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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非正式组织及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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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非正式组织

• §5.2  非正式沟通

• §5.3  正确对待非正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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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非正式组织

• 一.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 二.正式职权与非正式权力

• 三.组织目标和个人-群体目标

• 四. 工作中的政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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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 组织中，在正式的法定关系掩盖下存在着大量非
正式组织构成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

• 巴纳德：组织成员个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有两种
基础。一种是为了共同的组织目标，另一种则是
为了私人目的。以私人目的为基础的个人交往，
具有重复的特性，因而逐渐变得有系统和有组织。

• 非正式的组织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发生重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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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式组织

• 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由组织建立的群体。

• 具有组织存在的目的以及组织工作程序的一系列
组织规则，如正式的组织分工，固定的信息传递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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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组织特点

• 组织目标是具体的

• 权力来源于组织规章、规则，具有强制性
服从的特点，有正统性、合法性、稳定性
等特点。

• 层级式的等级结构特点。

• 信息沟通渠道是由组织规章所提供的。正
式组织要靠规章来保证高效率运转。固定
沟通渠道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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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正式组织

• 人们彼此交往的联系中自发形成的关于个人与社
会的关系网络。

• 存在于任何一种群体之中，只要群体中的成员对
这种组织形式有一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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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非正式组织产生原因

• 暂时利益一致。

• 兴趣爱好一致。

• 经历背景一致。

• 共同语言较易产生非正式组织，以利于回
忆过去经历并交流。

• 亲属关系。

• 地理位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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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非正式组织特点

• 无明确结构、形态，可辨识性差。

• 非正式组织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协调。
非正式组织是以个人的心理特征为基础
形成的，是自发形成的，个人之间协调
程度高。

• 非正式组织侧重于人们相互接触的心理
侧面、非理性侧面。

• 非正式组织中通行的是通过感觉、情感
和个性特征等因素的无形的潜移默化的
影响，个人品格往往是导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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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非正式组织类型

• 按成因划分：

• (1)利益型。凝聚力强

• (2)信仰型。在共同理想、信念基础上形成。

• (3)兴趣型。

• (4) 情感型。由感情、友谊或社交的需要，以
情感为纽带而形成。

• (5)亲缘型。由亲缘关系形成，比较稳定、凝聚
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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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非正式组织类型

• 按照作用和性质划分：

• (1)积极型。目标和行为对正式组织的目标具有
积极作用。

• (2)消极型。对正式组织目标具有消极影响，活
动未超过法律或规章许可范围。

• (3) 中立型。同正式组织的目标行为没有明显
相关关系。

• (4)破坏型。对组织目标有明显的破坏干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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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式职权与非正式权力

• 权力是指对他人的影响或控制。

• 五种权力来源：

法定权；

奖赏权；

能够惩罚或建议惩罚而具有强制权；

专长权；

模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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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式权力

• 正式权力附属于职位。来自于上级委任。
执行主要是依靠组织的规章制度或组织共
有行为来强制实施。固定的，有着明确的
边界限制。

• 多级性，不同层次等级的职权相互链接，
形成完整的权力体系。

• 正式职权特点：上级委任，强制实施，等
级式，合法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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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正式权力

• 非正式权力由团体成员授予；在组织中非正式权
力更多来自平级之间；易受个人因素影响。

• 特点：

(1)  权力源于成员共同授予；

(2) 依靠组织压力及其他非行政权力实施；

(3) 不具有等级式的层级结构；

(4)  由非理性和个人情感因素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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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关系

• 组织中的权力关系是由其结构所决定的。

• 结构使得某些参与者在信息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
获得更多更重要的材料。

• 因此，特定职位的人员任命就建立起了正式职权
关系。

• 而通过影响信息和沟通结构，建立起非正式权力
关系。



16

三、非正式组织的结构

（一）组织的双重结构

• 正式组织的局限性导致了非正式组织的存
在，这就是组织的双重结构。

• 正式组织结构的存在并不能完全取代社会
人际关系结构，使组织的运行脱离组织中
个人的交 往 。

• 当组织目标变得越来越复杂，思考和学习
成为劳动的必需时，组织结构形式化总是
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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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式组织的结构形式

• 核心群：是一个非正式组织中最稳定、关
系最密切的一群人

• 边缘群：通常是那些被非正式组织所吸引
的人

• 外层群：这些人与组织有一定的联系，但
是经常处于游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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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正式关系内容的多样性
决定了非正式网络类型的多样性

• 非正式结构的内容是非正式关系。

• 非正式关系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非正式网
络类型的多样性

• 卡拉卡哈德把非正式网络区分为

友谊网络

咨询网络

信任网络

情报网络



19

四、组织内的正式行为和非正式行为

• 正式工作关系是正式组织的基本内容，是
组织正规化的重要保证，在工作说明书上
一般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和说明，作为指导
组织成员工作关系的规范。

• 非正式行为关系则是一种非“官方”的行
为，是组织成员作为组织社会角色在员工
之间的交往或交际行为，是组织成员的工
作角色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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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互联网时代的非正式组织

• 在非互联网的传统时代，信息沟通成本很高，通
常是组织机构才具备大规模沟通的可能性，而个
体无法完成大规模的沟通，而互联网的到来，通
过博客、论坛、SNS等产品，用户可以建立一对

多的信息架构关系，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即使
是个人也能完成大规模的沟通。

• 正因为互联网时代个体沟通的成本几乎为零，所
以，非正式组织能够迅速地完成正式组织所不能
完成的工作。互联网时代非正式组织的力量正在
逐渐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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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非正式沟通

• 沟通是指信息在传送者和接收者之间交
换的过程。

• 沟通的效率与效果常常是评价一个组织
系统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标。

• 无论组织建立的正式信息沟通系统是多
么精致，总会得到非正式信息沟通渠道
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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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

• 1.正式沟通

• 2.非正式沟通



23

1.正式沟通

• 经过精心谋划建立，由组织规则、制度保证的信
息沟通渠道及其媒介。

• 包括：指定或指示经指挥链条向下传达，上行沟
通，意见和建议经指挥链条向上汇报；规则、制
度所规定的供组织成员进行协商交流的场所。

• 特点：内容、程序固定；严肃，约束力强，有权
威性，易于保密，沟通效果较好。缺点：沟通速
度慢，失真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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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沟通信息流向型态

• 下行沟通：组织中依权力指挥链由上而下由一
个水平向更低水平的沟通。

• 上行沟通：由下而上的沟通。

• 平行(横向)沟通：组织中同级之间、在纵向指
挥链之间的沟通。

• 斜向沟通：又称越级沟通、交叉沟通，是指组
织内不同层级部门间或个人的沟通，它时常发
生在职能部门和直线部门之间。适用法约尔的
“跳板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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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沟通媒介

• 口头联络：限于较小范围，在一个人和直
接上下级人员之间。

• 书面记录：备忘录和信件

• 文件流转：业务工作以文件处理为中心而
展开。

• 记录和报告：信息格式一般是固定的。

• 手册：将组织长期应用的惯例告诉成员，
加强了决策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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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正式沟通

• 非正式沟通系统围绕组织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建立
起来。

• 脱离组织机构的层级次序。以口头沟通为主，常
表现为小道消息

• 优点：弥补正式沟通缺陷，如正式沟通中不能传
递的个人信息内容；缓解由于管理层次差异而造
成正式沟通中下级的紧张、压抑等不良情绪。反
馈信息。

• 弊端：非稳定性，谣传对于组织目标产生负面影
响，宗派活动造成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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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式沟通的主要方式

• 1.小道消息

• 2.谣言

• 3 .越级报告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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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道消息

• 缘于人们交往过程中的互相作用和影响。
是人们要求交往沟通的天性的一种表现，
是一种自然的正常活动。

• 通过口授和观察得以传播

• 作用：反馈雇员信息，有助正式指令变成
员工语言，弥补管理人员与雇员沟通方面
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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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的传播因素

• 令人激奋和不安全的事件

• 事情关系到朋友或同事

• 最新信息

• 组织成员紧密接触

• 允许交流的工作条件

• 从事要求他人提供信息的工作岗位

• 擅于联络沟通的个人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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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的特点

• 传播正式组织不愿或有意缄口的信息；

• 快速扩散，机动灵活，传播比正式沟通更
迅速；

• 异乎寻常的渗透能力，突破组织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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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的传播形式

• 单线型：一连串的人传至最后的接受者。

• 闲聊型：流言传播式。由一个人主动传给
其他人。

• 随机型：因偶然的机会将信息随机传给一
部分人，这些人又随机传给另一部分人。

• 组串型：又称葡萄型，某人将信息有选择
地传给有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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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谣言

• 谣言是那些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标准而
被传播的小道消息，它是小道消息中没
有被证实的不真实的内容。

• 谣言应对策略：

谣传起始辟谣，辟谣时力戒重复谣言。

用事实驳斥，当面质对，必要时笔录。

尽快处理谣言。

非正式组织核心人物的合作和帮助。

倾听有用谣传，注意背后隐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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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越级报告

• 越级报告：普遍的非正式上行沟通，“小
报告”。

• 组织成员未按照非正式上行沟通渠道，逐
级向领导者表达意见，而是越过直属上级
直接向更上层领导者，以口头或书面的形
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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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级报告产生原因

• 非正式上行沟通渠道不良，造成部分成员
的心理不安与不满。

• 组织政治行为

• 某些信息收集活动促进越级报告行为的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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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级报告的优缺点

• 优点：保持沟通信息的完整性；信息传达
有较高的时效性和机动性；与正式沟通渠
道相互补充。

• 缺点：破坏组织中的权力关系；破坏组织
内部的和谐与团结；没有正式沟通渠道的
监督，客观、严谨性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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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级报告管理机制

• 明文禁止越级报告对正式沟通机制的破坏

• 积极进行个别访谈

• 健全各种沟通方式，接受组织成员的建设
性、创造性意见。

• 对越级报告处理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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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非正式组织利弊与管理

• 一.非正式组织的利弊

• 二.非正式组织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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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正式组织的利弊

（一）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

•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增加灵活性。

• 减轻管理工作负担。非正式组织的支持，导致融
洽的协调配合和更高生产效率。

• 创造稳定运行的团体。归属感安全感。

• 对管理人员拾遗补缺，取长补短。

• 缓解挫折、精神压力，“安全阀”作用

• 对管理人员的监督作用，是正式组织权力运用的
监督者和平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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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式组织的消极作用

• 文化持恒功能：具有过分维护现有生活方式、在
变革面前采取僵化态度的倾向。

• 非正式组织社会满意功能的角色冲突。为了满足
成员的需求，有可能使雇员离开组织目标。需求
差异。

• 造成谣言和小报告的流传，

• 非正式组织社会控制功能干预组织成员的行为

• 导致小团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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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式组织的管理

(1) 正式组织增强凝聚力， 才能有效抑制
非正式组织

（2）减少对非正式组织的刺激

（3）对非正式组织领导人的管理

（4）人员的设置：在人员的设置上，应尽
量避免相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在利益相关
的部门，年龄、性别都要合理搭配。对
于有危害的非正式组织，可以适当分开
其内部成员，减少他们的密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