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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资格为德鲁克先生的著作写序，但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邀稿盛情难却，
此外，作为德鲁克先生生前少数耳提面命过的中国人之一，我也有责任和大家分享我从他那里得到的
启迪。
改革开放初期，德鲁克夫妇来过中国。
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从战争创伤的心理阴影中复原的艰难过程，他遇到的中国人充满活力和
乐观精神，这一点令他惊讶不已。
十年前我刚认识德鲁克先生时，他告诉我，世界在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
，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
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
他还说，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有效
的管理者至关重要。
这也是他后来全力支持我创办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原因。
德鲁克管理学院开办不久，有一位著名商学院的教授建议我们走精英教育的路线，收昂贵的学费，德
鲁克先生反对这么做。
他对我说：“中国固然需要大公司和领导它们的精英人才，但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
中小型的和地方性的，它们必须发挥作用，单靠大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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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管理大师德鲁克从1982年开始写作的短文和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当时发生的事件，
预言、预测了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机会和新挑战，是德鲁克最好、最经得起时间检验得文章。
现在，书中得预言大多已经应验。
预言未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彻地观察现今出人意料的新发展，探求它们为未来的道路做了什么样
的准备，这才是建立成功商业政策和策略的基础。
而这，就是《管理前沿》这本书试图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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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
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
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彼得·德鲁克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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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经济第1章转变后的世界经济现在人们就变化中的世界经济谈论得很多。
但世界经济并不是正在改变，本章要谈的重点正在于此。
它的基础和结构已经变了，并且这种变化大致上是不可逆转的。
在过去的10或15年中，世界经济的基础构造发生了3个根本上的变化：（1）初级产品经济和工业经济
脱钩。
（2）在工业经济体系内，生产和就业脱钩。
（3）资本运动，取代了产品与服务的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推动力。
这两者也许尚未脱钩，但它们的联系变得极为松散，更糟的是，变得相当难以预测。
上述变化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性的。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经济变化的原因大多是极为复杂的。
也许要过很长时间，经济学家们才会承认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才
能调整其经济理论，使之与这些变化相适应。
而他们最无法接受的事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世界经济，而不是个别国家的宏观经济。
可惜，大多数经济理论的关注重点仍然是国家的宏观经济。
然而，过去20年来诸多国家与地区的成功故事，恰恰表明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如日本、韩国和联邦德国。
实际上，联邦德国的成功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只是不如日本那么引人注目。
还有美国国内的一个伟大成就，即新英格兰地区工业的复苏和迅速崛起。
就在20年前，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个地区没什么指望了。
但实践家们，不管是政府人士还是企业中人，不管多么需要理论的指导，也无法坐待新理论的产生。
他们必须采取行动。
因而，他们的行动越是依托于转变后的世界经济新现实，也就越有可能获得成功。
初级产品经济非石油类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始于1977年，并且持续至今。
其间只有一次止跌回涨，那是由1979年石油危机后人们大肆投机所引发的，而且持续时间不到6个月。
这之后，非石油类初级产品的价格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下跌。
1986年初，与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相比，各类原材料（除石油之外）的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与1932年的价格水平相当，某些原材料（铅和铜）的价格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还要低。
原材料价格的崩盘以及原材料需求的疲软，与人们原本信心十足的预测全然相反。
10年前，《罗马俱乐部报告》（The Report ofthe Club ofRome）预测，到1985年所有原材料必定严重短
缺。
即便是短短几年前，1980年卡特政府的《2000年全球报告》（Global 2000 Report）也得出结论，认为在
未来20年内，世界对食品的需求将稳步增长；除了发达国家，全世界的粮食产量都将下降；因此食品
的实际价格定将翻倍。
这个预测大体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农场主买下了所有能买下的农场——这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
务负担，并给不少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威胁。
但和所有这些预测相反，世界农产品总量在1972～1985年间，足足增长了1/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而且欠发达国家中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最快。
同样，所有林产品、金属、矿物的产量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20％～35％，也是在欠发达国家中增长速
度最快。
尽管原材料价格暴跌，但没有丝毫理由表明这种增长速度会放缓。
实际上，农产品的飞速增长期——一种呈指数速度的猛涨——或许还未真正到来。
然而，较之普遍预测与实际结果的相互矛盾，更叫人惊奇的是，原材料经济的崩盘，似乎对世界的工
业经济毫无影响。
如果说经济周期理论中有什么“众所周知”且公认已被“证实”的事情，那就是原材料价格持续地急
剧下降，必然会导致整个工业经济在未来18个月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发生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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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定义，当今世界的工业经济肯定是不正常的。
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性的衰退并未出现。
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工业生产一直在稳步增长，只是速度较慢，尤其是在西欧。
当然，工业经济衰退或许只是被推迟了，它仍有可能一触即发。
比如，要是第三世界或艾奥瓦州生产初等产品的债务人巨额欠款造成一次金融危机，就能够引发世界
性的衰退潮。
但近10年来，工业经济仍然照常运转，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原材料危机。
唯一的解释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除了苏联），初级产品部门已经被推到了边缘位置，而从前它一
直处于中心地带。
20世纪20年代末，在大萧条以前，美国1/3的人口仍然是农民，农业收入几乎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
而现在，农业人口和农业收入分别只占美国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1/20。
即便加上国外原材料和农产品生产者通过购买美国工业产品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世界原材料和粮
食经济最多也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
在大多数其他的发达国家中，原材料部门所占的比重比在美国还要低。
唯一的例外是苏联，它的农业部门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就业途径，近1/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
原材料经济就是这样和工业经济脱钩的。
这是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都对经济、社会政策和
经济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举例来说，如果1985年制成品和初级产品（除石油之外）——粮食、林产品、金属和矿石的价格比率
和1973年甚或1979年相当，那么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骤减1/3，从实际上的1500亿美元降到1 000亿
美元。
甚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会减少1/3，变成350亿美元左右，而不是现在的500亿。
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则可增加两倍之多。
我们还能继续保留我们的主要工业出口对象之一——拉丁美洲，由于这一市场的丧失，美国的外贸赤
字增加了整整1/6。
如果初级产品价格没有崩盘，美国的收支平衡表上甚至可能出现可观的盈余。
反过来说，日本的贸易顺差会减少1/5。
巴西最近几年的出口顺差则会比实际情况高50％。
这样巴西就能毫不费力地偿还外债利息，不必像现在这样大幅削减进口，给它的经济增长带来损害。
总而言之，如果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价格关系能维持在1973年甚或1979年的水平上，大多数债务国就不
会出现危机，尤其是拉丁美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前景又将如何呢？
对食品的需求，确实像罗马俱乐部和《2000年全球报告》预测的那样增长了。
但食品的供应增长得更快，它不仅跟上了人口增长的脚步，还渐渐地超过了后者。
矛盾的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各国担心出现世界性粮食短缺，甚至世界性大饥荒。
于是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增加粮食的产量。
美国走在最前面，成功地通过了一项旨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农业补贴政策（除了1983年）。
欧共体紧随其后，而且搞得更为成功。
然而，最大的增长，不管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上看，都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
等种植水稻的国家。
此外，人们还大幅度地减少浪费。
25年前，印度80％的粮食收成都白白喂给了老鼠和害虫。
如今，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通过一些不引人注意却极为有效的基层组织创新，如修建小型的混凝土
储藏仓、使用杀虫剂以及利用三轮机动车把粮食直接送到加工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露天堆放数个星
期，粮食浪费降低到了20％。
不难想象，未来还将出现农业的真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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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大片荒芜的土地，会通过新的耕种方法或在土壤中增加微量元素，变成广袤的良田：例如，巴西
高原的酸土及其邻国秘鲁被铝所污染的土地，过去寸草不生，现在却生长出大量高质量的稻谷。
生物科技的进步，在预防动植物疾病和提高粮食产量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换句话说，随着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在很多地区这种放缓趋势相当明显——粮食的生产却急剧
增加。
但是食品进口市场却几乎消失了。
由于农业的快速发展，西欧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食品出口商，越来越为各种过剩的滞销食品——从日
常食品到红酒，从麦子到牛肉——感到头痛。
根据一些观察家的预测，到了2000年，中国也将成为食品出口国。
印度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在小麦和粗粮方面。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还是主要的食品进口国，它有1/3的食品都需要从海外进口。
目前，日本大多数的粮食还是从美国进口的。
然而，在未来5～10年内，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它们正在迅速增加低成本的粮食产量）会成为美
国的竞争对手，变成日本重要的粮食供应国。
到那时，世界市场唯一的粮食进口国就只剩下苏联，而且它的粮食需求量有可能会增长。
然而，世界粮食过剩量极大，大概是苏联所需的5～8倍，因此单靠苏联的需求不足以抬高世界粮食的
价格。
相反，为了争夺苏联市场，粮食供应者们——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过几年后可能还有
印度）以及欧洲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粮食价格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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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是否过分强调了科学和技术在20世纪变革中的作用呢?社会创新——大多并不是由科学发展和技术
进步带来的——对社会和经济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对科学和技术本身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管理正日益成为社会创新的推动者。
以下是从众多事例中选取的5个例子：(1)研究实验室。
(2)欧洲美元和商业票据。
(3)群众和群众运动。
(4)农业服务机构。
(5)以及作为一种组织职能和一门学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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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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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理前沿(珍藏版)》：哪些明天的决策要在今天做出今日铸就未来启蒙中国现代管理第一人当今中
国一代活跃着的组织最近的眉睫的问题，正是德鲁克向我们描述的如何管理的问题。
超越时空的德鲁克，管理者永恒的导师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
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管理是一种新机能、新规律、新职业。
这正是管理的全部意义。
在有关管理学的严肃作家中，您的文章显然是最容易看懂的。
我是一个职业作家。
我不认为晦涩难懂是什么美德。
您总是从一种独特的角度来观察企业。
可我从事了50年的教育工作。
但您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学院派。
您的作品也毫无学究气。
这真是对学院派的诋毁。
晦涩难懂是在最近二三十年才变成学术界的一种美德的。
您愿意对经济学家们发表点不恭之辞吗？
愿意。
经济学家们总是事过20年才若有所悟。
再也没有比经济学家更迟钝的学生了。
在学习上，最大的障碍莫过于成为那些完全没用的教条理论的囚徒。
引自《管理前沿(珍藏版)》《与睿智长者一席谈》一节知识工作者将是未来企业的主宰目标是激励员
工工作的最佳动力绩效是衡量管理者工作表现的最好砝码。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管理前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