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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各国的管理既有其特殊性（个性），又有其普遍性（共性）。
要实现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就应当采取“取长补短”的方针，从而达到“异途同归”的目的
。
因此，我们应从管理的共性出发，吸收现代管理理论及方法的精髓，融入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创建
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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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古代管理心理　　思想的研究意义　　众所周知，管理心理学这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是
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使得人们意识到，所谓的现代管
理不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品，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文明同样可以产生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模式，这促使人
们从一个新的层面去探究管理的本质，因而，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和世界的管
理科学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中国管理科学的本土化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管理学》中认为，管
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
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观、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
管理是而且应当是受文化制约的。
他的理论将管理与文化明确地联系起来。
　　回顾东西方现代管理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孕育出现代管理原理和方法的美式管理还是曾经取得过
辉煌成就的日式管理，两者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现代管理理论和自身文化的融合。
正是由于这一规律，美国人在学习日本管理的时候发现，那些受日本文化影响的东西他们学不了。
同样，当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发生衰退，日本企业又重新学习美式管理的时候，美国管理模
式中所折射出的文化层面的东西，也还是不太容易为日本企业所吸收。
　　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同样也符合这一规律。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西方的现代管理科学逐渐传人中国，作为现代管理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为
科学，管理心理学也随之传人。
在对西方管理科学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进程中，我们同样质疑西方管理理论和模式在非西方文
化中的普遍适用性。
　　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没有生长出西方式的“科学”的管理理论。
但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它所具有的管理思想和经验，特别是有关管理活动中人的心
理规律方面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如果说管理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美国，那么，管理心理学的
思想则起源于中国。
例如，管子提出“以人为本”。
他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提倡“以德为先”；老子
教人“治大国若烹小鲜”；庄子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易经》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和“盛极必衰”等观点，揭示了深刻的管理心理思想。
可以说，现代中国人的心态与管理行为已深深打上了历史传统的烙印。
因而，无视中国人自身的心理特性和管理实践而盲目地追随西方管理心理学研究的趋势，对于我们这
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很不明智的。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重新审视东西方管理实践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对西方的管理科学进行本
土化改造，挖掘和整理中国的传统管理心理思想，寻找东西方管理文化相交汇的最佳融合点，已成为
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有利于完善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　　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东西方管理发展历史的
梳理。
　　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心理思想，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
的管理理论，这一理论植根于实用主义的经济学、唯理的哲学以及新教的个人主义道德，这使得它的
产生从一开始就以追逐企业的利润、提高效率为目标，表现为一种微观领域的管理，因而与中国农业
社会型的管理形态有明显区别。
西方管理心理学的这种进取、征服、实用的价值倾向曾经是创造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进入20世纪，却导致了很多不良的后果，诸如生态系统的破坏，能源的枯竭和道德的危机等，甚
至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因而，西方的管理从“二战”以后就力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和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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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和谐”应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而以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正好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渊源于华夏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心理思想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它的基础是中国的伦理文化。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宗法血缘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积淀成为一种极为强固
的文化结构、心理力量和组织形式，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管理心理思想的发展，使得它具有
了不同于西方管理心理思想的理论模式，表现出整体观、协和观、人本观和辩证观等特点。
它的优点主要是：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
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决定各种管理措施，努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群体凝聚
的精神，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
　　然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包含
了过于浓厚的王权意识、宗法观念、等级习俗和官本位思想；轻思辨，轻分析，缺乏科学的数理分析
；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形不成系统的科学形态。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和西方管理心理学理论优劣共生，利弊相通，互相对应，互为
补充。
它说明了人类管理的趋异性，即管理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经济体
制将形成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模式。
同时，它也说明了管理的趋同性，即管理经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转移，但需
要有一个与本民族的文化国情相融合的过程。
正是这两种思想的交流和融合，才可以使中国传统管理心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得到改造和重建
，从而丰富世界管理科学的内容，促进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管理进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后现代管理阶段。
后现代管理是知识管理，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源成为第一财富，人的因素真正成为管理的重心，管
理科学的发展因而也以管理心理学的发展为核心，后现代管理将摈弃现代管理以利润衡量的效益目标
，而建立以知识财富来衡量的价值目标。
它追求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模式，关注的是人的发展，特别是人与外在世界的共同发展。
要求人们更切实地平衡自身的心灵，以更有效的态度平衡被现代社会的物欲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欲望，
把社会和自然发生的矛盾化解在心灵更高的审美境界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有着巨大的包容性，蕴
涵着丰富的生命力，其价值经久不衰。
　　事实上，西方管理心理学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变化和发展之后，已将管理模式定位于人本管理上
。
这一变化趋势与东方的管理思想日益接近，这是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思想不断交融的结果
，也说明人类管理行为和意识的世界化趋势。
所以，管理科学的发展最终是要打破地域的、国家的和民族的界限，建立起一个世界管理体系。
因此，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与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联系体。
一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意义上看，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是世界管理体系
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展世界性的管理科学，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中合理因素的吸收和利用。
另一方面，离开世界管理科学的发展，离开全人类管理文明的进步，孤立地夸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
想的价值，只能在狭隘的民族情感中孤芳自赏，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精华只有和现代管理科学相
结合才能发挥出优势，永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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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概括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中
庸之道、无为而治”的五个特点，并且对从殷周到明清时期管理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整理。
还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华夏管理文化如何与现代管理相融合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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