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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

前言

　　我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设置了经济管理类学科专业，这是一个包括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图书档案学6个二级学科门类和22个专业的庞大学科体系。2006
年教育部的数据表明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类专业布点1518个，管理类专业布点4328个。其中除少量
院校设置的经济管理专业偏重理论教学外，绝大部分属于应用型专业。经济管理类应用型专业主要着
眼于培养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要求既具有比较扎实的
理论功底和良好的发展后劲，又具有较强的职业技能，并且又要求具有较好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当前开拓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进一步加强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注重经济理论的系统化学习，特别是现代财经管理理论的学习，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素质和应用实
践能力，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平、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越来越成为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保证国民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高等财经教育要更加注重依据国内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适
时变革和调整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要求经济管理学科专业更加注重应用、注重实践、注重规范、注
重国际交流；要求经济管理学科专业与其他学科专业相互交融与协调发展；要求高等财经教育培养的
人才具有更加丰富的社会知识和较强的人文素质及创新精神。要完成上述任务，各所高等院校需要进
行深入的教学改革和创新。特别是要搞好有较高质量的教材的编写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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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

内容概要

《管理学原理》按管理职能，共分为总论篇、计划篇、组织篇、指挥篇、控制篇和创新篇6篇15章，对
管理学各方面的内容都进行了系统阐述。《管理学原理》在突出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基本
方法的同时，注意吸收国内外管理实践的先进经验，力求反映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尽量将
国内外最新管理成果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引入教材，努力做到内容系统全面，可读性强，实用
性好。为了提高实用性，增强可读性，《管理学原理》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安排上进行了全新的尝试，
通过开篇引例、学习目的、知识要点、阅读材料、案例分析、每章小结等内容环节，努力将“死板”
的管理学理论学习“搞活”。同时，在每章章后还精心选拟了思考题，帮助读者对学习内容进行反思
和检验。《管理学原理》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课程学习的教材，又可作为其他有志于学习和掌
握管理学基木原理和某础知识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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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总论篇　第1章　管理学基础　　1.1　管理的概念与职能　　　1.1.1　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1.1.2　管理的概念　　　1.1.3　管理的特征　　　1.1.4　管理的职能　　1.2　管理的性质及作用　
　　1.2.1　管理的两重性　　　1.2.2　管理两重性的作用　　1.3　管理的主体　　　1.3.1　管理者及
素质　　　1.3.2　管理者的类型　　　1.3.3　管理者的角色　　　1.3.4　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　　1.4
　管理的载体　　　1.4.1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1.4.2　组织的形成与作用　　　1.4.3　企业——一
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　　1.5　管理的基本原理　　　1.5.1　管理原理的特征与作用　　　1.5.2　系
统原理　　　1.5.3　人本原理　　　1.5.4　责任原理　　　1.5.5　效益原理　　1.6　管理学的研究对
象与方法　　　1.6.1　管理学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　　　1.6.2　管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1.6.3
　管理学的学习与研究方法　　　1.6.4　学习管理学的重要意义　　木章小结　　阅读材料　　案例
分析　　思考题　第2章　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1　早期管理思想　　　2.1.1　中国古代的管
理思想　　　2.1.2　国外早期的管理思想　　2.2　管理理论的萌芽　　　2.2.1　工厂制度的诞生和管
理理论的萌芽　　　2.2.2　业当.斯密的管理思想　　　2.2.3　其他早期管理思想家的管理思想　　2.3
　古典管理理论　　　2.3.1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2.3.2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2.3.3　
韦伯的组织管理理论　　　2.3.4　对古典管理理论的评价　　2.4　近代管理理论　　　2.4.1　霍桑试
验和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　　　2.4.2　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　　2.5　现代管理理论　　　2.5.1　行
为科学学派　　　2.5.2　社会和技术系统学派　　　2.5.3　决策理论学派　　　2.5.4　系统管理学派
　　　2.5.5　经验主义学派　　　2.5.6　管理科学学派　　　2.5.7　管理过程学派　　　2.5.8　权变
理论学派　　　2.5.9　经理角色学派　　　2.5.10　企业文化学派　　　2.5.11　企业战略管理学派　
　　2.5.12　对当代管理理沦的评价　　2.6　当代管理理论的新思潮　　　2.6.1　知识管理理论　　　
⋯⋯第2篇　计划篇第3篇　组织篇第4篇　指挥篇第6篇　创新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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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最普遍的活动，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历史的实践证
明，有效的管理可以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是任何国家及组织走向成功的基础，正如著名管理学家彼
得.德鲁克所言，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种制度能像管理那样迅速兴起并产生巨大影响。管理既是
一种活动，又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　　1.1.1 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管理，自古有之。管理是
一种与人类文明共存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组织，小至企业，大至国家，
都需要管理活动。管理作为协调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社会活动，是随着人
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同时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而发展。最早的管理现象出现于人类社会的早期
——原始社会，是协作劳动和公共生活的产物。那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单个的人依靠个人的力
量无法生存，因而人们结成了“群体”。在原始社会中，人的群体经历了原始人群、血缘家族、氏族
公社3个阶段。那时，人们要依靠群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和抵御野兽的袭击，就要进行简单的分工
和协作劳动，于是就产生了简单的管理现象，出现了简单的管理活动，但并没有上升为管理思想和理
论。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管理。　　国家产生后，有了君主，还
有了军队、行政司法机构和强制民众服从的法律，官僚机构、官职也应运而生，管理变得曰益复杂和
重要。不过，这时的管理由人们生存的需要变成对社会成员的强制。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不仅建立了
管理国家的机构，而且创造了诸多管理的奇迹。但是，古代社会的管理基本上属于自发的、经验的管
理。管理者以维护私权作为出发点的管理思想仍处于十分模糊的状态，且管理的技巧也较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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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市教材，所幸没有买错，当当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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