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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2004年版的《现代管理学原理》一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次修订有四项原则，一是拾遗补缺，厘正谬误；二是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三是尽可能吸收管
理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四是突出公共管理特色。
秉承这四项原则，我们对全书进行了修订完善。
修订后的《现代管理学原理》具有下述特点：　　（1）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
目前国内管理学的教材多是工商管理适用教材，教材从内容选择到案例配备都不符合公共管理学科特
点，而国内公共管理学科适用的管理学教材相对较少，《现代管理学原理》（第二版）在教材内容、
文字表述与案例配备上立足于公共管理学科，具有鲜明的学科特点。
　　（2）内容安排上条理清晰。
本书以管理理论为基础，以管理职能为线索，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
全书分8章，第1章为全书的总论，阐述了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的职能、性质、类型，以及管理者的
角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等。
第2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变的源流和管理学形成的历史，重点介绍了古典管理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以及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情况。
第3章到第7章，按照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通说——管理的四职能说，即计划、组织、领导、控
制，按章介绍相关理论与方法，考虑到篇章结构的因素，将本属于组织职能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独立成
一章。
这几章融会了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分类介绍了有关的概念、原　　理和方法。
第8章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主要立足于变化中的管理环境，分析和预测了21世纪管理环境的变化趋势以
及由此导致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的可能变化。
　　（3）反映了管理学界的最新研究面貌。
修订后的《现代管理学原理》一书概念表达较为准确，文字流畅，内容丰富，视野开阔。
全书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国外管理学界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将西方的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
合，准确地阐述了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　（4）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许多管理学教材都缺乏对面向21世纪的管理学发展趋势的预测与描述，当人类已经步人21世纪后，这
种缺陷弱化了教材的与时俱进性，而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
　　此外，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书还配备了一定量的案例供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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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管理活动发端于人类社会的早期，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如今，不仅国家、军队、企业、学校等组织需要管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同样离不开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管理显得尤其重要和不可缺少。
本章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和阐述管理的发端、管理的特点和性质、管理的职能和管理的类型；介绍和阐
述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管理学的特点和研究方法。
　　1.1　管理概述　　1.1.1　管理的发端　　最早的管理现象出现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社会，
是协作劳动和公共生活的产物。
那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单个的人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生存，因而人们结成了“群体”。
在原始社会中，人的群体经历了原始人群、血缘家族、氏族公社三个阶段。
人们要依靠群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和抵御野兽的袭击，就要进行简单的分工和协作劳动，从而产生
了简单的管理现象，出现了简单的管理活动，但并没有上升为管理思想和理论。
在氏族社会中，人们为了生存组织起来，为了生存，就得有类似于今天的比较简单的管理形式，就需
要有协调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为大家所公认的首领和简单的机构，于是逐渐形成了氏族议事会和氏族
大会，产生了氏族首领；氏族首领要能管理氏族成员，必须是有能、有威望的人，他们由氏族成员推
举产生。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需要管理者，是人类社会自身的要求。
而被推举为管理者的，在原始社会，是具有一定优势的人才。
氏族首领对氏族事务的管理便成为氏族不可缺少的活动了。
后来由于氏族人口的增长，一个氏族分为几个胞族，邻近的几个胞族结成部落。
部落有酋长，管理部落的内部事务。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私有财产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的加剧，刺激了氏族显贵父权家族首领的贪欲。
为了掠夺邻人的财富和供其役使的奴隶，氏族之问经常发生战争，所以这一段时期又称为军事民主制
时期。
为了发动战争和防御的需要，几个地域相近或有一定利害关系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是军事民主制时期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
部落联盟有联盟大会，联盟的首领通常出自联盟中势力最强大的部落。
部落联盟的决策机构是联盟议事会，各加盟的部落酋长或氏族显贵为其成员，负责处理联盟的重大事
情。
为了适应军事的需要，部落联盟又有专门指挥作战的军事酋长。
随着部落联盟军事性的加强，军事酋长的地位日益重要，最后终于取代了部落联盟酋长，“天下为公
”变为“天下为私”，国家得以产生。
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离不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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