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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覆地载，莫贵干人；民为国主，国以民本。
人民至上，人权至重；民情至贵，民生至大。
以人心为最伟大的生命源泉，以人力为最深厚的社会资本，以人文为最核心的发展力量。
人本管理认为：管理的基本职能就是管人、管事、管物、管关系，其核心要点在于处理好人在生活、
学习、劳动、交际、探索与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前后联系、纵横交织、不断演变的全部社会关系。
管理及不断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社会大众服务，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愿望
，实现人的价值。
管理的最高技巧在于赢得保障其生存并不断推动其发展的社会合力。
人，是社会的主宰。
人的意志、观念、愿望、基本素质及人文的总和，决定了国家及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体制、形态、
品性、方向、行为、能量、格调、层次、作用、地位、影响及其命运。
《人本管理:管理品质提升与价值重建》倡导的人本主义，就是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以人为
目的，以人为标准，以人为尺度，以人为支撑，以人为皈依，以人为自然之精灵，以人为社会之主人
的思想观念。
人本主义主张众生平等，敬天兼爱，互助互利，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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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义师，男，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1979年开始发表论文，先后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
认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中心是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文化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就是
文化史，管理就是一种文化行为，主张用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一切。
曾著有《文明的幻象》(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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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人本主义简述
——社会以人为本，人以自然为本
　人是什么
　天道
　人道
　天人合
　以人为本
　民为贵
　关于人文主义
　关于人民之道
　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想
第二章　管理要以人为本
——依法行事，靠人管理
　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天
　人决定着社会及组织的命运
　人是最大的生产力
　市场化经济实质上是人的经济，
　法制化制度化的核心是人
　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
　管理之要务是搞好人事关系
　伟大的管理直人人心
第三章　建立一支有文化的队伍
——管理是一种文化行为，人类的竞争实质上一直是文化力的竞争
　管理行为是文化行为
　社会、组织、团队
　文化是人类与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
　心灵契约之共同思想信仰和价值观
　招展集体主义大旗
　寻找同行者
　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真正的组织如海
　做文化人
第四章　认识自己
——人贵有自知之明，众生且以同怀视之
　识人者须先知己
　认识自己是认知思维中最难的课题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
　身体、性情、才志三位一体
　把自己放到社会中去分析
　正确地给自己定位
　领导者尤其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自我认识的局限性
第五章　正确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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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心即大千世界，善知人者通达天地
　由人性进入人心
　把握和理解人的欲望
　⋯⋯
第六章　合适用人
——得民心者得天下，善用人者得以成功
第七章　人的培养、塑造和完善
——玉在修养中成器，人在知行中成才
第八章　为人民服务
——人类最基本和最高尚的行为就是服务
第九章　联通融合社会人
——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人际关系的合力
第十章　尊重对手
——我们的幸与不幸都在与对手的竞技中
第十一章　实现人的价值
——人民都能得道，众生皆可成佛
第十二章　创建和谐大同的命运共同体
——天地人命，维系和谐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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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本主义主张对人要有更细致更深刻全面的分析和认识。
人，既是万物之精灵，富有某种神灵般的力量;人，也是他人存在的敌人，同时也是自己生存的敌人，
更是万物潜在的敌人。
人，如果没有了神圣的人性，就将成为极为可怕的恶魔--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完全有能力毁灭这
个世界。
为了创建人类幸福的王国，我们要建立崭新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念，让人变得更人性化，让世界变得更
文明，让人与企业、经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和谐。
　　从对人的普遍尊重开始，以和谐为最终目标，这就是人本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本主义根源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人本主义既是旧的社会理想，更是新的文化理念。
人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人民之道中--今日之人本主义不是对过去民本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在立
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和领导者这一崭新观念基础上的伟大复兴，这一复兴也
包含了对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借鉴。
　　人本主义对人有着全新的认识，人本主义认为：人不是机器，人不是符号，人更不是工具，人就
是人，人是世界的精灵，人是社会的主人，人是社会存在的最高目的。
人是有高级思维、行动和创造能力的存在。
在存在明显社会压迫与剥削的社会里，人不是人，是被统治阶级可以任意宰杀的动物;是被剥削阶级当
作可以欺压和使唤的工具--这种社会是非人的社会。
如果现在有将人当作动物或工具使唤的组织，哪怕组织领导者内心世界是以这种思想来看待员工的，
这个组织就是必须进行彻底改变的组织。
　　人本主义主张对待人要以平等的观念从尊重开始。
人本主义要求在我们的政治与管理中必须直接体现对人的全部价值和需求的尊重。
就劳动关系而言，传统资本主义所体现的不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压迫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简单的
物质利益关系，即只是体现资本家个人意志的雇佣劳资关系。
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不仅是建立在严格法律基础上的新雇佣关系，更是一种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充分
体现人文关怀的互相依存，互为主体的文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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