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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视域下组织管理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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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神分析作为重要的心理学流派，其在组织管理领域中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理论与方法、研究枢纽两个

方面对国内外精神分析视域下的组织管理研究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梳理，试图为组织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通过对

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发现精神分析理论的缺陷导致既往研究信度不足，需要从方法学上改进，应采用发展出的以沙盘游戏为

代表的各类个人精神分析调查方法开展组织管理的研究。而在研究内容上，应按照情结影响人格及人格影响组织行为的基本

逻辑，将人格作为精神分析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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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psychology，psychoanalys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wo aspects of theory and method and research hub，try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research.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of relevant re⁃
search，the defects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lead to its lack of research reliability，which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Various personal psychoanalytic investigation methods represented by sandplay therapy should be used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according to the basic logic that
complex affects personality and personality a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personalit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re⁃
search hub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Keywords: psychoanalysis；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personality；Sandplay；personal psychoanalytic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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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是由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于十九

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心理学重要派系，后续又由荣

格、阿德勒等多人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改，形成了多

个新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则被

称为传统精神分析，其主要的观点包括潜意识理

论、三我人格结构理论、人格发展理论、内驱力理

论、心理防御机制理论及社会文化论等。精神分析

思想相比于其他的心理学理论，其影响力更为广泛

而深刻，涉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

乃至文学和艺术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1-4］。
然而，精神分析在组织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

国内与国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近十年来，随着

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围绕个体深层精神活动的

多学科领域研究受到了极大的重视，组织管理领

域的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5］。因此，有必要对国

内外精神分析视域下的组织管理研究的历史及现

状进行梳理，为组织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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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分析视域下的组织管理研究：理论与

方法

采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组织对个人的影响，

被称为组织精神分析研究［6］。梳理过去六十年国内

外关于工作、领导和组织的精神分析研究成果，发

现对组织管理采取精神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有两

种范式。

一种范式是研究组织的社会和文化的主要特

征，考察组织对个人的要求，以及组织对员工人际

关系的影响，对员工情感生活的影响以及使用精神

分析方法来处理一系列组织现象，包括集体行为和

组织凝聚力、领导和权威关系、心理契约和合规性。

如，员工在其童年时，由于强大父母影响，从而在其

潜意识中形成强大的客体。当组织领导者占据了

这个强大客体的位置后，则会对该员工产生巨大影

响力［7］。
另外一种研究范式则是干预式的，这一范式首

先是英国的研究者受到客体关系学派克莱因的启

发，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处理群体过程的干预研究，

而美国的研究者们则以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聚焦

于领导者与下属关系的组织功能障碍开展诊断和

干预研究，由此开创了组织精神分析干预研究的新

模式，即在组织管理采取类似个体精神分析治疗式

干预，找出员工压抑的潜意识力量，例如，对于竞

争、失败的恐惧，对于背叛的愤怒、失望和挫折等。

由此可见，前面基于精神分析视角的组织管理

研究是忠实地按照经典精神分析的临床范式来研

究组织的，认为组织并非是理性、机械的，组织本身

是有生命的［8］，甚至Diamond和Allcorn认为组织是

无意识外化形成的自我体系［9］。精神分析视角的管

理咨询与精神分析心理咨询的精髓是一脉相承的，

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倾向于采用一种临床诊断

式的方式进行管理咨询与干预。因此，从精神分析

角度来看，管理咨询的重点不在于组织的外部组成

部分（如人员，财务，设施等），而在于组织成员日常

生活的潜意识操作过程。然而，精神分析管理咨询

师在实际管理咨询操作时，并不排斥与“客观现实”

有关的资料，如组织的结构、设施、人员、财产等。

只不过他更强调所谓的“心理现实”，并且十分重视

分析具体、理性的组织动力背后隐藏的潜意识［9］。
也有研究者提出精神分析存在理论上的某些

限制，导致其应用于组织管理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

性［10］。认为精神分析应用于组织管理研究的局限

性主要包括：首先，早期的精神分析方法难以在组

织和人力资源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内同化，因为潜意

识概念的特殊性，使得难以确定个体其所言所行的

内容［11］；其次，有必要对分析概念进行重新修改，而

不是直接将其应用于组织的运作，以避免断章取义

和滥用，即使不是简单的虚假解释，这些解释往往

会使组织问题产生心理上的扭曲［12］；最后，精神分

析伦理学倡导“个体”选择的中立性，拒绝对个体施

加一点压力或权威。因此，就适应现实（如市场需

求）或行使（特别是管理）权力而言，精神分析的使

用带来了一些问题［13］。另外，潜意识本身的复杂性

和模糊性使得对其的科学调查也难以展开，这需要

在研究的方法学上进行改革和突破。

研究者认为，通过从方法学上去设置个人精神

分析调查［7］，组织和管理研究人员能够探索到被其

他方法无法发现的精神现象［14］，并由此可能揭示组

织导致的压抑，如抗拒变化的表现［15］。作为精神分

析基本技术的自由联想方法在这方面特别有用，因

为它可以挖掘个体受压抑的心理信息，这些信息不

仅来源于隐性知识，而且也来源于意识的否定部

分［16］。其次，精神分析技术可以协助深入组织中的

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研究背景，更好地分析他

们与地域的关系［17］。
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开始将精神

分析应用于解释组织动力过程和发展管理技巧［18］。
但是中国从精神分析视角对组织行为进行研究的

文献却很少见［19］，而专门对组织承诺及其影响因素

的开展心理分析研究的尚未见有报道［20］。Kets de
Vries［21］等曾对传统管理研究做出批评：“有太多的

管理学研究者，他们在研究组织时，局限于以非常

机械的观点看待工作环境中的人。他们只看到了

表面现象，而没看到深层结构”。实际上组织中个

体的行为根植于潜意识，他们的行为受到个人潜意

识与集体潜意识的深刻影响。那么，从心理分析视

角去探析组织管理中的各种现象，特别是那些涉及

个性化因素的现象，就极为重要。

事实上，正如Gilles Arnaud［22］所宣称的那样，精

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可以首先通过帮助研究者考

虑潜意识的影响来发展对组织运作和管理问题更

丰富的理解，从而推动对组织和管理的研究。例

如，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心理咨询及治疗中的心理

学技术，沙盘游戏的理论基础及技术来源主要是精

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分析心理学理论、客体关系理

论以及英国游戏心理治疗师玛格丽特·洛恩菲尔德

所创立的“世界技术”［23］。沙盘游戏的应用研究近

年来越发受到重视，早期主要用于心理治疗和咨询

··86



第 3期 黄远春，陈振宇，农晓瑜：精神分析视域下组织管理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启示

的研究，随着沙盘游戏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沙

盘游戏也被作为分析和评估的工具应用于心理评

估和诊断。沙盘游戏能构建两类心理文本：一是与

现实联结在一起的意识文本；二是与潜意识存在联

结的心理图像，如意象文本。意识文本来源于沙盘

作品制作者对沙盘作品中与现实相关的情境故事

的叙事，潜意识文本来源于沙盘作品制作者对沙盘

作品的象征性及回溯性叙事（情境故事可能是早期

经历，也可能是潜意识内容的表达）；潜意识文本在

表面上是对意识文本采取积极想象等技术获得的，

但按照分析心理学的原理，潜意识文本实质上是导

致意识文本的深层因素。沙盘游戏之所以能应用

于组织管理等研究中去探析导致个体表层心理特

征的深层心理因素，原理即在于此［24］。因此，在研

究技术和手段方面，若能将沙盘游戏应用于组织管

理的研究，将有助于更为清晰和深刻地探析组织中

个体行为和心理特征的深层心理因素。

时至今日，大量证据也证实了研究者对于将精

神分析应用于管理研究工作的兴趣方兴未艾［25］。
Gilles Arnaud［25］指出：精神分析可以帮助研究人员

通过考虑到潜意识的影响来发展对组织功能的更

深刻理解。另外，精神分析还可以为组织管理研究

做出认识论的贡献［25］。

二、精神分析视域下的组织管理研究：人格为

枢纽

精神分析认为，潜意识深刻影响着个体的人格

和价值观，进而影响组织承诺等组织行为和心理。

但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三十年前的部分研究者竟

还认为人格对组织内部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是有

限的［26］。而现在的主流观点却是：人格与个人态度

和行为以及团队和组织功能的相关性是不容置疑

的。正如 Sy等［27］所指出的那样：人格是个体组织行

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大量的数据也支持了以上

结论［28］。因此，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一个组织行为学

领域没有受到人格研究的影响［29］。具体到组织承

诺与人格和价值观的关系，既往对组织承诺的前因

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外在因素——环境资源上，对人

格特质等因素却关注很少［30］。弗洛伊德的心理结

构理论既是所有精神分析学派的共性基础，也是结

构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基本来源。精神分析理论确

定潜意识心智对意识知觉、行为影响，进而推广出

这样的结论：个体所有的行为包括人格都不同程度

地受到潜意识中情结的驱动［31］。事实上，人格是相

当稳定的，且塑造了我们的行为［32］，而与之伴随的

价值观也遵从同样的特征，即价值观是相对稳定和

持久的，价值观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在我们早年生活

中就已经形成——是从父母、老师、朋友和其他人

那里获得的。关于人格与价值观的关系，近三十年

来，很多研究者对人格对价值观的影响及原因做了

深入研究［33］，这些研究也都证实了人格对价值观的

影响：人格特质从总体上决定人们看待世界的方

式，包括了个体如何看待他人的工作；人们在择业

或择职时会受到其自身人格特质的影响。

以组织承诺的研究为例进行分析。既往主要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这与组织承诺概念的最

初形成与社会交换理论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

关。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社会交换理论是建立在

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且组织承诺本质上是一

个心理现象，故对其内涵及机制的研究必然也受到

行为主义的深刻影响。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心理现

象的内涵及机制，在心理学领域中的阐释并不局限

于某一个学派或理论，既然能从行为主义理论的角

度去阐释组织承诺，必然也能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

度去阐释。

实际上，行为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斯金纳也承

认弗洛伊德的观察是真实的，但他怀疑的只是弗洛

伊德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为了理解和解释精神分

析理论，斯金纳之后的一些行为主义者尝试用行为

主义的术语来重新翻译精神分析的概念。后来大

量的著名行为主义研究计划证实了精神分析的观

点，即潜意识一方面获得证实，同时也被证实具有

精神分析所认识的本质［34］。这些研究工作采用潜

意识的方式来呈现刺激，以表现出感性防御、感性

警惕和欺骗等潜意识现象。感性防御是指难以识

别威胁性刺激（高识别阈值），而感性警惕则指非常

容易识别这种刺激（低识别阈值）。欺骗则涉及威

胁刺激的生理反应，同时也否认他们的现象意识。

进一步来说，基于精神分析的立场，按照情结

影响人格，人格又影响组织承诺的逻辑，可以推定

情结对组织承诺会产生影响。但关键问题是，情结

对于组织承诺的具体影响机制迄今为止少有研究

者进行探索，其中包括：员工潜意识中的情结是如

何影响组织承诺的；情结的类型和内容与组织承诺

的亚型存在何种关系；组织承诺的前因与情结的具

体关系如何；组织承诺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它的内

涵和形成具有何种潜意识精神实质。

三、结论与启示

总的来说，尽管存在一定理论局限性，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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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更深刻理解潜意识对组织功

能的影响，并发展出对组织运作和管理问题更丰富

的认识论。

在研究方法学方面，既往的研究存在方法学上

的缺陷，导致深入性研究难以开展，因此需要发展

出个人精神分析调查的方法，组织和管理研究人员

才能够探索到被其他方法无法发现的精神现象。

其中，沙盘游戏即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个人精神分析

调查方法。若能将其应用于组织管理的研究，将有

助于更为清晰和深刻地探析组织中个体行为和心

理特征的深层心理因素，例如在组织承诺研究方面，

可有助于探析潜意识中的情结对于组织承诺的影

响机制、组织承诺的潜意识精神实质等关键问题。

在研究内容方面，基于精神分析的立场，按照

情结影响人格，人格又影响组织行为的逻辑，应将

人格作为研究枢纽，并与发展出的个人精神分析调

查方法相结合，从而去探析深层心理因素与人格、

各种组织行为的关系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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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凉山彝区的困境儿童在面对困难时能主动认

识困境，寻找问题的解决策略。同时，对于困境儿

童的抗逆力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外在因子、内在因子

和效能因素。其中，外在因子主要来源于亲近成年

人的鼓励，本土扶贫、乡村振兴及文化优势，现代科

技及信息技术等；内在因子主要来源于成长信念，

自我满意度，乐观自律及成就感等；效能因素主要

体现在情绪管理和问题能力，情绪体验和人际能

力，目标能力和好习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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