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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一个快速多变的世界中，重申生产( 服务)

管理的复杂性特征是非常重要的观点． 当现实生产( 服务) 系统由于颠覆性技术的出现、由于

全球化出现新的格局而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其自适应、涌现、自相似等特征已经不容

忽视，因而也为未来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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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了盛昭瀚教授《管理: 从系统性到复杂

性》( 以下简称“盛文”) ［1］，依我的理解，该文从

系统科学的视角探讨组织的生产管理，并从生

产( 服务) 管理原本的程序化、标准化、专业化的

属性发展向系统性，更进而发展向复杂性，强调

复杂性的生产 ( 服务) 管理在今天的重要性． 这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洞见，让读者看到在外在环

境越来越不确定、组织内部功能越来越连结紧

密之下，生产 ( 服务) 管理思维必然要有所创新

的逻辑．

作者同时重申了复杂性的一些重要特质，包

括它是反还原论的，环境不确定、信息不完整的，

有自组织、自适应功能的，要素之间非线性关连

的，系统是动态演化的，以及特别是子系统连结成

上一层系统时的涌现现象． 作者所列举的这些要

点把复杂性的特质十分清楚地梳理出来，为我们

理解现实生产( 服务) 管理中的现象进一步提供

了复杂性视角．

总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速率日益加快、

颠覆性技术和全球化让多种因素产生日益复杂的

关联的背景下，将复杂性研究放在生产( 服务) 管

理之中，是一个研究视角的创新，也是未来特别值

得探索的方向．

如同一般的复杂系统，生产( 服务) 系统作为

整个管理组织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也存在

一个分形现象，且层层子系统和上一层系统中的

结构都有相似性 ( 当然又有一定的变异性 ) ． 所

以，现有文献中一些对组织管理的复杂性视角的

研究工作，对继续发展盛文的思路会有助益，还有

一些在盛文之外关于复杂性管理的经典工作也值

得研究者进一步参考．

其中一本特别值得参考的书，是 Scott 的《组

织理论: 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一书［2］． 他把过

去的组织管理以系统的观点进行总结，在归纳各

方的理论基础之上，斯科特指出了三个系统的

视角:

第一种理论视角被他归纳为理性视角，也就

是将组织视为一种完美运行的机器． 斯科特认为，

这样的系统之行为是由有意图的、协调的成员所

实施的行为，这与系统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同

这种视角相关的理论术语包括执行、有效性、设

计、规章制度和协调等，这些其实就是经典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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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所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

第二种视角选择将组织视为一种集合体． 自

然系统将组织视为一种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

的产物． 首先，组织的既定目标实现与预计的效果

总是存在差距，参与者的行为和动机在其中产生

了巨大影响; 其次，组织无法规避维持自身存在也

是最基本的目标，也就是说除了达成其既定目标，

组织总是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与继续运转． 组织既然是生长起来的，那么就不全

然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

开放系统视角是第三种视角． 一般认为，开放

系统视角相关的组织理论发展同物理学、化学和

生物学等学科的现代发展有密切关联． 在斯科特

看来，开放系统理论同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进展密

不可分． 开放系统视角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克服简单的线性分析性思维，在外在不确定的环

境的影响下，每一层的事物都能自组织成系统，同

时又归属于一个更高阶的系统，由低而高，层层自

组织而成，又层层相因而生． 每一层事物既是独立

系统又是更低一层事物的组成环境，高一层的系

统是低一层子系统的组合． 不同的系统组成规律

之间存在相似的过程和结构，也就是不同层间有

结构同型性． 在各层系统之间，要素的互相依赖是

一个突出的现象．

而组织管理从封闭的理性系统，到封闭的自

然系统，再到开放的理性系统，再到开放的自然系

统，该书的最新一版中已经加入了复杂网络与社

会网络的章节，所以又开启了复杂系统的视角． 在

每个时期中，组织管理系统的演化其实都是其子

系统( 包括生产 /服务系统) 的复杂相连又涌现出

新结构的结果，所以每一个时期不同的系统视角

如何展现在生产( 服务) 系统上，对生产( 服务) 系

统复杂性的理解会很有帮助．

第二本书是 Granovetter 的「社会与经济」［3］，

是以社会网的观点看组织系统的代表之作． 简单

来说，格兰诺维特正是把组织视作一个复杂网络

系统，避免了「低度社会化」的纯理性思维，也避

免了「过度社会化」的纯自然视角，把制度创新与

系统转型放到动态过程中考察，因此看到了一个

在多元力量动态平衡中前行的系统． 比如，一个问

题:「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这个问

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分析思维下的产物，已经

二元对立地看待历史的进程． 在组织中，前者就是

「英雄」可以设计、控制组织系统，后者就是组织

自然成长，内在外在的动力推著个人前行． 在复杂

系统视角下，两者都对，两者也都不全对，甚至两

者相伴而生． 前者是伟人论，好像一个伟人的努力

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后者又是「世界大势浩浩荡

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只要历史随便捡

选了一个人，也能完成自已的前进．

但在 Granovetter 的理论架构中，我们一方面

看到原来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带给个人的限

制性及机会，一方面看到了个人如何在社会网

中推进了创新与改变． 所以在他的书中举的科

西莫·美第奇与文艺复兴的例子中，一方面我

们看到了工商阶层的崛起，老贵族权力的式微，

新兴自由城市的市政权力正在兴起，以及宗教

改革后世俗文化的觉醒，另一方面美第奇在不

同社会群体间作「桥」取得权力，发展了自己的

关系网、组建了自己的圈子作「枢纽」，并支持新

的文艺活动争取到「话语权」，最后在复杂网的

结构特质中找到传播的机制． 历史的进程到此

时确实大势所趋浩浩荡荡，但关键的路口上，不

同的个人选择会带来不同方向，美第奇家族的

选择在其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复杂系统视角则再次看到这两个视角的「正

反合」，面对环境的变化，组织是可以设计的，但

又不能完全被设计，所以它不能作精细计划，却可

以作顶层设计． 组织确实是自然演化的，但演化又

是可能被导引的，所以顶层设计是设定愿景，立下

行为规范的底线，提供自组织的空间，建立鼓励创

新的制度，让适应外在变化的创新在愿景的方向

和规范的底线上不断涌现，让组织有了制度的边

缘创新，有了创新传播，有了系统转型，有了复杂

演化带来的生生不息．

另外还有一本 Perrow 的《复杂组织》［4］也值

得一读． 从书名看，就知 Perrow 是以复杂系统视

角来看组织管理，他在该书中的第四章后半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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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谈到了生产( 服务) 系统的一些分类，是 Perrow 本人的创见，也特别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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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social economy entering a new era of development，it is crucial to reiterate the com-
plexity of production ( service) management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When the actual production ( serv-
ice) system changes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nd from closed to open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disruptive tech-
nology and the new pattern of globalization，its characteristics of self-adaptation，emergence and self-similarity
cannot be ignored，thus providing a new direction for future manage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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