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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与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作为一名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除了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外，更应具备相关的管
理知识和技能，管理与营销课程综合了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必需的管理知识，以综合能力培养为出发
点，针对非管理类尤其是工科类高等职业教育各专业的培养目标，以就业为导向，以实用为本位。
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实务、市场营销理念与实务、财务管理与税法常识
等，力求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具有针对性．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教材注意吸
收了国内外管理学界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观念与新方法。
为了便于学生自学和理论联系实际，主要章节还附有案例．本教材由山西综合职业技术学院任春茹、
杨彩平、丁安杰编写，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丁安杰编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十
章由任春茹编写，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由杨彩萍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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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职高专精品教材：管理与营销》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实务、
市场营销理念与实务、财务管理与税法常识等，力求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具有针对性，同时，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教材注意吸收了国内外管理学界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观念与新方法。
为了便于学生自学和理论联系实际，主要章节还附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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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　　企业管理的基本原理是人们在长期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工作的基本规律。
它是对企业管理工作客观必然性的揭示、对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活动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
企业管理者如果违背了管理原理，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就要承受严重损失。
　　一、系统原理　　企业管理的系统原理，是系统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掌握这一原理，首先应了解一般系统的概念，掌握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然后将它们应用于
企业管理之中。
（一）一般系统的概念系统论的主要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
他于1945年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论文，宣告了这一理论的诞生。
贝塔朗菲把系统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联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
合）”。
关于系统的概念，由于涉足的领域不同，理解的角度不同，因而会产生不同的定义。
我们认为，下面关于系统的定义具有代表性。
　　所谓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这里所谓“的组成部分”，通常称为“子系统”或“要素”。
应该强调的是，子系统或要素，是相对于具体系统而言的，要素如果离开了它所从属的具体系统，就
失去了要素的属性，也就没有意义了。
例如一个企业中的班组，在本企业是构成企业系统的要素，而对于另外一个企业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另外，系统中子系统或要素的划分也是相对的，一般是根据系统的性质、系统的功能和研究问题的需
要，将那些相对独立的、对系统的构成和功能起重要作用的部分划分为一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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