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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组织文化研究方法的争议一直存在，成为导致组织文化研究停滞不前 

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讨论定性和定量两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组织文化研究中的 

运用及它们的优缺点 ．并分析采用这两种方法研究组织文化时在研究 目的、研 究内容、 

研究技术路线上存在的差异，以及组织文化研究 中将定性和定量方 法融合的具体途 

径 通过上面的分析．文章最后就如何选择组织文化研究方法提 出了相关建议。 

[关 键 词]组织文化；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混合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黄 河，企业管理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 

一

、 引言 

组织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 1979年《管 

理科学季刊》上发表的名为《组织文化研 

究》的文章中。到了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 

组织和管理学研究学术期刊上出现了大量 

研究组织文化的学术文章 ，出现了组织文 

化研究热潮。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组 

织文化学术研究并没有像人们在上世纪 

8O年代所预期地那样有突破性进展 ，一些 

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组织文化研究方法存在 

较大分歧造成 的。8O年代末 ，迪尔与肯尼 

迪合著《公 司文化》(1989)、沙因所著《企业 

文化与领导》(1989)的中译本面世，也掀起 

了中国学者和企业家们研究组织文化的热 

潮。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 

询。1987年至今．包含“企业文化”或“组织 

文化”为题的学术论文就有万余篇。但是从 

对这些文献的粗略浏览 中．我们可 以发现 

我国组织文化研究在方法选择上存在很大 

随意性 ，组织文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系 

统性需要加强 

二、定性与定量方法在组织文化研究 

中的运用 

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类似．组织文化 

研究 方法也 可以分为定性 方法和定 量方 

法。简单来说，定性方法包括长期的、参与 

式观察基础上的民族志研究 ．短期的文本 

和谈 话分析 以及 对一些 可见实物 的分析 

等：定量方法包括实验、问卷调查和对二手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等。我们首先来讨论定 

性和定量方法在组织文化研究中的具体运 

用及其优缺点。 

(一)定性方法 

早期研究组织文化的学者赞成应该采 

用定性方法研究组织文化 ，并且强烈反对 

用定量方法研究组织文化。他们认为组织 

文化反映 了一个社会组织 当中成员对组织 

现实独特的解释 ，而这种独特性造成了无 

法使用标准的方法来描述组织文化过程。 

以 Kunda的研究为例 ，他对美国一家高科 

技公司的组织文化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佃野 

研究。Kunda研究的素材很丰富．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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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第一类是组织的意识形态。包括公司 

高层提倡的“公司哲学”、外界报章对公司 

文化 的报道 、公 司内部 的“文化实施手册 ” 

等：第二类是公司中存在的仪式 ：公司高层 

领导人的讲演、公司新员工培训计划、职业 

生涯研讨会 、团队会议 、跨部 门会议 、月度 

会议等；第三类是员工访谈和观察：对公司 

中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员工 ．成员型的员工 

和边界型的员工 ，的态度和行 为进行观察 

和访谈。作者采用的研究手段主要包括访 

谈 、记录、观察 、二手资料的分析等 ，得出的 

结论是公司采用了特定的方法来管理和加 

强组织文化 ．结果是组织文化与组织其他 

的权利体系协同起来对员工的行为进行控 

制④。Kunda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组织 

文化定性研究，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 

出定性研究 的优点是可以保证研究 的深度 

和广度 ，研究资料很丰富 ，涉及到组织文化 

的各个层次 ．包括员工行为和态度、价值 

观 、仪式、语言，而最终解释的是一些潜意 

识和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采用定性 方法研 

究组织文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总体 

来说 ．实证研究的 目的是推动一般性的理 

论发展 ，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般性是理论 

建构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组织文化定性 

研究往往是个案研究 ，缺乏可比性 ，很难达 

到一般性目的；第二，定性方法的另一个问 

题是由于定性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对 

研究的设计 、实施和结果产生十分重要的影 

响 ．因此定性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很难保证 ； 

第_=．对于研究者来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 

定性研究花费的时间很长 ，需要考虑进入一 

个组织进行长期参与性调查的可行性。 

(二 )定量方法 

定量方法研究组织文化很 重要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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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方法为比较不同组织之 间的文化提供 

了重要手段。定量方法虽然包括多个类型 ， 

但其中最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 

的方法进行研究 。大部分定量研究 的对象 

集中在那些 比较容易观察和可测量的文化 

元素上，例如组织和员工的价值观 、员工的 

行为和态度等，因此 目前组织文化问卷主 

要集中在组织价值观、员工价值观(态度) 

以及行为规范三个方 面。而采用定量方法 

来研究组织文化的主要 目的往往是验证组 

织文化与其他组织变量 ．如员工和组织绩 

效等之 间 的关系 。以 Rousseau的研究 为 

例．该研究选取来自美国32个全国性社会 

服务团体中高级管理者作为样本．回收了 

263份问卷：采用 了 Cooke& Laffery的组织 

文化量表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ventory) 

来测量不同团体的组织文化类型。同时用 

社会服务团体从社 区募集 的资金和该组织 

成员对组织绩效 的主观评价来测量组织绩 

效：通过对组织文化变量和组织绩效变量 

的相关分析得出安全导向的组织文化导致 

高的组织绩效②。定量研究的优点是可以比 

较不同组织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 ， 

而且可 以发现组织文化与其他组织变量之 

间的关系；另外定量研究的多样本 以及对 

测量信度 、效度的检验可以保证研究的科 

学性。但是同样，定量研究也存在一定局 

限，第一，定性研究缺少对组织文化深层次 

的理解 ，而测量 内容也往往是组织文化中 

比较浅层次 内容，或者说定量的研究方法 

仅 仅能 “知其然 ，却不能 知其所 以然”。第 

二．定量研究的本意是 比较不同研究 的结 

果，从而达 到理论一般性 目的，但是 由于定 

量研究采用 的测量工具并不尽相同 ，因此 

导致不同研究结论的可比性不大。第三，正 



如 Schein认为的，通过问卷调查等定量方 

法进行组织文化研究是 缺乏研 究道德 的 ， 

因为研究结果所反应的是研究者的分类标 

准，而不是被研究组织自己所做的归纳③。 

三、定性与定量方法组织文化研究的 

差异 

(一)研究目的不同 

采用定性方法研究组织文化的研究者 

认为组织文化研究目的是诠释性的，研究 

组织文化 的 目的并不 在于解 释和预测结 

果 ．而是为了理解和描述其在特定情景中 

的意义。相反 ，采用定量方法的研究者往往 

认为组织文化研究目的是功能性，他们将组 

织文化看作是组织各种变量中的一种，认为 

组织文化如同其他变量 ，如投入 、技术等一 

样，是可以控制和变革的，而研究组织文化 

的重点是发现与其他组织变量，如组织承诺 、 

生产率和利润率等的联系。因此定量方法的 

组织文化研究 主要集中在研究组织文化与 

组织绩效关 系方面 ，如 。Calori和 Sarnin~、 

Dension和 Mishr 都做 了相关的研究。 

(二 )研究内容不同 

很多研究者对组织文化的内容进行 了 

分层 ，以 Schein的模型为例 ，组织文化可以 

分为四个层次，最上一层是组织文化表象， 

是可见性最高的部分，包括员工的服饰外 

观、建筑布局、口号、英雄人物、故事、典礼 

和仪式、符号和象征、故事、传奇轶事等；第 

二层是组织成员的行为形态 ，包括组织成 

员的所言所行、奖酬标准、冲突解决方式、 

处理错误方法 、决策和协调沟通等 ，对组织 

外的人具有可观察性；第三层是组织的信 

念和价值体系，虽然是组织文化内隐的部 

分，但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向组织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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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披露；第四层是组织的基本假设，也是组 

织文化最深的层次 ，包括组织与环境的关 

系 、真理 、时间 、空问 、人性等，是组织成员 

视为理所应当的部分，属于不可见和不可 

观察的潜意识层面⑥。定性和定量方法在研 

究组织文化时所涉及的层次不同。定性研 

究方法往往涉及到组织文化的多个层次，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Kunda的研究，研究 

内容包括组织文化的多个层次，组织文化表 

象，员工行为、价值观以及深层次的组织文 

化基本假设等四个层次都有所涉及。定量方 

法研究组织文化往往采用量表来测量组织 

文化，内容主要集中在较为容易测量的员工 

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方面，也就是Schein 

模型中的第二和第三层次。 

(三)研究的技术路线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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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研究者在研究组织文化时往往有 

事先建立的，具有因果或者相关关系的研 

究模型和假设 ，同时他们认为组织文化存 

在一般性，可以采用研究者设计好的问卷 

来测量不同组织的文化 ，一般通过大样本 

统计分析得 出组织文化与其他组织变量之 

间因果或相关关系的结论。例如，Calori& 

Samin收集了 220个样本来 研究组织文化 

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文章首先将组织 

文化定义为价值观和管理实务．并设计了 

包含 12个价值观和 17个管理实务 的组织 

文化测量量表，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强的组 

织文化与企业成长成正相关，少量的价值 

观和管理实务与企业的利润有关的结论④。 

很多定性研究者认为组织文化是“独特的” 

或者“排他的”，也就一个组织的文化很难 

在其他组织中发现。这就使研究者无法使 

用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或者问卷来进行研 

究。因此大部分定性研究并没有完整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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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框架和理论假设 ，在研 究之前也不会对 

组织文化进行严格 的定义．研究 的结果往 

往是对组织文化的再现和释义 ，而不是与其 

他变量的关系。例如 Van Maanen通过对迪 

斯尼主题公园的员工的形象着装 、工作安 

排、等级制度和人际关系等进行描述和释 

义，得出的结论是“迪 斯尼之道 ”即迪斯尼 

组织文化的形成是通过组织社会化 、严格 

的制度和情绪管理等方法共同达成的⑧。 

四、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在组织文化 

研究中的融合 

(一)平行型混和研究 

平行型混合型研究方法就是为了得到 

研究结果 ，同时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数据 。例 

如 Gundry& Rousseau同时运用定 量和 定 

性方法来研究组织如何将文化传递给新来 

的员工。研究者使用 了两个研究工具 ，一个 

是定性研究工具：关键事件问卷 。被试的新 

人职员工需要写出五个给他们 留下很深影 

响的事件，并写出自己对这个事件的解释； 

另一个 是定量研 究工 具 ：组织 文化量 表 

(Cooke&Lafferty。1989)。该研究的样本来 

自 12家 电子制造 企业 的 149位新人 职员 

工。作者用分析性归类的方法将得到的关 

键事件归类为 62个 、并按照新人职员工对 

事件的解释将事件分为积极的、消极的和 

中性的。研究得出的主要 的结论是新人职 

员工对组织关键事件的解释会影响到她 

(他 )所感知 的组织文化 ；满意导 向的组织 

文化和新人职者 的对关键事件积极的解 释 

相关：安全导向的组织文化和新入职者的 

对关键事件消极的解释相关。本研究实际 

上是研究组织文化的传导机制，而其中传 

导 的过程采用的是定性的数据 ，而传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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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定量 的数据⑨。 

(二)顺序型混和研究 

顺序型混合型研究的特点是通过定性 

研究来构建理论或者测量方法，然后再用 

定量方法进行研究。例如 Dension和 Mishra 

研究组织文化与组织绩效 的关系就是 采用 

这样的方法。作者在第一阶段首先选择了美 

国 的 五 家 公 司 Medt ronic．People Express 

Airline，Detroit Edison，Procter& Gamble， 

Texas Commerce Banshares进行 了定性 研 

究。研究者首先收集和分析被选公司的一 

些公开书面资料 ，包括企业年度报告 、杂志 

评论 以及公司历史 ．并且访谈 了一些研究 

者 、记者以及之前在被研究企业工作过的 

员工；然后进入企业 的进行实地访谈 ，作者 

在每个企业至少访谈了来 自不 同阶层和部 

门的 25名员工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 出组织 

文化应该包括参与性、一致性、适应性和目 

标性这 四个类型 。第二阶段研究者针对这 

四个组织文化类型设计 出测量问卷．选取 

了 764个样本进行定量分析 ．得 出的结论 

是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有显著的影响⑩。 

(三)转化型混和研究 

转化型混合型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将定 

性 的资料 数据转化 为定 量数据来 进行 研 

究。例如 Martin等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6 

个月的民族志定性研究，包括参与性观察 

和访谈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员工如何定义 

他们的亚文化以及文化与他们工作之间的 

关 系。在此基础上研 究者随机在 700个员 

工 当中选取 了 64名员 工进行结构化访谈 

来描述该 企业历史中发生的一些故事 ，然 

后运用内容分析方法来发现企业创始人和 

员工之间对这些故事的看法相 同的概率 。 

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创始人的对企业发生过 



的故事的理解 与员：【存在差异，企业中存 

在亚文化，因此作者认为创始人可以创造 

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的组织文化这～ 

观点是不正确的@。 

混合 型研 究方 法的优 点是显 而易见 

的，它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优点，使得 

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但是混合型研究方 

法同样有局限性，第一，大部分的混合型研 

究中定性研究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不能达 

到长时间、多层次参与观察性研究的要求。 

这主要是由研究者有限的时间和经济投入 

决定的。第二，混合型研究最大的难度在于 

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的有效结合，这一点 

很多研究都很难做到。 

四、结论 

第一 ．根据研究 目的和内容确定研究 

方法 。我们在前 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定性 

研究 和定量研究 的研究 目的 以及研 究的 

内容截然不同。定性研究更多的是组织文 

化现象 的再现 和释意 ，研 究的 内容很 丰 

富 ；而定量研究关注 的组织文化对其他组 

织变量的影响．研究的 内容往往是 比较容 

易 观察和测量 的价值观和行 为规范 。因此 

研究者在 进行组织 组织文化研 究时 首先 

应该根 据研究 目的来确定 自己的研究 内 

容和方法。 

第二 ，根据研 究条件 来选择 研究方 

法。大部分 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数 

据的限制，定性研究往往需要参与性观察 

和访谈 ，必须对所研究的组织有较 为深入 

的了解和较为长期的接触 ，而定量研究则 

需要大量的研究样本，因此研究者需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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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来选择研究方法。 

第j三，提倡提倡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 

的混和研究方法。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 

以看 出，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都 

有其优点 ，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而混和研 

究方法可以取两者之长。当然混和研究方 

法也存在局限性，特别是由于定量和定性 

方法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真正能较两 

者相结合需要很扎实的研究功底，同时所 

需要的研究资源也较多。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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