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同时促使人 及 卜 内啡肤分泌 而淋

巴细胞上存在着吗啡样受休
。

据此
,

可以说明 中枢神经系统
、

内分泌系统

以及免疫系统通过类固醇激素
,

一内啡肤而产生相互作用
。

北京医科大学 王效道

儿茶酚胺及脑啡肤

苏州医学院 徐斌

态度与行为不一致对管理的意义

及 其 制
‘

约 条 件
·

’

问题的提出

鸽 的经典研究揭示了

态度与行为可能不一致的现象
,

引起了对这方面研

究的广泛兴趣
,

同时又给人们 合图通过态度预测行

为的乐观设想蒙上了一层阴影 另一方面
,

就管理

实践而言
,

领导者在作出管理决策时往往存在着这

样的顾虑一一担心组织内外
、

上下各方面对决策的

杏定态 匆会引起抵制或反抗行为 笔者与许多领导

者接触时发现
,

他们对组织乃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

往往都有敏锐的洞察力 并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

的改革设想
。

可是这些设想却因种种顾虑而往往未

能付诸实施 笔者将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发生在选

择行动之后付诸实施之前的这种犹豫动摇的心理状

态称作决策顾虑
。

为了解现阶段领导者决策顾虑的

具休内容 笔者曾于 年上半年对北京的一些企业

领导者作过一个问卷调查
,

共收回大型企业 家
、

中型企业 家
、

小型企业 家 份有效的答卷
,

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

表 企业领导者决策顾虑调 查结 果统计

来自下属的阻力 来自同事的阻力 来自上级的阻力 米自社会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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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 一

一二兰二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

合计 人 拓

⋯ “

大型企业

多 拓 解 拓

本研宪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经 , 考验 对来自上级的阻力和来 自 下 属

阻力的硕虑有突出的代表性
,

而不同的企业之间

党政职务之间和正副职之间的顾虑均无显著差异
。

将上述的理论研究回顾和管理实际调查联系起

来 自然产生一个问题 能否运用态度与行为不 一

致的规律 以下简称不一致规律 于管理中 强行

推行某些正当的管理决策

要恰当地运用不一致规律于管理决策
,

必须要

弄清其制约条件
。

这就涉及到这种不一致的原因
。

咨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 有代表性的研究结

论有

一 将 杯一致的原因

分为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两方面
。

个人 因 素 有
‘

其他的有关态度 相冲突的动机 言

语
、

智力以及社交能力
。

情境因素有 有他人在

场或以为有丫也人在场 有适宜行为 的 规 定

无其他可替代的行为 态度对象 的 特 定

性 其他无法预料的事件同时发生 各种

行动的卖际结果或预期结果
。

二
、

和 提出通过

态度预测行为的三原则 一般性的态度预测 ,

般性的行为 特定的态度预测特定 的 行 为

态度测最与实际行为的间隔时间越短 其一致

性也越高

三
、

认为
,

态度的认知

成分与情绪成分不一致是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重要

原因
。

这些研究结论中
,

有的相互矛盾
。

本研究仅探

讨与管理决策有关的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 具 位 原

因
,

以期界定运用不一致规律于管理的制约条件

研究方法

每一管理决策都会对组织行为以及后继的决策

产生影响
,

因此
,

这种研究在企业中进行 会 有 风

险 笔者决定在 自己的课堂教学中进行现场模拟实

验 教学活动也是一种组织活动 教师是组织的领

导者
,

每一教学活动安排都可看作一种管理决策
,

所以这种模拟可以成立 在大学里
,

学生普遍不愿

意下午上课
。

笔者拟从学生对下午上课的态度与行

为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
。

被试为北京经济学院工业

经济系 级
、

级本科生 人
,

修笔 者 所 授
‘

惜理心理学
”

课程 该课的授课时间原安排在上

午 第一次授课结束前
,

用问卷调查被试对改在下

午授课的决定的态度 课后经教务部门同意
,

通知

全休被试 从第二次课起授课时间改在下年 而后

由两班的课代表统计每次上课被试的到课率 并在

第六次课上
,

结合
“

态度与管理
”

丫章的教学内容

向被试布置作业
“
以自己上本课的实际情况为例

分析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原因
”

结果分析
被试对改在下午上课的决定的态度统计见表

改变授课时间后
,

对被试到课率的统计见表

表 被试衬改在下午上课的决 定的态度统计

成 无 所 谓

人数 男

反 ”

⋯
。 。, “ ““ “”

“

表 改 在下午上课后被试的 到课率统计

应 , 人次总
一

计

被试人数 次 实到人次 未到人次

人次 书 签

衬

对比表 与表 表明
,

被试对改在下午上课的

态度与实际的上课行为是不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
,

这一结果证实了不一致规律对管理的积极 意 义 存

在
,

即
,

引起否定态度的管理决策不一定都会引起

抵制或反抗行为
。

以往有关的研究只注意到态度与

行为一致的积极意义 即可以通过态度来 预 测 行

为
,

而把不一致看成消极的预测障碍
·

本研究帅结

果证明这种认识是有片面性的
。

就本研究的关位实



除而言
,

改变授课时间并非临时的应急措施
,

而是 或反抗行为
。

了解到不 立致规律对管理的这种积极

有长期影响的决筑
。

因此很显然
,

被试的行为也绝 意义 便可以打消领导者的许多决策顾虑
。

非权宜的遵从 而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

就更广泛的 再来分析运用不一致规律于管理的制约条件
,

管理实践而言
,

几乎每一管理决策都具有强制性
,

为此先要根据被试的作业分析来分析这种不一致的

因而都可能触犯组织成员的某些利益
,

引起某种否 原因
。

对被试的作业分析的统计结果见表

定态度 但廷种否定态度却不一定都必然导致抵制

表 被试在作业 中对 自己态度与行 为关 系的分析结 果统计

研一一,自月‘

一‘一了‘
、

总 计

比口
人 数

拓

‘

⋯
,

⋯
‘

、

· · ·

⋯

⋯
”。”

月卜
、

一
注 ①有二人 未交作业 ② 一态度的认知成分与情绪成分不一致 一不 同的观念动机相冲突 一表

达 的意 见非真实态度 丁一一般性 态度 与具体行 为不 一致 一其他 砚一态度与行 为一致

首先要说明的是
,

本研究的实验设计不具有析 的关系时
,

往往忽略了其他态度与该行为的关系

因性 这里只能根据被试在作业中的说明 分 析 原 因此
,

本研究的结果印证了 的有关结论

因
。

由此可以归结出第一个制约条件 只有触犯人们暂

对表 结果的 考验表明
,

前两种结论更具 时的次要利益而能带来长远的更大利益的管理决策

有代表性
,

因此主要分析这两种结论
。

经 分 析 发 才可运用不一致规律
。

这一制约条件可简称得大于

现 这些被试的结论与其分析的内容并不 完 全 一 失条件
。

在这种条件下
,

人们经过不同态度
、

观念

致
。

尤其是第一 种结论的被试 被其称之为认知成 或动机的冲突 会采取与其认为更有意义
、

更有价

分的
,

实际上又含有情绪成分
,

反之亦然
。

第二种 值的一方一致的行为 显然
,

这是最主要的制约条

结论的分析中也包含情绪成分 这当然与被试有限 件
。

这一条件不满足
,

抵制或反抗迟早总会发生

的心理学修养有关 而即使是专业学者也很难将这 耐人寻味的是
,

被试中竟无一人怀疑主试改变

两种心理成分分析开 笔者还发现
,

持这两种意见 上课时间决定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

子叫门实际上都无

的被试的分析有几个相似点 都既有 认 知 成 。 条件地服从了这一决定
。

一些被试还强调指出 伙卜

分
,

又有情绪成分 每个被试的认知成分和情 课是学生的本分
” 。

这一事实暗示
,

在个伏社会化

绪成分都不止一种 这些认知城分和情绪成分 过程中权力和角色期待的内化也制约着行为 由此

既有与行为取向一致的
,

又有不一致的
。

可归结出第二个制约条件 有行政权威的决策更容

笔者认为
,

这种相似实际上反映了 “ 『的 易被接受
,

简称权威条件
。

但这只能是一个辅助条

研究结论与 的矛盾
。

的研究没有 件
。

单凭这一条件强行推行管理决第是危险的

说明行为取向究竟应与态度的哪种心理成分一致 最后
,

在本研究中有 拓的被试反映各种外

本研究的设计形式与 的研究非常相似
。

而 部压力
,

诸如规范的压力
、

团体一致的压力和他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被试的多种认知成分和情绪成 评价的压力对行为取向的影响
。

可见各种外部压力

分既有与行为一致的
,

又有不一致的
,

因此有理由 是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
。

由此可

认为 的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

另外 本
’

归结出第三个制约条件 组织内的各种外部压力有

研究还发现 与特定情境下的行为相关联的往往不 助于推行管理决策
,

简称外部压力条件
。

这也只能

止一种态度
。

如在本研究中与被试上课行为有关的 是一个辅助条件
。

因为外部压力对领导者来说同样

态度至少有四个 对下午上课时间的态度 对改在 存在
,

而且领导者在组织中又处于少数的不利地位
。

下午上课的决定的态度 对课程的态度 以及对教 单凭这一条件强行推行管理决策很容易造成领导者

师的态度
。

这在两种主要结论的被试中也有相似的 与组织成员的对立

反映
。

这就暗示 当我们考察某种态度与特定行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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