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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由三本书组成：《个人的管理》、《组织的管理》和《社会的管理》、由日本长期担任德鲁克
著作日文翻译的笃男植田先生选编，选编的内容均为德鲁克所有著作中，特别是近10年来的新著中的
精华。
本文集论述内容全面，它系统地浓缩了德鲁克先生的管理思想，可谓“三叶乃尽知秋”，因此得到了
德鲁克先生本人的首肯及褒扬。
本文集在日本推出后，立即成为该国当时的管理学畅销书之一。
     如何使管理井然有序，并使管理人员富有成效，这两项开发任务是60年来作者一直为之努力的两大
工作重点。
实际上，作者之所以得到人们广泛认可的原因就是因为作者对管理的实践方法和职业经理人的素质进
行了深入的阐述。
作者希望这套丛书对中国的管理人员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并能为他们在今后的10年里履行各项重大
任务助上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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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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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更新    凭什么不被世人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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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讲述这个冗长的故事只是为了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
我所认识的、在漫长的生活岁月中能够保持效能的所有人，几乎都和我一样在不断地学习。
无论是企业主管还是学者，无论是军队的高级将领还是一流的医生，无论是教师还是艺术家，无一不
是如此。
作为咨询顾问，我当然有机会与企业界、政府机构、大学、医院、歌剧院、交响乐团、博物馆等的许
多人士打交道。
我每次与某人打交道，总要设法弄明他获得成功的原因。
我总能听他们讲述一些与我的故事非常相像的故事。
　　因此，只要做一些相当简单的事，就能够回答“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从事知识工作的人如何保持
自己的效能”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必须树立像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夫》帮助我确立的那种目标或愿景；继续奋斗就意
味着人老心不衰。
　　其次，我发现保持效能的人都持有菲迪亚斯对自己的作品所采取的那种态度：上帝能够看见。
他们不愿一般地应付工作，而是非常敬业地把工作做好。
事实上，敬业，就是尊重自己。
　　最后，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把继续学习植根于自己的生活之中。
他们也许没有做迄今我已经坚持了60年的事，也就是说，每隔三四年自修一门新学科。
他们在不断探索，并不满足于自己以往所做的事。
他们对自己的最低要求就是做得更好。
无论做什么事，他们都要求自己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这些活力常在、不断进取的人同样对自己的工作绩效定期进行回顾总结。
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做16世纪的耶稣会会士和加尔文会会士首先想到做的事。
他们把自己的行动和决策结果记录下来，然后与预期的结果进行比较。
这样，他们很快就能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而且还能够知道哪些方面需要自己改进、改变和学习。
最后，他们明白哪些方面自己并不擅长，应该让别人去完成。
　　当我请这些保持自己效能的人给我讲述他们的成功经验时，我一次又一次地听说，一位去世已久
的老师或上司曾经向他们提出挑战，并且告诫他们，当一个人调动工作、职务和任务以后，就应该考
虑新工作、新职务和新任务的要求。
新工作、新职务和新任务的要求总有地方不同于原来的工作或任务的要求。
　　P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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