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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大学组织特征的分析入手 ,从管理学和高等教育学的视角 ,结合管理沟通

理论的运用 ,对现代大学管理沟通的本质特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 ,现代大学管理沟通具有学

术性、畛域阻隔、分散性、外部敏感性、人性与亲情以及沟通手段的现代性等六方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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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离不开沟通 ,沟通渗透于管理。没有沟

通 ,就没有管理。因此 ,管理沟通已经成为现代管

理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管理沟通及其在管理中的

作用等一般性理论 ,有关的专著已很多 ,关于一般

组织尤其是工商业组织的管理沟通研究也比较多 ,

本文不予以赘述。

大学尤其是现代大学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不良几乎是现代大学存在的

通病 ,大学越是复杂 ,其沟通往往越是困难。但是 ,

关于现代大学管理沟通问题的研究还很少 ,作者通

过网络所查阅到的相关论文只有 11篇 ,而且这些

文章或从管理学的角度研究大学管理沟通问

题 [ 1 - 5 ]
,对于大学管理沟通的基本特质关照不够 ;

或从某单一的管理领域研究其沟通问题 [ 6 - 11 ]
,对

大学管理沟通的宏观把握不足。目前 ,还没有作者

从大学组织的特点分析入手 ,结合管理沟通理论的

运用 ,来研究大学管理沟通的本质特征 ,大学管理

沟通的研究还比较肤浅 ,实践上也不理想。因此 ,

本文拟从管理学和高等教育学的角度 ,着重研究大

学管理沟通的本质特征问题。

文中所指管理 ,就是通过发挥各种管理职能 ,

充分调动成员积极性 ,提高组织效能 ,实现组织共

同目标的过程。文中所谓的沟通 ,就是管理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交换和传播的过程。研究大

学管理沟通的基本特征需要运用现代组织管理沟

通理论 ,对现代大学组织的特性进行分析 ,然后从

大学组织的特性出发 ,研究现代大学管理沟通的基

本特征。

一、现代组织沟通的一般特征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是本文的重点。在这方

面可以参阅有关的研究成果 [ 12 - 14 ]
,本文只对已有

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研究结论略作综述 ,作为本

研究的理论支持。

现代组织是一个开放的有机系统 ,组织沟通包

括组织内部沟通与外部沟通两个方面。组织内部

沟通主要指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同事之间的沟通以

及员工与组织之间的沟通。组织外部的沟通主要

指组织与利益相关者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沟通。组

织沟通与一般的沟通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也有其独

特内容。组织沟通与一般意义沟通的区别在于情

境和人的维度 ,组织沟通特定的情境是在工作场

所 ,其对象既是人际关系沟通的一般对象 ,同时又

是工作任务要求的对象 ,具有双重性。这要求其主

体不仅应具备人际沟通能力 ,还必须具备管理沟通

能力。所以 ,有研究者从人和情境两个维度研究管

理者组织沟通 ,即情境维度研究工作属性和组织文

化 ,人的维度研究人际沟通能力和管理沟通能力。

组织沟通系统特性包括 : [ 12 ]

(一 )组织沟通的整体性

以系统方式存在着的客观事物并不是由各个

要素简单机械地堆积而成 ,而是有机地组织起来的

一个整体 ,表现出整体性特征。整体性包括两层意

思 :一是在有机整体系统中 ,各个组成要素既是对

立的又是统一的 ,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 ,相互

制约的关系。二是它们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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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要求我们把组织沟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

系统 ,从整体出发 ,从具体地分析其内部各组成部

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 ,解释

和掌握它的整体性质及活动规律。组织沟通与一

般意义上沟通的区别就在于情境和人的维度上 ,从

情境和人两个维度研究组织沟通。组织沟通特定

的情境是在工作场所 ,工作属性和组织文化是沟通

的情境变量。

(二 )组织沟通的层次性

组织是一个按严格等级秩序所构成的无限层

次的大系统。由于组成系统的要素差异包括结合

方式上的差异 ,从而使系统在地位与作用、结构与

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 ,形成了具有质的差异的

系统等级。正确把握和运用系统层次性原理 ,要求

我们从事物内部的层次联系中立体地、多侧面地分

析问题 ,要求组织沟通应主要按照组织的层次有序

展开 ,以提高沟通的效率和同一性。

(三 )组织沟通的开放性

系统具有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

信息交换的性质和功能。系统开放是系统得以向

上发展的前提 ,也是系统得以稳定存在的条件。系

统的开放包括向环境的开放 ,同时也向系统内部开

放。根据这一特性 ,应把组织沟通放在环境中 ,研究

环境影响沟通能力 ,组织文化对组织沟通的影响 ,沟

通者的积极参与和恰当表现使沟通双方在活动过程

中共同发生改变 ,同时也在改变着沟通情境。

(四 )组织沟通的目的性

目的性是系统发展变化时表现出来的一个鲜

明的特点。系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 ,在一定的

范围内其发展变化不受或少受条件变化或途径经

历的影响 ,坚持表现出某种趋向预先确定状态的特

性 ,即组织沟通是为了围绕并推动组织目标的更好

实现。目的性特性表明 ,良好的沟通以有效和适当

为标准。有效的沟通需要沟通者对自己的沟通目标

有明确的认知 ,适当的沟通更需要其对自己、对他

人、对情境有清晰的认知 ,以便确定在什么时间、什

么场合、对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沟通 ,

才能以既有效又适当的沟通方式实现沟通目标。

二、现代大学组织的一般特征
有研究者认为 [ 15 ] ,研究大学组织应从目标、参

与者、技术、权力结构等 4个要素出发进行。大学

组织是“松散联结的系统 ”,其内部存在着“有组织

的无序状态 ”。大学组织不同于企业组织的任务、

目标、权力分配和层次体系 ,不能完全以工商业的

管理和经营理念来理解大学组织的管理。大学管

理应为大学学术活动的开展营造更为自由和宽松

的氛围 ,以激发大学内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16 ]

(一 )松散联结的系统和有组织的无序状态

在这方面 ,马奇 (James G. March)等研究较深

入 [ 17 - 19 ]。他们认为 ,教育组织并非像人们所想象

的那样 ,它有统一而清晰的目标、明晰的技术线路、

规范的程序 ,每一问题与答案间都存在唯一的适切

联系。而其真实情形往往出人预料之外 ,目标模糊

是学术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马奇的理论视角

下 ,教育组织内部的无序远甚于有序 ,人员、机构间

的联系松散 ,被组织称之为“松散联结的系统 ”、

“有组织的无序状态 ”。其特征是 :组织目标不明

确 ,组织管理的手段和程序不清楚 ,组织中不同机

构间虽然存在联系但相互间的影响比较小 ,机构和

成员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与独立性 ,组织结构不确

定 ,权力结构越复杂模糊其组织内部运作就越无

序 ,专业人员需要依据自己的判断来从事教学而非

按照管理者的命令去工作 ,组织管理中参与者的流

动性强且很难明确各人的责任 ,组织对外部信息的

把握具有不确定性且决策过程模糊 ,组织的决策是

无计划的决策 ,更加强调分权优势等。

上述特征说明高度专业化的系所建制 ,使大学

中各基层部门间更多地存在着分隔与断裂 ,组织内

部在本质上还是由活动主体自作主张 ,管理者的作

用不是发布指示而是协同行动。大学组织结构的

中心在基层 ,并且高度的专业化使系所间的联系趋

于松散 ,甚至造成同一系所内部不同专业间的分裂

倾向愈来愈突出。专业化削弱了大学组织作为一

个整体的内在一致性 ,弱化了一般组织所具有的超

强秩序的结构。

(二 )大学组织内部权力分散而不清晰

马克思 ·韦伯根据权力性质将其划分为三种

类型 :传统的权力、感召的权力和合法的权力。对

于大学这种高度专业化、结构松散的组织 ,科学化

的成份显然更少 ,大学组织的权力结构正如其松散

的组织结构一样复杂。韦伯的三种权力类型在现

代大学中都有其地位、作用和表现形式 ,它们相互

交织于一起 ,构成大学组织所独有的权力分配与组

合格局。这种权力格局也呈现了大学作为一个与

一般组织部门所不同的组织内在特质 ,反映了大学

组织管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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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学组织管理层次结构不规则

组织的管理层次与组织的任务和目标以及权

力分配直接相关。一般性组织的组织结构是围绕

着任务的分工和目标的分解设计出来的 ,然后根据

不同层次间职责界限进行权力的分配 ,进而形成等

级分布的权力结构。然而 ,大学组织目标的模糊

性、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和不清晰性 ,决定了这一组

织层次体系不可能形成有机的、规则性的结构。黛

安娜 ·克兰认为 :建立在一个或多个研究领域中的

人际网络 ,即“无形学院 ”,往往是研究者间相互交

流与合作的主要形式。这些分散的群体成员“相

互间并不都是具有那么多的直接联系 ,而是间接地

通过那些很有影响的成员相互之间联系起来。”[ 20 ]

他们彼此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多是自愿的 ,而不是等

待和依靠行政力量来干预。

三、现代大学管理沟通的基本特征
根据以上的分析 ,下面从管理学和高等教育学

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管理沟通所具有的特征。

(一 )大学管理沟通的学术性

知识是大学工作的基本材料 ,高深知识是高等

教育的工作范畴 ,学术是大学的生命 ,学术工作是

大学管理工作的中心。大学管理沟通具有显著的

学术性 ,这是由大学组织特性所决定的 ,也是大学

组织成员所习惯的。因此 ,大学管理沟通的学术性

是大学管理沟通与其他组织管理沟通的显然区别。

这里 ,学术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

一是指管理沟通内容的高深知识性。这是大

学管理对象主要是各门学科以及工作于各学科平

台之上人员决定的。发展知识、创造新领域是高等

教育高深性的本质特征 ,沟通内容必然围绕这一本

质特征展开 ,沟通的内容便具有比一般组织更高的

知识含量与学术分量。无论是发生在行政人员与

学者之间、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以及同一学科同行

学者之间的沟通 ,还是纯粹的行政管理沟通、学术

管理沟通、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之间的沟通 ,总是

围绕学术的发展进行 ,总是通过对学术的理解进行

深入的沟通 ,沟通的目标才会更加有效地达成。

二是指管理沟通方式的学术性。由于大学成

员的专业化 ,沟通主体多以专家自居 ,对于自己感

兴趣的事务总是更愿意用做研究的方式予以对待 ,

趋于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 ,趋于固执己见 ,趋向批

判性思维 ,趋向找问题的学问逻辑。沟通主体总是

发表自己见解多 ,倾听别人意见难 ;看自己长处多 ,

理解并肯定别人的劳动难。这些学术性特征决定

了大学管理沟通必须重视管理的自主性、决策的广

泛民主参与、管理过程的高度透明、管理实施的规

范、管理内容的理性和管理信息渠道的多样性。这

种学术性可能导致大学管理沟通常常费事、费时、

费力不讨好。

(二 )大学管理沟通的畛域阻隔

大学的成员被高度分割于划分越来越细、越来

越不相关的学科领域 ,而且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

常常非常困难 ,学科与行政阶层之间的沟通阻隔于

对不同领域事务的关注。学科人员、行政人员相互

之间主动沟通、有效沟通常常被阻隔于学科知识的

高深性 ,难于相互理解 ,导致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

科之间、学科与行政阶层之间沟通困难。这种学科

与知识领域的阻隔 ,常常成为大学管理沟通的重要

障碍。

同时 ,管理制度、管理决策、管理内容常常因为

学科差异而难以恰到好处地统一制定、难以切实执

行。加之 ,大学管理阶层与学术阶层之间不同文化

与价值取向 ,相互之间难于进行良好沟通 ,难以取

得相互信任。大学管理阶层内部由于在科层制结

构下职能划分越来越明细 ,管理阶层彼此之间的横

向沟通也越来越难。大学学生群体由于专业主攻、

学位层次、文化背景、年龄差异、学习进度等区别 ,

很难像中小学同学那样亲密无间地沟通 ,更难达成

一致的利益目标并与校方实现良好沟通。

因此 ,大学管理沟通的畛域阻隔使得大学管理

者也很难用科层制相应的整齐划一来与不同对象 ,

以及不同对象之间相互实现有效沟通。

(三 )大学管理沟通的分散性

大学组织所担负的主要是高度专业化的学术

活动 ,成员的工作总是具有较大自主性 ,他们从心

理上不欢迎管理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及其

各项活动指手画脚。因此 ,大学管理者来自职位的

权力即使是合法的 ,但未必是有效的 ,大学组织中

的行政力量只有与专业权威不形成冲突的前提下 ,

才有可能被认同并接纳 ,否则沟通很难产生积极的

效果。因此 ,大学管理者难以通过权力的强制方式

实现管理的统一 ,大学管理沟通具有明显分散性。

这种由大学工作特点决定的分散性或者说随时性

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

第一 ,时间上的分散。就组织而言 ,为提高效

率和准确性 ,管理沟通总是希望尽可能地集中进

行 ,但是这在大学常常很难集中。在同一时间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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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成员各自在为上课奔波、在为研究奔忙、在为成

果转化奔袭等等。因此 ,大学管理沟通需要在不经

意中、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对象随时进行。就个

体沟通而言 ,大学成员工作往往是全天候的 ,也许

睡觉时突发奇想 ,也许散步时灵感突现 ,需要适时

进行自我沟通和人际沟通 ,碰撞与交换智慧的火

花 ;需要与管理者沟通 ,以满足其学术发展所需要

的各种条件与政策支持。

第二 ,组织结构上的分散。大学组织是由学科

和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 ,每一个学科和人员处于这

种矩阵结构的某一个节点之上 ,同时与所在学科的

同行和所在组织成员进行沟通 ,获得的信息往往不

是完全相关的 ,甚至是矛盾的。因此 ,从组织沟通

来看 ,学科之间常常相互独立 ,分而治之 ,分散行

动 ,阻碍管理沟通的有效开展。这些特征 ,需要选

择合理的沟通媒介 ,合适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沟通

对象。

第三 ,工作对象上的分散。各个学科有其自身

的知识逻辑 ,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个性 ,工作的

对象彼此分隔。学者之间的沟通常常分散于各门

学科与不同的知识领域 ,并且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的

联系。

(四 )大学管理沟通的外部敏感性

外部敏感性决定于高等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也

决定于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性。

今天 ,高等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 ,更重

要的是 ,高等教育已经担负起政治的、经济的、文化

的多种社会责任 ,与各类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利益

相关。大学的举动经常受到社会的关注 ,大学生成

为社会风向的扮演者 ,大学教师成为社会进步的引

路人。政治改革、外交事件、社会动向、经济走势、

文化变迁等 ,常常会首先由年轻而敏锐的大学生感

知。大学师生常常会主动介入社会发展事务 ,主动

与外界进行分散而独立的沟通 ,并立即做出自己的

反馈。同时 ,大学内部的各项改革、各类事件会比

其他组织更快地传播并引起社会热议。尤其是在

沟通手段越来越数字化的时代 ,大学管理沟通必须

高度关注内部决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必须高度关

注外部事件对内部管理的深刻反映。这要求大学

管理必须具有高度的响应性 ,沟通必须更加主动、

及时与透明。

(五 )大学管理沟通方式的人性与亲情

本质上 ,大学是一个追求精神满足的组织。大

楼林立而思想苍白 ,完全科层制的命令传递而无师

生员工的积极参与 ,高声吟唱而无实际效果的沟通

绝对不适合大学的沟通。因此 ,大学管理沟通方式

的选择必须更加符合人本关怀 ,体现人性的善良和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管理沟通语言的运用 ,必然要

更加有利于高知识群体的接纳程度 ,既精确简洁而

切中要害 ,又文明含蓄而和蔼可亲。

同时 ,由于大学组织中大量存在各种精神上相

互“倾慕 ”而结成的“亲情性 ”、“情感性 ”亚组织群

体 ,而且这些亚组织高度活跃 ,并可能对正式组织

沟通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必须广泛运用非

正式沟通的积极作用 ,通过人性的和亲情的方式赋

予大学管理沟通以亲和力。非正式的谈话、对话可

能比正式的会议沟通效果更好。非正式的协商可

能比正式的通告沟通效果更好。通过情投意合的

同事传递、通过各类亚组织进行沟通 ,可能比单纯

地通过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效

果可能更好。横向的沟通效果可能比单纯的纵向

沟通效果更好。

(六 )大学管理沟通手段的现代性

大学对知识尤其是新知识的高度敏感 ,使得新

知识、新技术的感知与运用往往最早在大学里流

行 ,尤其是学生群体更加追捧新的沟通手段。大学

成员天赋标新立异、喜新厌旧的精神特质 ,需要在

选择管理沟通的手段上更加符合这种心理需求。

同时 ,由于大学管理沟通具备的分散性 ,也为选择

更加有效沟通手段提供了理论背景。

从实际看 ,大学沟通的全天候和个性化满足更

好、沟通效果更好的往往是更多使用了现代化的技

术手段 ,比如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虚拟生存技术

等。这些技术手段的使用极大方便了大学成员之

间、大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沟通需要 ,使得现代大

学管理沟通成为全天候、面向人人的个性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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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nalyzing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pp lication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utho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eatures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of modern colleges and uni2
versities have such six features as academ ic contents, the segregation of individuality, distribution, outside -

sensitivity, peop le - friendliness, and the modernity of communication means.

Keywords: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tudies of higher learning institu2
tions; adm inistr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51

第 5期 　　　　　　　　　　　　　　　陈运超 :现代大学管理沟通的本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