实 现 的。如

果社会网络研究者可以在未来通过询问所选定

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一组专家来识别特定社会圈

中的友谊网络 及建 议 网 络 的 关 系 模 式，并 在 组

织背景中甄别出这 些 专 家 来，则 相 关 实 证 研 究

的可操作性更强［７］。对认知社会网络操作方法

的改进和进一步发 展，是 未 来 研 究 应 积 极 探 讨

的重要方面。
该领域的研究大多属于横截面的研究，缺

少纵向的研究，其 主 要 缺 点 是 不 能 反 映 时 间 序

列的结果。未来的研究可以长期在同一网络中

收集时间序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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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７６（５）：７７０～７８２．
［１３］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Ｍ］．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１４］ＣＡＳＣＩＡＲＯＴ．Ｓｅｅ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Ｃｌｅａｒｌ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Ｊ］．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１９９８，２０（４）：３３１～

３５１．
［１５］ＨＯＲＮＤＴ，ＣＯＮＪＡＲＥＡ．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ｄｄ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ｌａｔｏ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Ｌｅａｄ

ｅｒ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Ｏｒ

ｌａｎｄｏ，Ｆｌｏｒｉｄ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ｒｍ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０８．
［１６］ＦＬＹＮＮＦＪ，ＲＥＡＧＡＮＳＲＥ．ＨｅｌｐｉｎｇＯｎｅ’ｓＷａｙ

ｔｏｔｈｅＴｏｐ：Ｓｅｌ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ｂｙ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ＫｎｏｗｉｎｇＷｈｏＨｅｌｐｓＷｈｏ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９１（６）：

１１２３～１１３７．
［１７］ＨＥＡＬＤＭ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Ｎ Ｓ，ＫＯＥＨＬＹ Ｌ

Ｍ，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ｏ

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８，２４（４）：５３６～５６３．
［１８］ＫＵＨＮＴ，ＮＥＬＳＯＮＮ．Ｒ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２，１６（１）：５～３８．
［１９］ＮＥＡｌＪＷ．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ｕ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ｓＰｅ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２０１０，２７（７）：９８２～

１０００．
［２０］ＴＯＲＴＯＲＩＥＬＬＯＭ，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ｉｍｍｅｌｉａｎＴｉｅｓ

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５３（１）：１６７～１８１．
［２１］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ｙａｄｉｃ

Ｄａｔａ［Ｊ］．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１９８８，１０（４）：３５９～３８１．
［２２］ＨＥＩＤＥＲＦ．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Ｍ］．Ｈｉｌｌｓｄａｌｅ，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ｒｉｂａｕ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１９５８．
［２３］ＨＯＬＬＡＮＤＰＷ，Ｌ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Ｓ．Ｌｏ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１９７６，７：１～４５．
［２４］Ｆ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Ｌ．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ｓｏｎａｎｃｅ

［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２５］ＭＯＮＧＥＰ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ｌａｎ

ｃｉｎｇ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２６］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Ｄ，ＰＯＲＴＥＲＬＷ．ＷｈｅｎＦｒｉｅｎｄｓ

Ｌｅａｖｅ：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ｕｒｎｏｖｅｒ＆Ｓｔａｙｅｒ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Ｊ］．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８５，３０（２），：２４２～２６１．
［２７］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Ｄ，ＫＩＬＤＵＦＦＭ．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０，

９２（１）：３３１～３４８．
［２８］ＢＲＡＳＳＤＪ，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ＫＤ，ＳＫＡＧＧＳＢ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Ｕ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Ａｃａｇ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

ｖｉｅｗ，１９９８，２３（１）：１４～３１．
［２９］ＣＡＳＣＩＡＲＯ Ｔ，ＣＡＲＬＥＹ Ｋ，ＫＲＡＣＫＨＡＲＤＴ 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Ｊ］．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２３（４）：

２８５～３０６．
［３０］ＢＵＲＴ ＲＳ．ＲＯＮＣＨＩＤ．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ａ

Ｌａｒｇ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Ｍ］／／ ＷＥＥＳＩＥ Ｊ，

ＦＬＡＰＨＤ．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ｉｍｅ．Ｒａｊｅｎ

ｄｒａｎａｇａｒ：Ｉｓｏｒ，１９９０：１２１～１５７．
［３１］ＭＵＥＬＬＥＲＳＴ，ＳＩＥＣＫＷＳ，ＶＥＩＮＯＴＴＥＳ．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ＦｉｎｉｔｅＭｉｘｔ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Ｆａｉｒｂｏｒｎ：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Ｉｎｃ，２００７，１～１６．
［３２］ＲＡＧＩＮＳＢＲ，ＳＵＮＤＳＴＲＯＭＥ．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８９，１０５（１）：５１～８８．
［３３］ＰＯＤＯＬＮＹＪ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ｓｔｈｅＰｉｐ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ｓｍｓ

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１０７（１）：３３～６０．
（编辑　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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