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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我为一家企业作了一次关于企业管理的讲座，分析了我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和误
区，得到了企业管理人员的普遍共鸣。
现在将其中的观点整理成一篇文章——《关于我国管理科学的教育和实践中若干误区的分析》。
我觉得其中部分内容作为本书的前言比较合适，因此就有了这样一篇前言。
　　1.管理学的属性　　（1）管理学是研究“做事”和“管事”的科学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人类作为群体参与的各种有目的的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发展，例如生产活动、工程技术活
动、科学研究活动、军事活动、商务活动、金融活动、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等等。
而这些由众多人员参加的复杂的活动都需要很好地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才能有序地开展并
取得预期的结果。
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用有效的“管理活动”加以合理筹划、安排和协调。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无不例外。
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到中国的万里长城的建筑；从美国20世纪60～70年代的工程浩大的阿波罗登月
计划，到中国今天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实施；从城市建设、科学实验、产品生产、铁路和公路建设
等“硬工程”项目，到区域经济发展、人口控制、国民教育、产品促销等“软工程”项目⋯⋯都离不
开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如果说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那么管理学就是研究合理调配和使用人类
活动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源（包括物力、财力、能量等等）和其他资源（包括人力、技术、信息、时
间、关系等等）的方法论，也就是研究“做事”、“管事”（包括“做人”、“管人”）的原理和规
律的科学。
前者研究的是“物”的客观规律；后者研究的是“事和人”的客观规律以及“人”的主观行动（钱学
森先生称之为“事理学”）。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比技术、资金、物资、人员等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这些资源的“灵魂”
，没有良好的管理系统，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再充足的资金和物资、再优秀的人才也不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2）理、工、文、管是并列的学科门类　　关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有人曾为它究竟属于社会
科学还是属于自然科学争论不休。
实际上，管理学是一门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交叉学科，它是在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既不属于社会科学，也不属于自然科学，更不可能属于技术科学。
也就是说，理、工、文、管等是相互平行的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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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学原理（第1次修订）》首先介绍管理的概念、管理的三维体系结构、管理理论的发展历
程、管理现代化的标志和最新的发展动态。
然后，以管理的三维体系结构作为全书的3条逻辑线路，依次介绍3个方面的知识：管理层次维——战
略管理、战术管理和作业管理（包括各管理层次的相互关系及其一体化结构等）；管理领域维——市
场营销管理、生产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管理过程维一一管理决策（包含决策
步骤和方法、环境分析和预测、计划的编制和实施等），组织行为学（包含个体和群体行为分析、组
织结构、领导和激励理论等），管理沟通（包括管理沟通的渠道、过程、公共关系、CI设计、组织内
部的沟通技巧等），管理控制（包括管理控制的原理、内容、管理控制信息系统等）。
　　《管理学原理（第1次修订）》内容新颖，体系结构合理，有理论深度，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适合于高等院校工程管理等管理类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企事业组织的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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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管理主体　　所谓管理主体是指从事管理活动的人员。
组织中的管理主体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根据组织既定目标将目标任务分解为各类管理活动、工作任
务，并督促完成既定目标的人。
这类人员通常是组织的核心人物，或者说是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
另一类人员是从事各方面具体管理活动的人，这类人员通常是组织中的骨干人物，即组织的中层和基
层管理人员。
没有他们，组织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后者在成为管理主体的同时，又是前者管理活动的作用对象，即受前者领导和控制，从而执行前者分
解的组织目标和任务。
因此，后者既是管理活动的发出者，又是管理活动的收受者。
也就是说，其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
　　2）管理客体　　管理客体是指管理活动所作用的对象，即管理的收受者。
从这个定义出发，管理的客体可以分成3类：　　（1）组织中的一般成员。
组织中的一般成员均是管理的客体，他们执行组织分配给予的工作任务，遵守一定的运行规则进行工
作。
　　（2）组织中的其他资源。
组织中的其他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关系资源等，这些资源均是管理的客体，都是管理的收
受者，它们在管理的作用下经过特定的技术转换过程就成为组织的产出物。
　　（3）与组织的扩张和发展相关的人力、财力、物力、信息和其他组织。
这一类客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常发生变动。
　　3）管理目标　　管理目标即管理活动的努力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凡是管理活动都必然有目标，尽管各种管理活动的主体不同、客体不同、内容不同、范围不同，甚至
具体的目标也有很大差别，但都不会没有目标，否则，就不成为管理活动。
　　管理目标具有层次性。
低层的管理目标是指一项具体的管理活动或管理工作的目标。
如企业的利润管理就是要通过增加企业的销售收入，降低产品成本，以达到利润增加的目标；市场营
销管理就是要通过市场调查，生产市场所需的产品，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组织赢利的目标
。
这一层次的目标对于具体的管理活动或管理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
因为管理活动若没有这一具体的欲达成的目标，这个活动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另外，低层管理目标又是组织高层管理目标规定下的产物，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组织的最高层的战略
目标。
因为具体的管理活动或管理工作的目标若与组织高层目标相脱离，则管理就不可能实现组织的最终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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