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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根据现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分析组织 与 环 境 互 动 机 制。其 次 对 任 务 环 境 不 确 定 性 从 简 单－复 杂 和

稳定－不稳定两个维度进行建模，即：是根据Ａｌｄｉｃｈ的理论和ＮＫ模型对任务环境复杂度进行建模；同时借助多智

能体模拟方法对任务环境的稳定－不稳定维度进行 建 模。然 后 通 过 模 拟 实 验 分 析 组 织 设 计 变 量 及 其 相 互 间 的 作

用对不同形态组织的决策绩效的影响，给出环境与组织的情境互动的分析框架。最后总结出模型结果对组织设计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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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组 织 与 环 境 的 互 动 是 组 织 理 论 的 研 究 重 点 之

一。早期组织理论的研究者借鉴生态理论认为环境

对组织有潜在的影响并最终决定了组织的存亡。随

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被

应用于分析组织的复杂性，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复

杂性主要来源于适应性的个体，因此组织是可以通

过改变自身进行设计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

组织的绩效。因此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应对环境是

每个组织或企业都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管理学的

重要研究问题。
组织的特征通过组织变量来反映。组织变量是

组织内动态和持续改进的相互依赖的活动集合，组

织设计变量间的“匹配”和“一致”即变量间的情境互

动（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是确保组织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

条件之一［１］。关于组织变量间的情境互动的研究包

括较早的从宏观层面进行的企业战略与组织结构的

匹配的研究，以及后来从微观层面的研究，即对普遍

适用的组织变量从更小和更精确粒度进行识别和建

模。近年来组织设计研究的热点问题集中在对组织

设计与对环境的互动的研究方面。广义上环境也是

组织设计的变量之一，因此对此问题的研究仍然可

以归为微观 层 面 的 组 织 变 量 的 情 境 互 动 的 研 究 之

列。
到目前 为 止 在 对 此 问 题 为 数 不 多 的 研 究 中，

Ｓｉｇｇｅｌｋｏｗ和Ｒｉｖｋｉｎ（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３］多次建立了基

于ＮＫ模型的多智能体模拟模型。研究指出组织与

环境间的情境互动源于组织为适应环境不确定性不

断寻找最优组织设计形式的过程，他们的研究同时

对现有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并得出一些可测试的引

申假设。Ｚｈｉａｎｇ（２００６）［４］基 于 可 计 算 组 织 理 论，对

任务环境所代表的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个体的认知

能力等组织设计变量间的情境互动建立了可计算模

型，来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前者同时考虑的组织变

量较全面，对环境进行了较为精确的建模，所得到的

研究结果更具体；但是人工任务环境的可操作性和

可控制性较差，对组织绩效的建模比较抽象和复杂。
后者在这两个方面要好于前者。但是同时考虑的组

织变量较少；另外其对组织结构进行建模的时候仅

考虑了纵向的信息控制，而没有考虑组织成员间的

横向沟通。方卫国和周泓针等［５］针对组织的高度不

确定性环境特征，指出：现代组织所面临的环境的动

态特征和高竞争性，使得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正在从

传统固定的层次组织向灵活的网络组织转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环境与组织设计的互动

的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有如下几点。首先组



织管理 的 根 本 问 题 是 制 定 决 策［６］，所 以 本 文 基 于

ＮＫ模型建立了决策问题的量化模型，其中对 和 决

策的绩效进行了具体规定，避免了 ＮＫ模型对任务

绩效太过抽象的问题。其次任务环境的定量化建模

是研究重点之一。本文基于所提出的任务模型，从

任务的复杂度、任务环境的稳定性两个方面对任务

环境不确定性建模。其中采用基于多智能体模拟和

建模方法为研究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技术保障。再次

根据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的观点，组织特别是以项目型组织代

表的扁平化组织特别强调的组织成员的能力，本文

也提出了就如何量化组织成员能力对决策绩的影响

的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思路。

２　环境与组织设计互动机制分析

２．１　组织的环境因素分析

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环境对组织设计产生重

要影响。组 织 管 理 本 质 上 是 一 系 列 决 策 制 定 的 过

程。而一个决策问题通常可以划分为彼此相互联系

的子问题。子问题之间的关联程度反映为决策问题

的复杂程度。任务环境的变化导致决策子问题所承

载信息快速且连续的改变（如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

全球化通常使得客户需求、竞争对手等信息迅速变

化），导致获得或者观察这些决策子任务的准确信息

比较困难。因此任务环境的不确定性就反映为任务

复杂度和任务环境的动态程度［２，７］。
对于任务复 杂 度 来 说，ＮＫ模 型 较 好 的 对 子 任

务或者 子 决 策 之 间 的 相 互 依 赖 程 度 进 行 了 建 模。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基 于 适 应 度 景 观（ｆｉｔｎｅｓ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理

论提出了 ＮＫ模 型。Ｋａｕｆｆｍａｎ等 许 多 学 者 将 ＮＫ
模型的应用扩展到经济和管理领域。在本文中，ＮＫ
模型中的Ｎ 表示构成一个决策任务的全部子任务；

Ｋ 表示全部子任务之间相互关联的子任务的个数，

Ｋ 越大表示子任务间依赖程度越强；假设参数Ａ表

示每个子任务的决策取值个数（一般Ａ＝２，有０和

１两个取值）。则共有２　Ｎ 种子任务组合；子任务ｉ（０
＜ｉ＜Ｎ）对任务整体的绩效贡献用ｆｉ（ｘｋｉ）表示，并
按均匀分布ｕ［０，１］之间取随机值，则任务的总体绩

效函数为Ｆ（Ｘ）＝ １Ｎ∑
Ｎ

ｉ
ｆｉ（ｘｋｉ）。ＮＫ模型通过改变

Ｎ 和Ｋ 的对大规模抽样结果进行统 计 分 析。尽 管

无法预测某类特定任务组合的绩效，但是对其随机

绩效值进行多次抽样并对其统计特征进行分析，仍

然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如当ｋ＝０时，所有活

动都是相互独立的，此时绩效景观是平滑的且只有

一个全局最优点；而当ｋ＝Ｎ－１时，绩 效 景 观 变 得

跌宕起伏，有多个局部最优解。此外，对于任务环境

的另一个维度即动态，本文采用基于 ＮＫ模型的多

智能体的建模方法可以对其进行建模，在第三小节

还会详细说明。

２．２　组织设计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组织设计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任务分配、决策

权利分配、激 励、成 员 间 的 上 下 级 关 系 和 横 向 沟 通

等、以及这些设计要素之间的匹配和关联关系。尽

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管理的范式从功能层级式组织

向基于项目和过程的扁平化组织转变，组织形式化

的问题仍然是企业组织业务活动时必须面对的，因

此上述传统组织设计的要素依然是扁平化组织设计

的重要内容。非常规事件会干扰组织进行正常预测

和计划，而组织成员的能力对处理这些非常规事件

将起到重要作用［８］，所以组织成员能力是组织设计

所必须要考虑的又一个设计要素。
本文所研究的组织设计的内容有组织的纵向的

上下级关系和横向沟通、决策权利分配、激励机制，
以及文化特征。其中权利分配机制主要考虑集权和

分权两种。分权决策（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下，决策中心向

底层成员下移；本文抽象为位于组织低层的一般成

员负责各子任务的决策，主管负责成员间的沟通和

协调以 及 信 息 的 收 集 和 传 递。集 权 决 策（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ｚｅｄ）下组织 底 层 的 一 般 成 员 只 负 责 向 主 管 上 报 各

子任务信息，由最顶层的主管负责读取由最底层层

层上传的全部信息并做出最终决策。
工作或决策任务的分解使得员工个体或部门间

的协调不可 避 免，也 是 导 致 部 门 利 益 存 在 的 原 因。
如何引导组织从关注部门或个体绩效即局部最优向

组织整体绩效最优化的方向发展，需要合理设计激

励机制。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从全局导向（ｆｉｒｍｗｉｄ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Ｆ）和 局 部 导 向（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Ｐ）建

模激 励 机 制。此 外 激 励 主 要 从 物 质 激 励 角 度 考

虑，如现代企业制 度 下 所 有 权 与 经 营 权 的 分 离、或

者项目型 组 织 治 理 与 日 常 运 作 的 分 离，使 得 针 对

代理人的 经 济 激 励 成 为 必 须［９］，一 方 面 是 降 低 代

理风险，换 个 角 度 也 可 以 认 为 是 激 励 促 进 其 能 力

的发挥。
文化特征是指对组织成员间存在横向沟通机制

情况下，特别是还伴随着分权机制下，组织如何通过

良好的企业文化来营造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合作关

系，从而促进成员间的沟通效率（为了研究的方便，
本文抽象建模文化特征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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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有的研究结果，组织能够通过有效的组织设计

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旨在研究组织如

何根据任务环境在组织设计方面进行有效的响应以

提高决策绩效，组织设计也即对上述组织设计要素

以及各设计要素间的匹配关系进行设计。

３　模拟模型

本文采用多智能体建模方法研究环境与组织设

计的互动。计算机模拟是继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之

后的第三种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常见的计算机模

拟方法有离散事件模拟等。采用多智能体建模和模

拟方法研究组织设计，可以在一个模拟模型中同时

考虑更多的组织设计要素及其之间的互动；可以观

察智能体间的微观互动的动态过程，而不仅仅是关

注静态的均衡结果；可以对智能体的有限理性、适应

性、学习能力进行建模［１０］。上述这些优势是单独采

用数学模型或离散事件模拟所不能做到的。在多智

能体模型中将每个组织成员映射为一个智能体，成

员即智能体间的所有纵向报告和横向沟通关系形成

组织结构，具有自治性的智能体根据组织设计要素

的状态进行决策，组织的宏观的决策绩效即是所有

组织成员集体决策的结果。

３．１　模拟模型概述

模拟模型具有三个层次：个人、组织和环境。组

织面对的是多成分决策任务，即一个决策问题往往

由多个维度构成。因此也可以认为组织面对的是分

布 式决策任务，必须有多个成员分别观察其各个维

度，这同 时 也 是 人 在 决 策 过 程 中 的 有 限 理 性 的 表

现［４］。而即便如此，组织成员由于环境的不 确 定 性

等原因，以及组织设计方面的约束，也并不一定百分

之百真实的反映和展示各自所观测到的决策维度的

信息。因此模型从上述三个层面建模，整体框架如

图１所示。

图１　模型的整体框架

　　表１是模型变量的说明。组织成员分为两类角

色主管和普通员工，主管以及普通员工之间不同的

纵向报告和横向沟通关系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结构。
激励有局部激励和全局激励。选择一组中层管理者

来协调公司 的 各 种 活 动 是 组 织 设 计 的 主 要 内 容 之

一［１１］，据此在本文中局部激励设计为针对主管进行

激励；而全局激励对所有组织成员包括普通员工进

行激励。权利分配模式有集权和分权两种模式。成

员能力的 发 挥 取 决 于 组 织 的 激 励。环 境 不 确 定 性

（在模型中具体为任务复杂度和任务信息变化周期

两个变量），影响成员进行子任务（即各决策任务维

度）决策的准确性。

表１　模型的变量说明

类型 变量名 取值说明 解释

全局变量

智能体属性

Ｄ　 Ｄ＝｛ｄ１，ｄ２，…，ｄｎ｝，ｄｉ∈｛１，２，３｝ 决策任务

ａｂ＿Ｌ ｛１，２，３，４｝ 成员能力极限

Ｋ ｛０，１，２，３，４，５｝ 任务复杂度

Ｔ ｛２，３，４，５，６，７，８｝ 任务信息变化周期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分权模式，集权模式｝ 权力结构

Ｉ　 Ｉ∈｛Ｐ，Ｆ｝ 激励机制

Ｃ　 Ｃ∈｛Ｌ，Ｈ，Ｘ｝ 文化特征

Ｓ ｛Ⅰ，Ⅱ，Ⅲ，Ⅳ｝ 组织形态

ｔｖ　 ｔｖ＝ ｛ｔｖ≥０，ｔｖ∈Ｚ｝ 决策任务的正确决策值

ｃｖ　 ｃｖ＝ ｛ｃｖ≥０，ｃｖ∈Ｚ｝ 决策任务的计算决策值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０，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 组织的决策绩效

ＳＰ　 ＳＰ＝ ｛ＳＰ≥０，ＳＰ∈Ｚ｝ 员工个体绩效

Ｎ　 Ｎ＝ ｛Ｎ≥０，Ｎ∈Ｚ｝ 智能体所处理的任务量

Ｉｎｉｔ　 Ｉｎｉｔ∈｛０，１｝ 激励机制调节因子

３．２　决策任务建模

Ａｌｄｒｉｃｈ（１９７９）认 为 可 以 采 用 任 务 问 题 的 离 散

和集中性作为环境不确定性的指示器［１２］，本文基于

Ａｌｄｒｉｃｈ的工作提出一个任务模型来表示环 境 不 确

定性，任务模型具体说明如下：
管理者 做 决 策 时 通 常 依 据 多 方 面 的 信 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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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决策任务由 若 干 个 子 任 务 构 成，即Ｄ ＝ ｛ｄ１，

ｄ２，ｄ３，…，ｄｎ｝。每 个 子 任 务 反 映 决 策 任 务 的 一 个

方面，且每个子任 务 有 三 个 观 测 值ｄｉ∈｛１，２，３｝，
子任务在三个值 中 取 值 是 等 概 率 的。实 际 当 中 的

子任务观 测 值 一 般 可 以 定 性 划 分 为 三 类，如 市 场

占有率可以划分 为 高、中、低 三 个 档 次 等。决 策 的

正确与否由所有的 子 任 务 观 测 值 及 其 任 务 的 复 杂

性决定。根 据 ＮＫ模 型 的 原 理［１３］，各 子 任 务 之 间

的关联（任务决 策 结 构）可 以 描 述 组 织 所 面 临 的 任

务的复杂性。集合Ｄ中ｎ个 子 任 务 有ｋ个 相 互 关

联，基于上面二者设 计 公 式（１）表 达 不 同 复 杂 程 度

的任务决策的正 确 值（模 拟 决 策 的 满 意 解，对 于 组

织中的决策者来说，这个值事先是未知的）。

ｐ＝∑
ｎ

ｉ＝１
∑
ｎ

ｊ＝ｉ＋１

（Ａｉｊｄｉ×ｄｊ＋Ｂｉｄｉ）

Ａｉｊ ＝
１，ｄｉ∈ ｛Ｄｊ｝

０，ｄｉ ｛Ｄｊ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Ｂｉ＝
１，Ａｉｊ ＝０
０，Ａｉｊ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１
（１）

举 例 说 明：假 设Ｋ＝２，系 统 随 机 选 取３个 相

互 关 联 的 子 任 务。假 设 这 三 个 子 任 务 是ｄ１，ｄ２，
和ｄ３，则 根 据 式（１）正 确 决 策 值 的 表 达 式 为ｐ＝
ｄ１×ｄ２＋ｄ１×ｄ３＋ｄ２×ｄ３＋ｄ４＋ｄ５＋ｄ６。每 个

决 策 中 的 每 个 子 任 务 的 值 只 能 是１，２，３中 的 一

个。前 面 已 经 假 设 三 个 值 按 等 概 率（三 分 之 一）
被 取 值，则 根 据 六 个 子 任 务 的 取 值 组 合 可 以 计 算

出 所 有 的 正 确 决 策 值。此 时 正 确 决 策 值（离 散

值）及 每 个 正 确 决 策 值 的 概 率（即 该 正 确 决 策 值

的 累 积 概 率 分 布）如 下 图（中）所 示。下 图 同 时 给

出 了Ｋ＝０和Ｋ＝５时 所 有 正 确 决 策 值 及 各 值 的

累 积 概 率 分 布 的 情 况。对 比 ＮＫ模 型，图２实 质

也 就 是 组 织 面 临 的 适 应 性 景 观。组 织 的 任 务 是

搜 索 正 确 决 策 值，显 然 但 任 务 复 杂 度 低 时 即 Ｋ＝
０时，对 正 确 决 策 值 的 搜 索 路 径 是 一 条 平 滑 的 曲

线；而 随 着 任 务 复 杂 度 的 加 大 即Ｋ 的 取 值 逐 步 加

大，对 正 确 决 策 值 的 搜 索 会 变 得 越 来 越 困 难。本

文 所 建 任 务 模 型 同 时 可 以 满 足 Ａｌｄｒｉｃｈ的 理 论，
即 当 任 务 复 杂 度 低 时，正 确 决 策 值 较 为 集 中（标

准 差ＳＴＤＥＶ 小，如 下 图 中 Ｋ＝０时，ＳＴＤＥＶ＝
５．３３９）；反 之 亦 然。

图２　任务复杂度模型

　　决策任务模型除了通过任务复杂性来反映环境

不确定性的一个方面之外，还要反映环境的动态变

化。本文对此进行建模的思路是设置一个变量“任务

信息变化周期”，研究者可以设置任务信息变化周期

的长短。系统随着时间一步步推进，那么当信息变化

周期到来时，系统随机选择一个子任务并改变其信息

（即该子任务的当前值）；同时系统还会根据任务复杂

度Ｋ值改变与其相关联的其它子任务的信息。
关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研究一般基于管理者主观

的判断或者仅停留于概念层面，本文利用计算机模

拟模型的优势，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行定量化的建

模，通过上面对任务模型的描述，本文提出的决策任

务模型可以反映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本质内涵。

３．３　组织形态建模

组织形态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组织

控制目的所设计的层级安排；二是横向联系，即组织

中部门横向沟通和协调的程度；三是决策权利分配。
本文对组织 形 态 进 行 抽 象 建 模。纵 向 层 级 关

系主要考 虑 两 种 典 型 的 组 织 结 构，简 单 和 复 杂 结

构。简单结构没有 中 间 层；复 杂 结 构 的 层 级 较 多，
本文主要 考 虑 有 只 有 一 个 中 间 层，简 单 和 复 杂 结

构同时包含了不同 层 级 成 员 间 的 纵 向 信 息 沟 通 关

系。两种横 向 联 系 机 制，即 同 层 成 员 间 完 全 没 有

横向沟通、和 同 层 成 员 间 有 完 全 的 横 向 沟 通 即 两

两之间都有横向 沟 通 即 充 分 的 横 向 沟 通。权 利 结

构抽象为集权和 分 权 两 种。本 文 在 已 有 的 研 究 基

础上结合 国 内 实 际 情 况，相 应 的 将 组 织 形 态 也 建

模为以 下 四 种：Ⅰ灵 活 机 械 式（简 单 结 构，无 横 向

沟通，集权模式）、Ⅱ有 机 式（简 单 结 构，充 分 的 横

向沟通）、Ⅲ机 械 式（复 杂 结 构，无 横 向 沟 通，集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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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Ⅳ灵 活 层 级 式（复 杂 结 构，充 分 的 横 向 沟 通，分权模式），如图３所示。

图３　组织形态

　　需要指 出 的 是 底 层 成 员 负 责 观 测 子 任 务 信 息

值，在系统中用特征矩阵来形式化描述并存储组织

结构。如图４（左）以 前 文 介 绍 的 复 杂 结 构（报 告 关

系）为例给出了它的结构特征矩阵，对图４中的成员

按从顶层到底层，从左子树到右子树的顺序进行编

号，其中第ｉ行第ｊ列的元素描述了成员ｉ是否是成

员ｊ的主管（１表示：是；０表示：否）；横向沟通矩阵

用于表示组织 内 成 员 间 的 横 向 沟 通 联 接，图４（右）

以复杂／有横向沟通为例给出了横向沟通矩阵，其中

第ｉ行第ｊ列的元素描述了是否是存在从成员ｉ到

成员ｊ的沟通渠道（１表示：是；０表示：否）。

图４　组织形态特征矩阵

３．４　激励、文化特征与成员个体能力关系建模

管理范式从机械式到向有机式转变，因此与传

统管理模式下的组织相比，新范式下的组织更注重

组织文化对成员间良好沟通的作用，因此在本文中

文化特征仅与分权模式下成员间的沟通效率有关，

在集权模式下不考虑文化特征因素的影响。激励主

要是物质激励促进成员能力的发挥，在分权和集权

模式下都起到重要作用。Ｉ∈｛Ｐ，Ｆ｝，Ｆ表示组织导向

激励，此时如果普通员工发现了自己所负责观测信息

值发生了改变，会主动向上一级主管通报（Ｉｎｉｔ＝１），

以此类推，最后最高层管理者马上启动新一轮的决

策；Ｐ表示局部导向激励，此时普通员工的做法恰恰

相反（Ｉｎｉｔ＝０）。不同导向激励对不同的决策权利模

式下的决策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如图５所示。

文化特征Ｃ∈｛Ｌ，Ｈ，Ｘ｝。对Ｃ进行量化处理：

Ｌ＝０．５、Ｈ＝１、Ｘ＝１．５，分 别 表 示 组 织 的 文 化 建 设

水平依次增高。

能力极限是指组织成员在一个模拟时钟单元内

可以处理的子任务数、或者是在分权模式下主管在

一个模拟时钟单元内沟通达成一致意见的下一级员

工的人数。在此假设所有员工的能力极限值是相同

的（由于本文仅研究组织成员整体能力与环境及其

组织设计要素的关系，并没有研究组织成员间的不

同能力的差异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因此此假设是合

理的）。

激励或者文化特征影响组织成员能力极限的发

挥，激励、文化特征与成员能力表现之间的关系建模

如表２所示，由于受时间压力（下一小节详细说明）

的制约，组织成员能力的发挥最终将会影响组织决

策的绩效。

表２　激励、文化特征与成员能力表现之间的关系

激励、

文化特征

成员个体绩效

集权 分权

Ｃ
Ｃ∈｛Ｌ，Ｈ｝；所有员 工 个 体 绩 效ＳＰ＝
Ｃ×ａｂ＿Ｌ（取下整）＆＆ＳＰ≤ａｂ＿Ｌ；

Ｃ∈｛Ｌ，Ｈ，Ｘ｝；普通员工个体绩效ＳＰ＝Ｃ×ａｂ＿Ｌ（取下整）＆＆ＳＰ≤ａｂ＿Ｌ；
主管个体绩效ＳＰ＝Ｃ×ａｂ＿Ｌ（取下整）＆＆ＳＰ≤Ｎ

Ｉ
Ｐ　 ＳＰ≤Ｎ 且Ｉｎｉｔ＝０

Ｆ　 Ｉｎｉ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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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任务决策过程

３．５　决策时间压力建模

由于环 境 是 动 态 变 化 的，也 即 决 策 的 各 子 任

务的信 息 值 是 动 态 变 化 的。稳 定 的 环 境，各 子 任

务少有变 化 或 者 变 化 的 周 期 较 长；而 动 荡 的 环 境

则相反。组织成员 进 行 决 策 时 进 行 的 活 动 主 要 有

上传 信 息、读 信 息、沟 通 和 决 策 四 个 活 动。根 据

Ｃａｒｌｅｙ等（１９９８）的 工 作［１４］，模 型 对 上 述 各 个 活 动

所用的模拟时间单元进行了简 化 如 表３，根 据 实 际

情况一个时间单元 可 以 表 示１秒 或 者 其 他 真 实 的

时间测量单位。

表３　决策时间压力

权利分配 活动 前置活动 所需时间 说明

集权 Ａ１：上传信息

Ａ２：读信息

Ａ３：决策

Ａ１
Ａ２

Ｉ
Ｉ
Ｉ

分权 Ａ１：读信息

Ａ２：沟通

Ａ３：决策

Ａ１
Ａ２

Ｉ
Ｉ
Ｉ

Ｉ即一个 模 拟 步 长。各 个 活

动的时间压力与员工个体绩

效ＳＰ 有 关，而ＳＰ 与 激 励、

文化 特 征 和 能 力 有 关，ＳＰ
高 相 应 的 时 间 压 力 低，反 之

亦然。

４　模拟实验设计

组 织 进 行 一 次 完 整 的 任 务 决 策 的 具 体 过 程 如

下：在每一时刻系统判断任务信息变化周期是否到

来，如果到达就随机改变一个子任务信息，与之相关

联的Ｋ 个子任务的信息也做相应的改变，系统会根

据任务模型（１）得 到ｔｖ；任 务 信 息 动 态 变 化 和 成 员

决策是并行的过程，因此在相同时刻组织成员即开

始决策，不同的员工个体的决策也是并行的，由于决

策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由于成员能力的发挥（与组

织设计变量有关，在上述小结已经对其进行详细说

明）或者由于任务信息变化周期太快导致没有来得

及处理全部子任务信息时，对于没来得及处理的子

任务信息只能随机取值，最终组织还是根据任务模

型（１）计算ｃｖ值，如果ｃｖ与ｔｖ相同，那么说明组织

针对这次决策任务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实验方案设

计如表５所示，系统将给出１０００个决策任务，对每

个组织形态分别 计 算 在 不 同Ｋ、Ｔ、Ｉ和ａｂ＿Ｌ组 合

条件下，所作出的正确决策的百分比，并其作为该组

织形态在相应的设计要素状态时的决策绩效。

表４　实验方案设计

Ｓ　 Ｋ　 Ｔ 其它

｛Ⅰ，Ⅱ，Ⅲ，Ⅳ｝ ｛０，２，５｝ ｛２，３，４，５，６，７，８｝
不同Ｉ
不同Ｃ

不同ａｂ＿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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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果分析

由模拟模型得到的系统的数据结果为分析环境

因素和组织设计要素间的互动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

启示，本文对模拟数据从多维度进行分析。

５．１　决策环境不确定性分析

四 种 组 织 形 态 在 暂 不 考 虑 能 力 极 限 的 影 响 时

（即取各能力极限下组织决策绩效的平均值），在不

同Ｋ、Ｔ和Ｉ组合条件下的组织决策绩效值的变化

图，如图６所示。

图６　任务复杂度和信息变化周期对组织决策绩效的影响

　　由上图组可以看出单个组织内决策绩效随着环

境动荡增加而降低，环境非常稳定时组织绩效达到

最优且不受环境复杂度的影响；当对各类组织进行

横向比较时，可以发现不同的组织在相同的Ｋ 和Ｔ
下组织绩效是不同的，说明恰当的组织形态是可以

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的。

５．２　激励和文化特征影响分析

图７为四种组织形态在暂不考虑能力极限的影

响时（即取各能力极限下组织决策绩效的平均值），
在不同Ｋ、Ｔ和Ｉ组合条件下的组织决策绩效值的

变化图。
通过对四类组织分别分析其各自在不同任务环

境下应采取何种激励机制，以确保组织获得高的绩

效，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无论何种任务环境也不

论组织如何设计，当组织文化建设水平较低时不宜

采取组织导向的激励；二是对于Ⅱ型组织，组织导向

激励和较好的组织文化建设适用于即任务复杂度非

常高并且任务环境有一定程度的变化的环境；三是

对于Ⅲ型组织来说，局部导向的激励和一定水平的

组织文化建设，可以使该型组织在任务复杂度低且

任务环境变化程度特别高时取得较好的绩效；四是

当任务环境变化程度较高，当Ⅳ型组织从事复杂任

务时需要全局导向的激励并需要较高水平的组织文

化建设；Ⅳ型组织并不适合于稳定的任务环境；五是

当任务环境变化非常迅速、但是任务并不复杂时，激
励可能使组织的决策绩效变差，如图示中的Ⅲ型组

织。

５．３　成员能力极限影响分析

图８和图９为从多维度对成员能力极限与其它

相关设计要素的互动关系的分析组图，通过实验数

据分析员工能力与组织形态、激励、文化和环境之间

的互动，并得出以下结论。组织形态对员工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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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影响：组织员工能力的差异对Ⅲ型类组织的

绩效的影响很小；简单结构组织（即Ⅰ和Ⅱ型组织）
的绩效更依赖于员工的能力；相比之下Ⅰ类组织较

Ⅱ类组织更依赖于成员能力，说明简单结构组织采

取分权模式时（即Ⅱ型组织），除了员工能力可能还

有其它重要因素影响组织绩效，如团队建设等。

图７　激励机制对组织决策绩效的影响

图８　各类型组织成员能力、权利模式与任务复杂度关系分析

　　员工能力应对环境复杂性的分析：所有类型组

织在随着任务复杂度的增加，对员工能力的要求也

加大。
激励机制对员工能力的发挥的影响：说明简单

结构组织在分权模式下（即Ⅱ型组织），当其处于低

和中等任务复杂度时，应采取全局导向的激励机制，

更能促进员工能力的发挥；对Ⅲ类组织来说，则采取

高强度且局部导向的激励机制更能促进员工能力的

发挥。
成员能力适应环境动荡的分析：环境非常动荡

时，对Ⅲ类组织来说提高员工能力可以提高组织绩

效；而对Ⅱ类组织，只有环境中等程度震荡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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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能力可显著提高组织绩效。

５．４　小结

通过上述模拟结果分析，给出组织根据任务环

境特征（复杂性和和信息变化程度）特征与组织要素

进行匹配的 设 计，见 表５。当 最 优 组 织 选 择 的 匹 配

变量不满足时，组织则应选择表中所示的“次优”组

织，没有标注表示对组织相应的设计要素没有特别

要求。

图９　组织成员能力极限对组织决策绩效影响分析

表５　组织的设计要素与权变要素的匹配分析

任务复杂度
任务环境变化

特高 高 中 低

低 Ⅲ—① Ⅲ—②，Ⅱ—③次优 Ⅱ—③，Ⅲ—次优 Ⅱ—③，Ⅲ—次优

中 随机决策 Ⅲ—①，Ⅱ—③次优 Ⅱ—③，Ⅲ—次优 Ⅱ—③，Ⅲ—次优

高 随机决策 Ⅲ—①，Ⅱ—④次优 Ⅳ—④，Ⅱ—④次优 Ⅲ—②

　　注：①局部激励、成员有较高水平的信息处理能力；②局部激励、成员具有中等水平的信息处理能力；③局部导向激励，组织具有良好文化特

征、成员具有较高水平的信息处理能力；④全局导向激励，组织具有良好的文化特征、成员有高的信息处理能力

６　结语

本文采用多智能体模拟对组织应对环境不确定

性的分析框架进行了定量化建模，结合模型数据分

析和中国的组织管理现状引申得出以下结论。一是

Ⅲ和Ⅳ型组织在承担特别复杂的任务时具有优势，

因此对于承担类似任务的组织如大型工程建设项目

组织、与外部有复杂交界面的组织如高校组织来说，

在人力方面的保证是必不可少的。二是Ⅲ型组织在

任务环境变化迅速时具有优势，因此当任务环境变

化快但组织相对能够快速响应变化时，大规模的组

织应该适当上移决策权利中心，并对决策权利中心

位置上相应的人员进行激励。分权模式虽然有利于

组织快速响应环境变化，但是却需要良好的沟通；而
大规模组织的形态和结构复杂，权利中心过低反而

可能使组织陷于无序状态。三是Ⅱ型组织适合承担

中等及以下复杂度的任务、且在环境有一程度的变

化的条件下具有优势。Ⅱ型组织由于规模小，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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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本方面较Ⅲ和Ⅳ型组织具有优势。全球化竞争

使得利基市场发展迅速，根据利基市场的特点，Ⅱ型

组织是该市场参与者的首选。四是Ⅱ型组织是本质

上是典型的扁平化、有机式组织，因此必须要加强组

织文化建设。建立具有经验分享、鼓励学习、信赖与

合作、创新与支持等特征的文化，对于提高组织成员

能力从而提高组织决策绩效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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