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

13位ISBN编号：9787300037707

10位ISBN编号：7300037704

出版时间：2001-8-1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潘承烈,虞祖尧,成思危

页数：3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ISBN：9787300037707，作者：潘承烈，虞祖尧等著

Page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老子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第二章 孔子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第三章 墨子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第四章 商鞅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第五章 孟子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第六章 《孙子兵法》在企业商战中的运用
第七章 鬼谷子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第八章 管子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第九章 荀子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第十章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及其今用

Page 3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

章节摘录

书摘    二、仁的学说与企业管理    孔子的仁学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应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
中，就是对企业进行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工作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核心，通过伦理
规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企业和谐
有序发展的目标。这种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的软性管理理论是很契合的。  20世
纪初在西方兴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的硬性管理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性好自
利，个人利益重于一切。好逸恶劳是天性，因此企业必须用一套硬性管理制度，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进
行管理，其根本特点是见物不见人，视工人如工具，是会说话的劳动机器，管理者必须用“胡萝卜加
大棒”的管理方式，才能奏效。这种硬性管理方式，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企业
内部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自20年代末至50年代，出现了以人际关系学说为内容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
，它不同意科学管理理论把工人视为工具式的“经济人”，认为工人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需求，而且是
还有社会需求、心理需求、精神需求等的“社会人”。开始为软性管理提出了理论思考。1957年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麦克雷戈发表了《企业的人性面》一文，创立X—Y理论。他认为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的
人性假设是错误的，他称之为x理论。他提出与此相反的理论，谓之Y理论。Y理论认为人性不是生来
就好逸恶劳的，而是具有要求工作和劳动的本能。在正常条件下，人不但能承担责任，而且还追求责
任。因此他认为在企业管理中，应该用启发与诱导代替命令与服从，用信任与关怀，代替监督与惩罚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软性管理的内涵要素。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企业推行软性管理，在经
济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一种综合东西方企业管理特点，突出软性管理功能内涵的企业文化理论发
展起来，它在肯定企业管理中制度、结构等硬件的管理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了人员、作风、价值观
等软件的意义与作用，把企业的软性管理在理论上上升到包括理想、价值观、行为准则等复合内容在
内的一种精神力量，指出它具有过去科学管理所无法比拟的巨大功能。良好的企业文化能使员工在获
得心理平衡与满足的基础上，自觉服从基于企业利益的行为规范，使外在的制度管理的硬约束，转化
为内在于人自身的软约束，成为无声的命令，无形的管制。以人为本的软管理，与孔子倡导的人本主
义的伦理管理，在管理理念上，是息息相通的。    实施软管理，首先要求企业领导人有一颗真诚的爱
心。他必须热爱企业，热爱全体员工，热爱所从事的事业。这种爱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利他主义，
而不是用小恩小惠作为笼络人的手段。松下幸之助说，要办好企业，就必须“得民心”，而要得民心
，就必须“以仁心买人心”。他所说的“仁心”，也就是真诚的爱心。松下幸之助十分重视用家庭般
的亲情关怀去温暖职工的心。公司不仅对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是优厚的，而且率先在1965年实行5天
工作制。1976年颁布实行抚恤遗属子女制度和延长退休年限，增加退职金和养老金，使幼有所依，老
有所养。公司还修建了综合体育馆、游泳池、击剑场、网球场、棒球场等体育设施，为中小学生和幼
儿园孩子修建了娱乐场。1966年发放了住宅低息贷款，15年还清，使职工在35岁就能有自己的房子。
特别是当1979年世界经济萧条时，日本许多工厂倒闭，松下也面临严峻的困境，产品销不出去，库存
大量积压。公司建议大幅减产，裁员1／2。当时病卧在床的松下幸之助拒绝了这些建议，决定生产实
行半日制，工资按全天付。他号召全体员工，全力推销产品，共渡难关。松下幸之助对员工的真诚关
怀和爱心，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对企业的感奋和热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推销了全部库存产品，
恢复了正常生产。松下幸之助深信，管理者的真诚爱心，对培养和提高员工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
从而对提高企业的活力，有重大的作用。他说：“利用武力、金钱、智慧来命令别人做事，当然不会
完全没有成效。但是能用道德感化别人的话，应该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他把他信奉的以人为本的
管理理念，归结到孔子的一句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这里，松下幸之助所展示
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与实践，不是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孔子的人本主义伦理思想的活学活用
吗?    在日本，把企业经营者以爱心对待员工的软管理，称做“感情投资”，它对于企业内部化解矛盾
，增进企业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都起着显著的作用。因此这种富有人情
味软性管理，在日本企业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如本田公司总经理本田宗一郎，就倡导“慈爱主
义”，以此来赢得员工的心和换取下属对公司的忠诚。东京有一家麦当劳汉堡店，老板滕田为了赢得
员上的心，千方百计关心员工的生活，对过生日的职工，准假一天并赠5000元惯礼。职工的妻子过生
日．滕田也叫花店送去鲜花。虽然札轻，但情义霞。使职工妻子非常高兴，感动地说：“连我先生都
忘了我的生日，想不到董事长记得送花来，实在太感谢r”。就连职工的孩子过儿童节，也会得到滕田
送的5000日元礼金，使孩子在幼小的心灵上．也留下父亲所在公司待人友善有爱心的深刻印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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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得利公司的老板岛井倌冶郎，待店员更是体贴人微。有一次他听到店员抱怨房内有臭虫，晚上睡不
好觉。到了晚上，等店员都睡着了，信冶郎悄悄地拿着手电到房里在柱子裂缝和柜子空隙里抓臭虫。
当店员从梦中醒来．看到还在聚精会神抓臭虫的老板时，不觉心中涌上一股暖流，大大消解-了怨气．
工作作热情大增。    在旧中国，北京的瑞蚨祥布店就是一家十分重视传统的人情化管理的老字号商店
。店内伙计大多是从山东招来的，在北京没有家。老板将他们全都安排在店里吃饭，提供较好的膳食
。每月还犒劳两次丰盛的会餐。逢年过节，除招待酒席外，还免费发戏票、糖果等。夏天则备有凉开
水、绿豆汤，发给扇子、毛巾、西瓜等。年终每人一份压岁钱，另给工作成绩突出者发一份丰厚的奖
金。店里还设有医生，免费给店员看病。此外，每个伙计有50天探亲假，来回路费报销。该店还借鉴
西方股份制办法，把商号分成若干股，自己掌握一部分，其余分配给经营管理人员，每年年底按股分
红。店员受到如此多方的亲情关怀，因此上至经理，下到伙计，无不勤勉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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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一书作为《管理科学文库》中的第一批成果，迎着新世纪的晨曦问世
了。    我们炎夏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管理思想。本书既然是写古代管理思想，首
先就要对本书涉及的“古代”在时间上有一个界定。一般来说，从远古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都可认为
是古代；或者说从“三代”(夏、商、周)到清朝中叶。但我们这里研究古代管理思想，在浩瀚的中国
历史长河中，只能先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元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的五百多年)。在这个时期，诸侯纷争，战乱频仍，社
会经历了大分化、大动荡，促进了诸子百家的兴起与各家学说的传播。诸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
、墨家、纵横家等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由于每一“家”的代表人物往往不
止一个，作为一本书，不可能包罗万象，所以本书决定以代表人物为对象下笔。为此，本书选择了先
秦诸子中影响较大的十个“子”作为研究对象，按时间先后排序，即老子、孔子、墨子、商鞅、孟子
、孙子、鬼谷子、管子、荀子和韩非子。从他们的学说与他们留给后人的著作中去研究这些先人的思
想，包括涉及管理方面的可资借鉴和有启迪作用的思路、哲理、观点、规律与理论等等。    在新世纪
到来之际，我国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众多企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企业经营的
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前国家又正开始实行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十五”计
划，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基础，同时义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
。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知识经济在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正作为人类经济
发展中的第三种经济形态向我们迎面走来。市场的国际化带来了竞争的国际化，我园企业现在面对的
不仅有国内的竞争对手，而且有实力更雄厚的国际竞争对手。如何提高广大企业的竞争意识、竞争能
力和竞争艺术，已成为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用意不是
单纯局限于对古代思想的学术研究，不是为古而古，而是着眼于从古代的经验、哲理中能找出对当前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有所借鉴、有所启发的东西，以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经营思路，以便站在
更高的思想境界上去思考面临的问题，从古人传给我们的智慧宝库中汲取养料而从中获益。    因此，
学习研究古代管理思想，既不是对古人思想的纯历史研究，也不是为了给企业面临的具体问题寻求一
个现成答案。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古为今用”，关键在于“用”。只有让古人的管理思想在我们
今天市场竞争的实践中能有用武之地，这种研究才有群众基础，也才有生命力。而为了真正能“用”
，就涉及到一个方法问题。我们主张，在我们深刻领会了古人著作中的一些论点和哲理之后，不要去
生搬硬套，甚至“穿鞋戴帽”，而要用其观点联系我们的实际，进行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深入思考
，从而打开我们的思路，领悟出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的思维方法或经营理念。这才是我们编写这
本书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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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的中国为管理者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无论身处哪一个行业，了解和活用管理学的基础知识
都会使其事半功倍，领先与同业公司。《管理科学文库》包括了我国在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方
法和管理手段等方面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具有前沿性、创新性、科学性和权威性——这样通俗易懂、
有效实用的好书，岂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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