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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4_BA_BA_E5_c67_492024.htm 第一节 组织文化概

述 1、组织文化的定义：区别于其他组织的、被成员所接受

和认可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 2、组织文化的类型：

目标导向、革新导向、支持导向和规则导向。 3、组织文化

的功能积极作用：外部适应、内部整合和交易成本。 消极作

用：组织变革的障碍、兼并与收购的阻碍。 人与组织匹配：

员工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之间一致的程度。一个与之相关的

变量是人格特征。 4、跨文化管理霍夫斯泰德的跨文化理论

：四个表征国家之间文化差异的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

回避、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性化和女性化。 与领导风格

关系最紧密的因素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和对权力距离的接

受程度；与组织密切相关的跨文化因素是权力距离和不确定

性回避；3）跟激励密切相关的因素是个人主义、不确定性回

避和“男性化”与“女性化”。 影响企业跨国管理的文化因

素：环境因素（政治、经济、物理、文化因素）、企业自身

因素、东道国的经济因素、东道国的劳动力因素。 应注意的

问题：文化是一具综合概念，它不仅仅指两个国家之间的文

化差异；跨文化管理的具体措施应该是权变的；在跨文化管

理中，“沟通”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 学习型组

织 1、学习型组织的概念：能待续进行组织水平学习的组织

，一个通过获取或创造新知识，具有不断开发、适应与变革

能力的组织。组织学习指学习型组织进行这种创新学习的活

动过程，具体包括自觉运用知识的获取、共享和利用三个阶



段。 2、学习型组织的特点和功能特点：愿景驱动型组织、

善于不断学习的组织（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和

团体学习）、自主管理的扁平组织、具有创造能量的组织和

员工家庭与事业相平衡的组织。 功能：从个人层面看，要为

个人创造不断学习的机会，促进组织之中的探讨和对话氛围

；从团体层面看，要鼓励共同合作和团队学习；从组织层面

看，要建立学习及学习共享系统，并促进成员迈向共同愿景

；从社会层面看，要使组织与环境相结合。 3、如何建立学

习型组织圣吉提出了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模型：

自我超越：能够不断理清个人的真实愿望、集中精力、培养

耐心、实现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看待旧事

物形成的特定思维定势，它会影响人们对待新事物的看法；

建立共同愿景：指组织成员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愿望，简单

地说就是大家想要共同创造什么；团队学习：这是发展组织

成员的整体配合与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的过程；系统思考：

要求人们用系统的观点对待组织发展，不仅关注自己的努力

，而且关注自己的努力可能会对合作者带来的影响。 4、营

造学习型组织1）明确学习型组织；2）营造组织学习力：指

组织的警觉变化、预估影响、做出反应、调整安排的自创未

来的能力。 3）影响组织学习力的要素：对未来的警觉程度

，洞察是否准确；对事物的认知程度，掌握全面认知能力；

对信息的传递速度、沟通是否通畅；对变化的调整能力，应

变是否及时。 第三节 组织变革与发展 1、组织变革的沿革19

世纪末20世纪初，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20世纪20年代

，企业组织“金字塔结构”的正式形成；近20年来，企业组

织由“金字塔结构”向“网络式结构”变迁。 现代企业的组



织变革向着法治化方向、科学化和人本化方向发展。 吉福特

。品乔特在《直线制结构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组织变革是

按以下七方面变化的：从非熟练性工作到知识工作；从枯燥

重复性工作到创新和关心；从个人工作到团队工作；从职能

性工作到项目性工作；从单一技能到多技能；从上司权力到

顾客权力；从上级协调到同事协调。 2、组织变革的动力和

成因1）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企业的组织变革外部市场的需求

；科学技术的发展；竞争环境的变化。 2）内部环境的变化

推动企业的组织变革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以及

组织承诺等）；个人价值观；员工的素质。 3、组织变革的

类型1）变革的层次：改善企业战略绩效的组织变革；提高企

业运作绩效的变革；创造企业持续再生能力的变革。 2）变

革的内容特征：物理环境的变革；组织机构的变革；技术变

革；人员变革。 3）变革的推进方式：剧烈式变革和渐进式

变革。 4、变革的过程：解冻、变革、再冻结。 解冻的三种

方法：增加变革的推动力；减少变革的阻力；增加变革的推

动力的同时，减少变革的约 束力。 改变的三种方法：强制；

角色认同；内化。 再冻结：巩固变革的成果。评价是再冻结

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四节 危机管理 1、危机管理概述：英文

韦伯辞典：有可能变好或变坏的转折点或关键时刻；福斯特

：急需快速做出重大决策、缺乏训练有素的员工、缺乏物资

资源、时间紧迫。 罗森塔尔和皮内泊格：具有严重威胁、不

确定性和危机感的情境。 罗伯特。希斯：对人员和资源的威

胁；失控；对人员、资源和组织造成可见和不可见的影响。 

危机内涵的四个因素：危机反映时间有限；必须马上做出决

策；信息不可靠或不完全可靠；应对危机所需的人力、设备



可能超过实际可得。 危机首先是一起事件，并且具备突发性

、意外性、单向沟通性、由事件驱动反应以及组织能控制力

下降／压力增大等特征。 2、危机管理的基本框架危机管理

：如何面对威胁、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并努力去阻止其发生以

及发生时采取迅速和有效的应对。 危机的生命周期：前兆阶

段、紧急阶段、持久阶段、解决阶段。 危机事件的生命周期

管理：预防危机、识别危机、管理危机、总结危机。 危机事

件的社会应对机制：危机应对社会网络；危机应对的法律框

架；协调机制；危机应对的公众沟通。 3、危机反应能力建

立危机反应能力的必要性：减少人员方面的责任；将负面的

反应最小化；保护公司财产；将经济损失最小化。 4、组织

危机管理的原则：1）最早、迅速和真实地通告危机；2）让

受尊重的第三方出面来通告危机；3）对这场危机中的所有受

难人表示真挚的同情；4）与所有被影响的人们沟通，尤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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