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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制度是由美国首创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改进，已经成为一套相当完整的教育体系。
尽管它仍有其不足，目前正根据新的信息时代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继续调整、更新与改善之中，但
它作为美国乃至几乎整个发达国家培养高级企业管理人才的有效手段，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MBA教育的特点，首先在于它具有鲜明而独特的目标，即造就高级综合管理（GeneralManagement）人
才。
它不同于以培养高级研究专家为主的其他硕士教育制度，是职业培养性的，因而具有明确的应用与实
践的导向性。
其培养对象是有一定管理实践阅历的中、青年管理者，经二至三年MBA系统深造，仍回到企业管理的
岗位中去，因此是“从企业来，回企业去的”。
因为目标是造就位于决策层的、跨职能的高层经理，它讲授的管理理论广而不深，但却十分强调可操
作的具体管理技能的培训。
基于上述独特目标，MBA教育发展了相应的教学方法论原则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亲验性教学方法，或
称参与式、行动式教学法，在传统的课堂系统讲授之外，大量使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模拟练习等
新型教学活动。
MBA制度引入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与胆识，早在1978年末访美时，就亲自向
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提出，由美方派遣管理教育专家来华，培训我国企业管理干部。
此建议得到卡特及其继任里根与布什总统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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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全面地介绍管理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以及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反映我国的经
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实践，抓住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条件下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

全书共分9章，分别为管理、管理学和管理者、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计划职能、组织职能、人事
职能、领导职能、控制职能、我国的企业改革、管理思想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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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管理工作的好坏是决定一个组织的实力和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一个企业的实力如何、竞争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了这个企业的命运。
一个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取决于许多因素，如拥有的资源数量、商誉、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商品的品
牌等等。
这些因素都会慢慢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水平高低。
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逐渐在降低，那么这个企业的实力和竞争能力将逐渐下降。
反之，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将会促使企业的实力和竞争能力的增强。
企业能否适应变化着的环境，能否生产出合乎市场需求的产品，能否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合乎质量要
求的产品，能否以有效的促销方式打开市场，能否建立起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都要靠科学的管理
，这就是企业的“内功”。
企业如此，一个学校也是一样。
要能培养出合乎时代需要、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就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好的教材、好的
教学体系和后勤服务体系，这些也都要靠科学的管理。
3.管理也是生产力生产力取决于许多因素。
就社会而言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拥有的自然资源及资源的合理和有效使用、国民素质和受教
育水准等。
就企业而言，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拥有的各类资源和资源的有效利用、职工队伍的素
质和员工积极性的发挥等。
而这些因素之间如何协调起来，充分发挥作用就离不开管理。
在有些情况下，资源状况基本不变，只要在管理上下工夫，协调配置、优化使用各种资源，可以大大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或是通过激励政策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可以更有效地达到组织目标。
所以从这层含义上讲管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以推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要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很好地结合起来转化为生产力也离不
开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组织的管理好坏是决定其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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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MBA管理学(第5版)(2011版)》：中国经典MBA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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