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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行动者的模拟模型考察公司中的雇员形成派系的过程 。基于

互惠原则与资源交换理论 ,模型展示了互助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连带 ,逐

渐形成在内部相互支持的群体 ,这种群体进一步排除他人的参与 ,并最终在

组织中形成了派系。在考察影响派系形成的因素时 ,本文选取了与工作环境

相关的两个变量以及表达组织气氛的一个变量 。曲线图展示了本文的实验

结果:接近或超过个人极限资源量的工作量和越不平均的工作量分配状况越

有可能提高派系形成的速度和数量 ,并可能导致派系的不断分裂;而太小的

工作量与过于均等的工作分配可使个体交往倾向减弱而处于相对孤立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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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本文基于资源有限和“报”的概念提出一个模型 ,用以解释中国组

织内形成派系的原因 ,并以计算机仿真方法将此理论描述的派系形成

过程建构成正式模型(formal model)。

P.布劳(Blau , 1964)的社会交换理论指出 ,社会交换不同于经济

交换 ,它的回报不能是实时 ,也不能明确计量 ,所以不能像经济交易一

般银货两讫互不相欠;相反地 ,一个帮助可能要在很长的时间以后以另

一种形式的帮助加以回报 ,施恩者必须对受惠者心存信心 ,相信对方的

善意 ,当这个信心获得证实时 ,信任感也会逐渐建立。你来我往的社会

交换 ,使双方都累积了对方会善意回报的经验 ,因此信任关系得以建

立。这种信任感会使相熟的双方每次在寻找交换的对象时倾向找信任

感较强的人 ,于是一个人会与信任的对象建立紧密联系的交换关系 ,而

排除了大多数一般关系与之交换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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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换的概念十分类似于中国人的“报” ,该概念是在熟人连带

中进行人情交换时最重要的规范(Hwang , 1987)。在工具性交换的弱

连带中 ,中国人的社会交换仍然可以明言回报 ,讨价还价。但是在熟人

连带中 ,这种行为就不被认可 ,因为熟人间的交换是掩饰在情感关系下

的(黄光国 ,1988;Luo , 2005:437-458),所有得到的好处 ,都是欠了人

情 ,施惠的一方不好明言 ,受惠的一方也不能忘记 ,必须记入“人情帐”

中 ,以待他日偿还。所以当施惠方需要帮忙时 ,会优先想到向受惠方要

求帮忙 ,受惠方也会“回报” ,以展现其感恩图报的诚意 ,而且回报可能

更多 ,使对方又欠了人情 ,务必使双方的人情账不能结清 ,这样 ,双方的

交换关系才会持续很久。熟人连带在这种往复多次施惠 、受惠与回报

的过程中建立起来 ,所以双方追求的都是长期的关系 ,而且“人情账”不

能结清 ,也因此受惠的一方在需要更多帮忙时 ,除了想到自已曾施惠的

对象外 ,也会想到曾施惠于己的人 ,欠更多的人情没有关系 ,只要在长

时间中有欠有还 ,保持“报”的规范 ,则熟人关系反而能得到增强 。

这个理论应用在中国组织内 ,工作求助是一种组织内非常重要的

资源 ,但却不必然要有情感关系才能传递这种资源 ,组织内乐于受人求

助的员工往往可以得到他人的善意回报 ,因此求助关系甚至超越情感

关系成为员工间产生信任最主要的关系 。除此之外 ,学习曲线理论称

长时间且频繁的社会交换能够提高交际的效率 ,因此过往的合作经验

使得此后的交往更加顺利 。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个人更倾向于

与具有长期关系的人合作(Williamson , 1996;Granovet ter , 1992)。

本文的理论陈述如下 ,当资源有限时 ,有人资源多 ,有人资源少 ,故

前者可以施惠于后者 ,因分配的不稳定 ,所以这人另一时间又会变成资

源不足者 ,而须向外求取帮助 。根据“报”的理论(罗家德 , 2006),参与

交换的各方心中都有一笔“人情账” ,双边的互助行为使个人间关系越

趋紧密 , “熟人”间因为有回报的义务而使得个人在向他人提供帮助时 ,

优先考虑那些曾对他施惠的人;而在需要帮助时 ,也会优先找那些曾经

欠他恩惠的人。其次 ,基于多次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 ,他也会找施惠者

再提供帮助 ,因为施惠者相信他将累积恩惠在“人情账”中 ,他日偿还 。

在这种“报”的关系中 ,人们倾向找旧有的关系施惠 、受惠 ,于是 ,这些关

系不断加强 ,而减少与其他关系的互动 ,终至一个人只剩少数互助关

系。一群人都只有少数互助关系 ,且相互重叠 ,渐渐形成一个内部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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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关系 ,却很少向外人求助或施惠的团体 ,派系也由此形成了。

下面本文就以计算机仿真模型来仿真这个理论所描述的派系形成

过程 。本文假设某组织内有 20名员工 ,均从事类似的工作 ,可以互相

给予工作支持。根据上述资源有限假设与“报”的理论 ,本文对其行为

作如下基本预设:

(1)当工作量超过个人资源量时 ,个人向其他人寻求帮助。初始时

随机向他人询问;当具备了交往的经验与记忆后 ,他根据经验与记忆向

合适的人寻求帮助。当被询问人有余力时 ,同样会根据经验与记忆选

择优先帮助的对象。

(2)假设 N次的相互帮助在两个人之间建立“熟人”连带 ———也就

是双向求助连带;同样 ,向同一个人的求助连续被拒绝 N 次则永远不

向这个人求助 ,也拒绝其求助 。

(3)求助时选择的优先级如下:首先 ,欠我人情的;其次 ,我欠人情

的;最后为其他人 。提供帮助时的优先级如下:首先 ,我欠人情的;其

次 ,欠我人情的;最后为其他人 。

本文选择与工作环境相关的两个变量:一为平均的工作量与资源

量的差值 ,这个差值越大 ,就表示组织资源相对于工作量而言越显不

足;二为工作量分配的方差 ,方差值越大表示组织外在环境越不稳定 ,

工作量忽多忽少 。另外与“报”相关的一个变量 N ———本文称为“忆阈

值” ,也就是在一定的组织气氛与文化下个人记恩与记恨的程度 ,N 越

大 ,以此表示人们越不容易记恩与记恨 。这些为外生变量 ,以此可以考

察派系形成的数量与时间趋势 。

二 、方法

行动者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考察复杂自

我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理论入门模型 。这是一种自

下而上的模型 ,从获取系统中核心行动者的基本行为模式并将其抽象

成简单算法开始 ,生成行动者互动的整体模型 。该行动者的模型特别

适用于分析由结构相异又可以自我适应的行动者构成的动态系统。这

类系统用传统的建模方法通常难以考察(Macy &Wille r , 2002:58-

437)。同时该类模型致力于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平衡:集体的构型

(conf iguration)大于个体属性的集合;但集体构型又产生个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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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系的动态变化(同上)。

本文的模型用面向对象的程序语言 Java完成 。组织中的每一雇

员均为模型中的一个独立行动者 ,当程序运行以后 ,每一个行动者根据

前文所述的行为预设进行互动 ,在任何时间点均可获得它们的互动信

息与集体的网络形态 。

(一)假设 、参数与变量
在这种理论模型中 ,本文探讨前述三个变量如何影响组织中派系

的形成。这里首先说明一些环境参数及其背后的模型假设 。

(1)为了控制资源的作用 ,首先假设每个雇员的资源相同。这里不

考虑雇员们能干什么类型的工作 。换言之 ,对于资源没有什么特别的

说明 ,而且任何人在本文的模型里都能从事任何工作。

(2)第二个假设是每个雇员具有相同的资源量。控制了资源以及

其他的个体特征 ,本文认为所有雇员的资源量是相等的 ,并且被看成是

一个整数 。在本文的模型之中 ,每个雇员的资源量是每天完成十项工

作 ,因此将资源量设为整数 10。

(3)第三种假设是中等规模的小组。组织中的雇员数量在以下所

有的模拟实验中被设定为 20。

对于模型中的几个外生变量 ,通过控制它们的值来理解它们在派

系形成中的影响 。其外生变量的规定如下:

(1)工作日的数量模型中的“一天”实际上是行动者互动的一个独

立时间单位 。在“一天”开始就把工作量分给每一个雇员 ,且不管雇员

能否胜任 ,这项工作不会留到下一天 。如果一个人被分给了一份超过

了他资源量的工作量时 ,他将寻求帮助或在下班以后的时间里完成它 。

而当新的一天到来时 ,雇员的工作量资源量又重新开始 ,因而 ,一天只

是一个能被理解为在社会中相互求助的完整过程的抽象时间段 。

(2)记忆的阈值 n次互助行为之后 ,本文认为两人之间建立了双向

的求助连带 ,同时 ,如果一个人寻求帮助的要求被另外一个人拒绝了 n

次后 ,那么他就会把那个人列入他的“拒绝往来户”中 ,而且今后将会拒

绝后者提出的任何要求。换句话说 ,如果一边的要求被另外一边拒绝

了 n+1次 ,一个可能的双向求助连带就会被打断 。在本文的试验中 ,

n取值 3 、5 、7或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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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工作量每一天利用 gamma分布1来为每一个个体设置工作量 。

Γ(α,λ)分布的均值是 α/ λ,方差是α/ λ2 。因此在模型里选择 α和λ

的值来产生合适的工作量的均值和方差 。因为将资源量定为一个常数

10 ,所以工作量的变化代表着资源的有限性。在下列实验里 ,取 α/ λ

值在 7 ～ 12 之间 ,它们代表工作量在一个特定运行的模拟实验中的

均值 。

本文考察的被解释变量是组织中的派系的数量 ,使用具有超过三

个节点的递归连带(recursive ties)的组件(component)2来定义派系 。

正如社会网络分析里的普通定义一样 ,如果员工 A 认为 B 是其优先求

助的伙伴 ,同时 , B也认为 A 是他的伙伴 ,这样的话他们就是递归连

接。派系即是整体图中的一个递归连接的子图。

1 Gamma 分布:Γ(α, λ)定义为:如果一个随机变量 X 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度函数:

f(x)= f(x;α, λ)= λα

Γ(α)
xα-1 ge-λt 　0 ≤ x ≤ ∞;α, λ> 0

则 Γ(α)=∫
∞

0
xα-1 e-xd x 称为 gamm a函数。

2 相关的定义来自于《社会网分析:方法与应用》(Stanley Wasserman & Kath erine Faust ,

1994)一对点 ni , nj 为:(1)强连接。如果 ni 到 nj 有一条路径 ,并且 nj 到 ni 也有一条路径。

ni 到 nj 的路径可能包含着从 nj 到 ni 不同的节点。(2)递归连接。 如果它们是强连接 ,并且

从 ni 到 nj 的路径与 nj 到 ni 的路径经过同样的节点。一个有向图(A directed graph)为:(1)

强连接。如果所有节点间连接都是强连接。(2)递归连接。如果所有节点间都是递归连接。

(二)模型结构(规则与步骤)
模型由三部分组成 ,为前文最初的行为预设提供了详细的规则。

实验模拟的内容是雇员的日常工作生活。在本文的模型中 ,每个

雇员对应一个行动者(agent)。他们首先被分配一定的工作量 ,然后他

们会重复两件事情:如果需要 ,他们会求助 ,或者对他人的求助作出响

应。据此 ,我们进行模型结构设计(见图 1)。

　　(1)分配工作量在该模型中 ,每一个行动者有三种属性:资源量 、

工作量以及可使用的价值(简称可用值 , avai lable-value)。资源量值保

持为 10 ,而工作量每日根据伽马函数随机为每一个人生成;可用值由

资源量值减去工作量得到。如果一个行动者的可用值是负的 ,那么就

将其纳入需要帮助者的名单;反之 ,则将其列入提供帮助的名单 。

(2)要求与响应在分配任务之后 ,被设定为需要帮助的行动者开

始寻求别人的帮助。他们不会在同一时间向所有人发出求助的信

·156·

社会· 2007·4



息———这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依次向他人寻求帮助 。系统

会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向他们的首选者发出求助信号 。然后 ,那些能

够提供帮助的人就会处理收到的求助信号 ,并作出响应 。如果自身是

需要帮助者收到求助信号 ,就会拒绝他 。经过响应过程 ,需要帮助却没

有得到帮助 ,或者没有得到足够帮助的人会再一次提出求助。系统会

不断重复 ,直到需要帮助者或提供帮助者人数的一方为零。
图 1:仿真流程图

　　上述过程需澄清一些细节。首先 ,向谁发出求助。规则如下:第

一 ,根据谁欠他(人情)的情况 ———从多到少来决定;第二 ,根据他欠谁

(人情)的情况———从多到少来决定;最后是那些与他有过平等交往的

人或是未交往过的人 ,随机抽取。每个行动者都会有一个表格用来记

录他的朋友。表格中的记录有两部分组成:谁是他的朋友以及与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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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一个数值———朋友帮他的次数减去朋友欠他的次数 。对于每一次实

验 ,初始化表格为每一个行动者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即相关值为 0。在

每次实验最初阶段 ,求助者随机地选定对象。如果该对象提供了帮助 ,

那么他就给其相关值加 1。因此 ,当一个行动者做出求助时 ,他首先选

择那些相关值为负的 ,从最小值到最大值 ,然后选择那些相关值为正的

了 ,从最大值到最小值;最后随机从那些相关值为零的人中选择 。

第二 ,向谁提供帮助 。虽然一个行动者在一轮里只被允许发出一

个要求 ,但那些能提供帮助的人在同一时间会收到很多求助。一个行

动者按照以下优先级提供帮助:首先 ,是相关值为正的人们(他亏欠的

人)从最大到最小排序;第二 ,是为负的人们(亏欠他的人),根据优先权

的顺序要求 ,检查它的有效可用值是否不低于要求的数量 ,如果不是的

话 ,他发送回馈信息以按要求提供相应数量 ,从要求者在他的表格里的

数值中减 1 ,同时减少自己的可用值 。如果可用值仍然不为零 ,他选择

下一个要求者重复以上步骤。如果他的可用值低于所要求的数量 ,则

他只提供与他的可用值相等的数量 ,然后拒绝剩余的要求者 。

求助者会记住所有他提出过求助的人。如果他得到响应 ,他就会

给帮助者的相关值加 1 ,如果没有响应 ,他就会检查其相关值是否为

负。若果为负 ,则再减 1。

要求与响应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一旦行动者降低了某

人的相关值 ,那么他就会检查其相关值是否低于 N 。如果是 ,他就会将

其剔除出朋友列表 ,并不再对其任何要求作出响应。系统还存在多张

表格以记录所有发生过的互动信息 。

(3)模拟实验及结果计算。对于每一个实验 , 根据记录的互动信

息与每个行动者的朋友列表 ,可以生成所有行动者间的关系矩阵 。在

这个矩阵中 ,元素αij 被定义为:

αij =
1　如果行动者 i和 j 之间有双向连带

0　如果 i和 j 之间没有双向连带

　　本文通过编写 java 语言程序由该关系矩阵计算派系数目 ,然后 ,

运行同一个实验 100次 ,得到 100个结果 ,求取它们的平均值 ,是为一

组外生变量作用下的派系数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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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工作分配方差对结果的影响作用
　　图 2显示的是当工作量均值为 8 ,记忆阈值设为 3 ,分配方差分别

为 1 、2 、3 、5 、10 、15时 ,在 0-450天内的派系形成过程。在第 0天时 ,

由于行动者间相互不熟识 ,因此派系数目为 0。随着时间的推移 ,派系

数目上升 。从图 2可以看出 ,当方差较小 ,例如为 1或 2时 ,派系数目

增加得很缓慢 ,行动者间“熟识”的过程很长 ,较长时间内行动者处于陌

生与孤立状态 。当方差居中 ,例如取 3 、5 、10 ,这时在短时间内行动者

的双向互动大大增加 ,派系数目很快上升到一个峰值 ,接下来由于跨团

体间的互动 ,使得派系之间又联合在一起 ,因此最后形成全部人的团结

(或可能是多数人的团结与极个别人的孤立),实际不再存在派系 。如

方差为 5和 10时 ,分别在 100与 150天后进入仅存在一个团体的稳定

期。当方差取 15时 ,可以看到在稳定期之后出现了第二个峰值 ,而随

后派系数目又快速下降 。第二个峰值的出现主要是“记恨”产生的效

果 ,当工作分配的差异性太大 ,每一天中的求助不能满足的次数增加 ,

使得相互记恨的可能性增加 ,因此团结的行动者又开始出现分裂 。在

分裂的派系里的持续互动 ,由于可用的资源进一步减少 ,致使派系持续

不断地分裂 ,直至一盘散沙(派系数为 0)。
图 2:工作量均值为 8 ,工作分配方差改变时 , 450 天内派

系形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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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每一个方差值都表现出上述的发展模式 ,唯一不同的是方

差值越大 ,越早出现派系 ,也越早团结成一体 ,更越早因记恨而使互助

关系瓦解 ,成为一盘散沙 。方差代表了工作分配环境的不稳定性 ,其结

果表示 ,工作分配稳定性与时间成反比 ,越不稳定的环境会越快走完上

述的发展历程。原因是 ,在不稳定的环境中 ,人们求助的需求较大 ,一

个人一时段内“闲”下来而能施惠的机会也较多 ,所以互动频繁 ,因记恩

而结盟 ,因记恨而背盟的情况较多 ,发展历程走得较快 。

(二)工作量均值对结果的影响作用

图3显示当工作分配的方差设为15 ,记忆阈值设为3 ,工作量均值分

别为8.8 、9.6 、10.4与11.2时 ,0-100天内派系形成的过程。可知 ,当平

均工作量小于资源量 10时 ,即取 8.8与 9.6时 ,图形与图 2中方差为 5

与10的情况类似 ,即行动者先通过互动熟识 ,再团结成最大的团体;当

取较小的均值7.2时 ,其趋势明显趋缓。而当均值为10.4时 ,在第一个峰

值后 ,派系数目一直大于 1 ,即没有出现所有人团结的情况 ,随后出现第

二个峰值。当均值更大 ,例如取11.2时 ,趋势完全改变 ,派系数目在较长

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值 ,随后直接进入分裂与孤立阶段。
图 3:工作分配方差为 15 , 工作量均值改变时 , 100天之内

的派系形成趋势

　　工作量均值大 ,表示提供给员工的资源相对不足 ,代表了资源缺少

的程度 ,均值很大则资源不足以应付工作;相反 ,均值小代表资源相对

于工作量十分充足。从仿真中可以看到 ,在资源充足时 ,一开始会形成

·160·

社会· 2007·4



派系 ,但很快地就因为大家都有多余资源支持别人 ,而团结成一体。当

均值接近 10 ,如达到 9.6 时 ,派系存在的时间相对变长 ,而如果达到

10.4时 ,则派系一直存在 。然而资源变得不太充足时 ,固然也会有一段

派系存在的时间 ,却最终会迅速解体 ,变成散沙一片。

(三)记忆阈值对结果的影响作用

图 4显示的是当工作量均值为 9.8 , 分配方差为 15 , N 值分别取

3 、5 、7 、9时的 0-100内的派系形成过程。当记忆阈值 N值是 3时 ,很

快形成派系 ,但随即派系数下降 ,在有派系与团结一片之间来回振荡 。

当记忆阈值 N值增大 ,由于建立连带的门槛提升 ,因此从图 4 可看出

图形不断向右位移 。N 值越大 ,行动者对于交往者拒绝的忍耐度提

高 ,而对于团体接受新成员的门槛也随之提高 ,因此 N 值比较大时 ,派

系数目几乎在峰值上维持较长一段时期 ,从而形成一个组织中稳定存

在派系的局面。记忆阈值表示一个团体报恩与报仇的倾向 ,记忆阈值

低 ,则表示团体成员很快会结盟 ,但也很不宽容别人的“忘恩负义” ;相

反 ,记忆阈值高 ,则表示该团体成员结盟比较谨慎 ,但也比较宽容 。
图 4:工作量均值为 9.8 , 分配方差为 15 , 100 天之内的派

系形成趋势

四 、讨论

(一)结论
从模拟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 ,组织内倾向与“熟人”交换的行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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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排他性” ,从而使得组织内出现派系 ,而派系的

出现 、数目 、时间趋势 ,与工作环境因素及组织中“报”的气氛均有关 ,并

且可以看出该互动系统具备一定的复杂性(Macy &Willer , 2002:58-

437)。当设置的外生变量值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系统的改变呈线性

状态;但当外生变量值超过一定的阈 ,则系统发生根本性转变。

本文的仿真模型在理论上描述了在一个资源不足的环境中 ,人们

因相互间施惠 、受惠与回报而形成关系 ,最终会因一些外在因素而使得

派系产生 ,仿真结果至少提供了三个理论推导出的命题 。这些命题如

下:(1)工作分配的稳定性与时间成反比 ,在工作分配不稳定的环境中 ,

派系生成的速度明显加快 。(2)在其他同等条件下 ,当工作量接近或略

超过平均资源量时 ,派系存在的时间很长 ,系统更可能处于不稳定状

态。工作量低 ,会很快形成团结 ,工作量太高 ,则很快趋向松散 ,派系存

在的时间都相对较少 。(3)由记忆阈值的影响作用可以看出 ,在谨慎宽

容倾向比较高的组织气氛里 ,成员之间虽然形成派系较慢 ,但派系也不

易瓦解 ,所以派系存在的时间反而较长 。

因此 ,本文推论一个组织在资源有限却又不会太稀缺时 ,及组织气

氛表现得谨慎结盟却又不易闹翻时 ,在组织生命周期里 ,派系存在的时

间较长。

(二)理论模型限制
这一个理论模型指出了中国人形成派系的原因是资源有限下资源

交换时 ,施惠 、受惠与报恩报仇的结果。然而这与我们对中国人的派系

的了解仍有一些距离 。首先 ,中国人的派系其实都是起源于扈从体系 ,

一个有权力分配资源的人在资源有限时 ,会成为很多人依附的对象 ,所

以一群人形成派系往往不只是为了求助与受惠 ,更是为了取得资源分

配者对其工作量作有利的分配 ,也就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资源。本模型

中 ,资源分配过程采取随机分配 ,并无资源分配者的扈从体系 ,此一解

释模型的后续发展应纳入一个与扈从体系相关的资源分配过程 。

其二 ,派系总留给我们一个印象即“只问立场 ,不问是非” 。派系集

结既然是为了依附资源分配者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分配 ,所以派系成

员会竭力争取派系利益 ,以扩大可分配的资源 ,不惜牺牲非派系成员的

利益 ,甚至破坏法制与规范 ,变成不问是非地维护派系利益 。这种行为

自然会引发别人也集结成派系 ,依附在其他资源分配者身边以相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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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排挤非派系成员的资源争夺 ,以及在不同派系间可能有的资源争

夺 ,在本文的模型中也未展现 。

其三 ,如果一旦有了派系之间的对抗或形成对非派系人员的排挤 ,

则报仇的行为会被激化 ,因此报恩与报仇行为不再适合仅以记忆阈值

来表现某一组织“报”的文化 ,而可能报恩记忆阈值与报仇记忆阈值会

有所不同 ,而且对派系成员与派系外人员的记忆阈值也会不同。这样

的模型会更接近现实 ,但也会使模型更复杂 ,有待未来加以改进 ,将上

述的现象都纳入考虑之中 ,使之更接近现实。

然而本文仍然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模型 ,表现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

下 , “报”的行为所造成的派系形成的过程 ,可以作为未来类似模型的一

个发展基础。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使理论正式化(fo rmalization)的有效

工具 ,但是正如理论的建构需一步一步发展完善那样 ,模型建构也需要

一步一步复杂化 ,使之更贴近现实 ,这有待于未来的研究加以改善 ,也

需要实证工作者将这样的理论转化为假设 ,并在组织中收集资料 ,以实

证资料证实这个理论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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