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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业管理这门科学，近几十年内的发展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理念如今已是“古今交错
，东西贯穿”，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更是“中外合流，洋为中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管理学界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已回归东方，中国式的管理已经蔚然成风，流行于整个世
界。
　　很多人推崇中国式管理，很多人重视中国式管理，却也有一些人，至今仍然否认中国式管理的存
在。
他们认为，管理学完全是由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学者们探索、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不存在中
国式管理。
　　其实，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是指把西方现代科学融入中国管理哲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
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的一种管理模式。
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
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
、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
　　与西方式管理依靠各种规章制度来使员工达到经营需要的要求相比，中国式的管理主要中心放在
人事和人情管理上，以“情”和“爱”来教育和感化员工，使员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和共鸣，进而达
到管理经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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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严苛政策的高压让国人“修炼”出了活路的脑筋，使之很
难管理，也很难对付。
他们顺而不从，奉行中庸之道，攀比从众心态重，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等等⋯⋯真正高境界的管理，恰
恰在于对人对己内心世界的洞察与感知。
《中国式管理的36个心理细节》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土壤，列出了36种中国人典型的行为特征
和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式管理方式，其特有的亲和力和凝聚力非常适应中国人的民族特性
，对于企业管理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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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含蓄内敛与见微知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把自己内心的
想法毫不隐蔽地展现无遗，就好像在明处完全暴露自己，很难防备别人从暗处对自己的中伤，所以中
国人喜欢“深藏不露”，说话总是委婉曲折、“话里有话”，很少直截了当，这往往造成误会和理解
上的偏差。
因而管理者与下属沟通时要学会见微而知著。
抓住“言外之意”，还要学会察言观色，注意对方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排他性与“矩阵组织”“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是条虫。
”，中国人总是不自觉地追求零和博弈，不善合作，喜欢窝里斗。
强烈的排他意识使中国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所以非常难于合作。
“矩阵组织”是扁平化的分工合作组织，个人的业绩由整个部门的业绩总和的平均值来计算，因为集
体的获利才能使个人获利，所以能防止因排斥他人、喜欢单打独斗的心理倾向所带来的恶性竞争，是
一种鼓励成员之间的和谐和互助，同舟共济的双赢模式。
爱面子与“指桑骂槐”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那张“广不数寸”的“脸面”。
从古到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子都无处不在。
“面子”意味着尊严，意味着影响力，一个有“面子”的人往往能够赢得他人的尊敬和信任。
研究证明，中国人在被人拒绝或者受到批评时，如果觉得面子受损，通常会做出防御性的行为。
因而中国的企业管理者也应“扬善于公堂，规过于暗室”，尽量地维护下属的面子，不伤害他们的自
尊。
重人情与发挥“感应力”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或家庭成员，亲情和情感从此与社会和政治
相联系，纯粹理性的法律却退居其次。
人情化的心理机制使得中国管理的组织成员之间具有很强的感应力。
如果充分发挥这种感应力，就能使企业组织具有很浓的人情味，组织成员也会获得归宿感的满足。
讲义气与留下“庸人集团”总的来说，中华民族是很重义气的民族，而最能打动中国人的就是“舍生
取义”这四个字了。
在现代企业里，老板适当地讲义气，可以赢得更多的朋友，得到更多的帮助。
因而，曾经在企业创业初期“劳苦功高”而却不会经营企业的庸人集团有存在的必要性。
甚至很多老板很愿意主动建立一个庸人集团，增强对自己有利的舆论导向，树立中国人心目中的良好
企业形象。
中庸之道与“持经权变”中庸就是在变化或者矛盾中寻求平衡的中心点，从而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
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的价值追求。
“经”是不变的守则，而“权”则是可以灵活应用的手段，要达到中庸之道就得“持经权变”。
所以领导者也应审时度势、灵活机变，不断地随着人的变化而变化，与情境共舞。
表里不一与“红脸白脸”中国人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人性中的某些正常和自然的需求，于是特别注重
自己在别人面前的行为和言辞，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因而构成“表里不一”的双面人格特质。
所以中国的管理者也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为自己制造两个脸谱，自己唱白脸重奖励
和表扬，副手唱红脸重监督和惩罚，若是能够配合好了，便可人人口服心服，各安其职。
敏感多疑与“透明化管理”中国人思想复杂，想象力丰富，再加上几千年来历史风云中的凶险和欺诈
，使中国人一直没有安全感，养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
到了现代，中国公司里面的人与人之间仍然时有相互猜疑，经理与下属、员工与员工之间往往互不信
任。
因而企业管理者不妨试一试“透明化管理”，进行“阳光操作”，营造一种坦荡开明的企业文化。
开诚布公，以“诚”攻“疑”，坦荡以对是保证集体团结，制止相互猜疑的有效方法。
安于现状与“压担子”中国人当中的一种劣根性表现为懒惰与贪图安逸，需要外界对其适度施压，才
能不断进步。
所以中国企业的管理者要让自己的下属担起责任，必要时临危授命，或者压担子，或者学习现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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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的业绩考核、末位淘汰等，都会让员工产生压力。
防止他们得过且过心理的产生，以促进其发掘潜力，积极进取，不断超越自我，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
“不以成败论英雄”与奖励犯错误西方人喜欢“惟以成败论英雄”，其核心意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物竞天演，优胜劣汰”。
中国人重视的是那种屡败屡战、永远向前的精神，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
兵法也讲：“善败者终胜”。
这是一种极其长远的发展观。
所以管理者要允许员工犯错误，甚至奖励“犯得好”的错误，这样可以避免急功近利的风气，鼓励员
工勇于尝试新事物。
平均主义与自由创新机制封建等级制度既造就了一小部分极富者，又同时使更多的人处于贫困边缘。
因而平均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并演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心理结构也就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所以中国人一方面不敢冒尖。
另一方面又会不遗余力地打击“出头鸟”。
作为一名管理者，要为员工创造一种肯做、敢做、愿做的氛围。
这样才能打消员工因为自己过于冒尖而引起他人不满的顾虑，放手放心地、充满热情地去工作。
从众心态与“逆赂投资”中国人总是倾向在群体的影响和压力下，个体放弃自己的意见而采取与大多
数人相一致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随大流”。
针对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企业家在决策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
，市场投资逆势而动，“高卖低买”，使得“人之砒霜”变为“我之琼浆”，最后“歪打正着”，取
得了成功。
对“势”的敏感与“激情造势”中国人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势而为”，反映出一种对“
势”的敏感意识；自古英雄豪杰，皆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利用社会矛盾，人心的向背，揭竿而
起，民众无不云合景从。
现代企业卓越的领导者通常也善于运用自己火一般的热情和激情造势，这种激情和信念使他们具有对
人的心灵的由外而内的穿透力和自上而下的统摄力，能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转圆石于千仞山
之上。
模糊逻辑与“感知考核”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与海尔“市场链”攀比心理与“工资保密”制爱吉利与
“暗示激励”圈子文化与“打破小圈子”完美主义与“半糖主义”畏服权威与“杀一儆百”以和为贵
与激化“良性冲突”重形式，轻实质与简单管理重血缘亲情与“按需任兔”重资历与“过渡培养阶段
”位置观念与“资格激励”喜谦卑与“低调管人”善忍耐与“为下属撑腰”重信诺与“凝聚力”患得
患失与危机激励认正宗与“大叔底下好乘凉”讲仁恕与宽恕下属依赖心重于“不诿过”权力崇拜与隐
藏好恶特殊化心态与以身作则重视眼前利益与“欲取故予”顺而不从与“情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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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几千年来便是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体。
农民的特点是自给自足，只要把地种好了，税和地租交了（中国现阶段的农民除外），其余的都是自
己的，和外界的交换比较少。
因此农民的性格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少有合作精神，没有规则意识。
这种心理的传承，使中国人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利益，眼界比较狭隘，喜欢在同一个圈子里勾心斗角，
自相残杀，互相拆台。
当一个人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别人的时候，他们身边的人不是想怎么奋起直追，而是首先想怎么把他拖
下来。
在封建时代，且不用说一国之内官场内部的互相倾轧，就是皇族的一家之间都会出现因为争权夺利而
“前见兄杀弟，后见子弑父”这样的悲剧。
　　这种窝里斗的根源是什么呢？
心理学大师阿德勒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恰恰是最大的。
在人的潜意识里，有些兄弟姐妹之间的怨恨反而比一般人之间更多，因为在没有弟妹之前，他们享受
着父母的全部关注，但一旦有了弟妹，父母的关注点就转移到这更小的孩子上，兄姐不可避免地感到
失落，很可能在幼小的心灵中产生对弟妹的嫉妒怨恨。
弟妹懂事后，发现有比自己更强大的兄姐存在，同样有可能会产生嫉妒。
曹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叹也印证了这种说法。
　　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情意识深植于中华民族潜意识，于是国人最善于通过
和广义的“兄弟姐妹”——一也即同事、同学、亲人、同胞竞争而获得利益，这就是国人的“窝里斗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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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为出发点，充分考虑中国人的优缺点，构建和谐、
和乐、合理、合适的中国式高效能团队。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最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而最合适的管理就是本土化的管理。
　　契合：国人个性与心理特征　　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文化　　整合：传体与现代的管理精妙　　
管理中国人，就要“知己知彼”、因人而异地实施符合中国人行为心理特点的决策和管理行为。
这就要求“用智伐心”，即先要真正掌握他们的心理节奏，搔到他们的“痒处”，方能动其心而顺己
意，达到《孙子兵法》中“和衷共济”，“上下同欲者胜”的管理境界。
　　玩古思今 赢战未来　　洞悉国人心理特征 让管理一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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