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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应用

一
徐 联 仓

在西方管理学理论中
,

把有关人的因素的研究称

之为
“
行为科学

”

或
“
组 织 行 为 学

” 、 “

组织心理

学
” ,

而在我国则多采用
“

管理心理学
”
的名称

。

目

前
,

这方面的研究已愈来愈引起国内许多理论工作者

和从事管理工作同志的注意
。

一
、

管理心理学的基本内容

管理心理学主要是研究组织行为的
,

它研究工作

环境中个人和群体的行为
,

并从心理学
、

社会学
、

人

类学等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
。

目前在一般的著作中把管理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分

为以下几个方面

个体行为特点
。

在个体的层次上
,

考虑影响

人的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
,

即人对于周围事物的知觉

与理解
,

人们的思维方法
,

人的动机
、

个性
、

态度
、

能力以及人的个别差异等
。

这与实际活 动 中人 的兴

趣
、

需要
、

激励
、

成就
、

达到目标的行为等有密切关

系
。

在管理心理学中有不少经过长期考验行之有效的

测量手段
,

如智力测验
、

能力测验
、

个性侧验
。

群体行为
。

主要是研究群体的分类
,

如正式

群体
、

非正式群体
,

群体的结构
、

群体的规范
、

群体

的内聚力
、

人际关系的测量与分析方法
。

领导行为
。

组织行为学认为领导行为是包括

领导者
、

被领导者和环境几个因素 的整体
。

领 导 行

为的研究一般认为可分为三个阶段
。

最早是重视领导

者的人格特质
,

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主要归功于个

人的特质优良 第二阶段则侧重领导行为类型研究
,

分析哪种行为趋向与事业成功有关
,

如 “工作取向
” 、

“

职工取向
”

等
,

第三阶段为权变理论
,

强调领导之

成败在于能否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宜的领导方式
。

组织行为
。

或称组织中的行为
。

包括组织的

概念 分类 组织理论
,

如组织结构
、

分层
、

权力分

配
、

社会技术系统
、

组织力学等
。

二
、

管理心理学的应用

在实际工作中
,

管理心理学是以非常绘合的形式

发挥作用的
。

为了提高一个企业的效率
,

就要求从个

体的需要
、

动抓等方面人手
,

研究如何提高积极性的

办法
。

在实践中则体现为工资和奖励制度的改进
、

工

,

作与生活质量的提高
、

物质鼓励与精神鼓 励的结合

等
。

国外的经验说明
,

管理人员必须经过管理学的训

练
,

在大的工厂企业都有管理心理学专家的编制
,

在

管理学院的课程中将管理心理学列为必修课
。

许多咨

询公司都开展管理心理学方面的咨询
,

如为企业评估

领导人员
,

发现不称职者提出撤换的建议
。

提高职工的满意度是发挥群众积 极性的 重要手

段
。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
,

利用加工资
、

发奖金等办

法激励职工的作用递减
。

所以在行为科学研究中更多

地强调内在激励的作用
,

例如成就
、

受到社会的承认
、

从工作本身得到的满足
、

职工本身的成长与发展前途

等
。

再有就是工作
、

生活质量的改善
,

管理民主化
,

职工参与管理等社会性
、

政治性的激励
。

这是当前工

业发达国家在其管理工作中所关心的实际向题
。

三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科学

我们应当重视管理哲学的研究
。

我国古代的哲学

有许多可借鉴之 处
。

如荀子 的
“

性恶” 说近于主张
“

经济人
”

的 理论
,

孟子的
“

性善” 论 近 于主张
“

自我实现人” 的 理论
,

而杨雄的性善性恶混杂的

看法又近于
“

复杂人
”

的超 理论
。

学习
、

研究我们

自己的古老文化对改善管理很有益处
。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切工

作的指导原则
。

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有许多关于人

的论述和关于管理的思想
。

学习这些著作
,

对于端正

我们的行为科学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对外国行为科学的经验
,

不论是西方 的 还是苏

联
、

东欧的
,

我们都应认真系统地了解和分析
,

也可

引进来进行实验性鉴定
,

努力区分出科学的
、

能为我

所用的部分和不合我国国情不宜引 用 的 部分
。

贯彻
“

以我为主
,

博采众长
,

融合提炼
,

自成一家” 的方

针
,

将有助于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科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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