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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正如任何人类社会活动一样，有“道”与“术”之分。
所谓管理之道，指的是在管理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原则、理论、理念，在“世界是平的”状态下的今
天社会，这种管理之“道”中的东西方差异正在消弭。
沐浴改革开放春风雨露30年之久的中国学者和企业家们不仅欣然接受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且还能在
博瀚浩荡的东方传统文化中找到其源头和佐证。
而在具体的“管理之术”中，由于面对的管理对象不同，管理者和管理对象所处的组织状态不同，管
理活动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不同，就会产生很多差异，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东方管理的逻辑起点。
本书为《东方管理评论》第2辑，内容包括：东方管理，中国管理，东西方管理融合和东方管理案例
等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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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东方管理　论东方管理哲学　卓越企业的文化竞争力　扬弃与超越：管理学发展的东方主张　论东方
管理思想的研究视野　东方管理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挑战　荀子“上下俱富”的和谐群体管理思想　
学缘关系及其在学校营销管理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创
建和谐型组织中国管理　论中国管理体系的构建　概念、体系与研究路径：关于中国式管理学科化的
理论探讨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寻源　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相关性研究　论五商
——智、情、财、技、谋　基于内源性－外源性动机理论的仆人式领导理论模型研究　中国文化背景
中的消费者－品牌关系：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所有权让渡——家族企业实现“人为为人”的“治家
”之道　浙商与徽商比较研究　儒家文化中人为激励的效果与机制——基于某领导人物的领导行为分
析东西方管理融合　百年管理史的文化诠释　管理学视野的中西方差异　中外合资企业文化的冲突与
整合——基于东方管理文化视角的文化管理模式的构建　东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比较研究　东西方具有
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之间的伦理倾向差异研究东方管理案例　独树一帜的双星管理模式　用“家”文
化打造世界名企的康奈集团《东方管理评论》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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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方管理　　论东方管理哲学　　一、人本管理哲学　　东方管理哲学的第一个层次是人本管理
哲学，即管理要以人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自由、普遍发展。
人本管理哲学可以分解为五个要素：人、勤、道、变、和。
其中，“人”是人本管理哲学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和”是中间目标和协调手段。
下面分别解释一下。
　　1.人。
“人”要求以人为本，把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起点和终极目标。
在中文里，“以人为本”一词的完整提法最早出自《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是指建立霸业的一种手段，显然管子的“人本”还停留在工具论的层面
上。
此后，又有孟子的“民贵”等更接近现代人本哲学的观点。
1996年，在第三届IFSAM世界管理大会（巴黎）上，我第一次提出东方管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人乃天
”和“事人如天”，这一精神是基于历史连续性归纳出来的，因为东方管理哲学中的确有这样的传统
。
现实中的管理方法和操作可能经常与之相悖。
即使在东方管理哲学的策源地中国也不例外。
但最近几年，中国的领导层重新意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最基本的执政理念之一，这
种理念很快由上至下渗透到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
　　2.勤和变。
“勤”是对人的一种要求，在东方的传统中，不仅要求管理者勤勉为政，而且在一般民众中提倡克勤
克俭的精神。
勤与俭的关联也是一种东方特色的理念，勤俭立国、勤俭创业、勤俭持家的价值一直很受重视。
“变”一方面也是对“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人的需求的满足，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自我
管理者）都要随时随地根据外部变化采取变通的方法，去实现自身发展或为他人服务，在东方管理哲
学中此二者是合一的。
　　3.道。
“道”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词，不过在座各位都是中国文化圈内的学者，“道”的含义就可以不言自
明了。
西方管理学的先驱如法约尔、韦伯等都是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管理的，此后工商企业管理学一支独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成了管理学的代名词，我们首倡的东方管理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注重管理理论的
内在一致性和普遍适用性，把管理活动划分为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四个层面。
这四个层面的具体管理方法是有很大差异的，但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王充则讲过“贤君之治
国也，犹慈父之治家”，中国的还有一句俗话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些都说明不同的管理
活动有相通的规律，这些规律就是东方管理哲学中的“道”，“道”的载体是各种管理活动中的人以
及人的行为，也即东方管理学是“以人载道”的，所以我们把“道”作为人本管理哲学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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