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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前言

　　《从历史看组织》是另一本拙作《从历史看领导》的姊妹书。后者是三天讲演与讨论的记录，前
者则是从四次口述转录的文字。本书没有《领导》一书的讨论问答，但是多了一些征引文献的原文。
凡此是两书的差别。　　两书的内容却是相补的。在《领导》一书中，焦点是领导人物的作风与特征
。本书中，着眼处则是组织的结构与其所依赖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单有人而没有组织，任何人才都没
有用武之地，正如有了御者而没有乘车，御者不能驰骋。单有结构，没有资源，结构也是空的，正如
有车无马，车辆也只是停置而已。　　本书十六章，从先秦到清代，每一代都找几位宰辅作为线索。
这些人物，有能力，也有功劳，他们是相当于今日企业的主管，主持决策及执行。不过，讨论的主题
，则还是组织与制度。　　每一个朝代的章节，其实都有些特定的主题。周代诸节，讨论创业时如何
设计一个可以运作的规模。秦汉诸节，着眼在一个复杂组织的扩张与深化。三国与南北朝诸节，叙述
一个复杂组织瓦解后的重组，尤其是重组过程中的族群融合。唐代诸节以谏诤为主题，因为决策的权
力，已不在宰辅了。宋明诸节，主题在写怎样将已经成型的组织，从内部的改革，求取增加效率。清
代诸节则着重在组织于转变阶段新资源的开辟。　　本书由中国古代治国的历史，汲取可供参考与咀
嚼的经验。今日，民间社会拥有的资源及面临的困难，其丰富与复杂，均不下于古代的政府组织凭借
的资源与处理的事务。　　企业经营，借用太史公的譬喻，与治国及用兵都有相通之处。而且，治大
国如烹小鲜，只要是人类的组织体系，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都会涌现。本书讨论古代宰辅治国经验，
也只是借譬而已。　　一九九七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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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内容概要

本书第十六章，从先秦到清代，每一代都找几位宰辅作为线索。这些人物，有能力，也在功劳，他们
是相当于今日企业的主管，主持决策及执行。不过，讨论的主题，则还是组织与制度。每一个朝代的
章节，其实都有些特定的主题。周代诸节，讨论创业如何设计一个可以运作的规模。秦汉诸节，着眼
在一个复杂的组织扩张与深化。三国与南北朝诸节，叙述一个复杂组织瓦解后的重组，尤其是重组过
程中的族群融合。唐代诸节以谏诤为主题，因为决策的权力，已不在宰辅了。宋明诸节，主题在写怎
样已成型的组织，从内部的改革，求取增加效率。清代诸节则着重在组织于转变阶段新资源的开辟。
本书由中国古代治国的历史，汲取了可供参考与咀嚼的经验。今日，民间社会拥有的资源及面临的困
难，其丰富与复杂，均不下于古代的政府组织凭借资源与处理的事务。

Page 3



《从历史看组织》

作者简介

许悼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
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汉代农业》、《求古编》、《
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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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书籍目录

序许俾云读史之乐简静惠序论第一章　设计管理的机密·西周天命的继承分封众建天命的问题第二章
　不同形式的管理制度·春秋战国齐国的失败贤相晏婴主权与授权凌空监督第三章　中央集权的管理
·秦重用六国人才封建到郡县第四章　开放管理的核心·汉赏罚分明征求民意的察举制度汉代丞相财
政问题组织改革制衡的作用第五章　分裂与扩张·三国强势CEO开拓疆域结合地方豪杰诸葛亮的困难
透视情况，判断形势南朝的整合只求一线产品第六章　解体与整合·南北朝与地方势力结合南方整合
：利益交换北方整合：缓慢且武装王猛治秦第七章　融合与重组·南北朝整合步骤彻底重组均田和三
长府兵制第八章　整合与重组的检讨·南北朝南方失败之因北方的兼并融合的心态诸葛亮的例子胸襟
是融合成功主因西周一春秋，封建一郡县制汉：扩大社会基础南北朝：扩张经济组织更新总结：人的
因素，而非谋略第九章　领导与纳谏·唐集体宰相制度副署制度唐朝盛世盛世转弱经济生活第十章　
权力集中·唐单一首长制唐朝的经济财经专家：刘晏唐代的谏官诚信为要罪己诏君主专权企业与组织
的运作天子所作，天下式瞻第十一章　结构的老化·宋宋朝的内政宋朝的外交王安石变法整顿制度变
法的评价政治斗争变法失败之因党派之争用人不当新旧冲突缺乏新陈代谢防止老化第十二章　知识与
视野·宋新经济体的出现重儒重农文章天下事专业与敬业第十三章　选才与考核·明唐代的考核制度
宋代的文官制度张居正的事功考成法第十四章　组织与效率·明最高首长：皇帝与宰相董事会组织公
司的组织单位第十五章　形势与资源·清清代的经济制度国防问题中国经济改变湘军之起筹募经费第
十六章　创业与接班·清军队近代化近代化的财源曾国藩的办事精神培育接班人掌握资源为国家做事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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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章节摘录

　　假如我们把周代建立的制度，当成是中国第一个有规模的组织，就必须　　从周公说起。当然周
代以前，中国并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但是商代的历史　　我们知道的不够详尽，并没有足够的资料
让我们进行细节的讨论。从西周开　　始，我们才有了比较清楚的历史资料。基本上由西周以至后来
的王朝，我们　　都可以将王权(君主)当成是董事会，相权(宰相的权力)当成是经理人——CE　　O
(Chief Exectnive Officer，公司或机构的最高行政主管)的位置来讨论　　。王权常常可以影响宰相的决
定，但是王权并不能完全推翻宰相的决定，就　　像一个公司中，董事会和总经理是必须相辅相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有作为的总经理是周公，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带领着周人推翻了商
朝，　　而周公却是这个王朝的真正缔造者，因为武王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制度就死了　　。相权在周
公的手上是相当有力量的，这个总经理是很有力量的，因为他的　　董事长，也就是成王，是自己的
侄子。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究竟成　　王那时是不是只是一个空名的董事长，还是因为信任
周公，所以完全交给他　　去做；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周公是不是曾经做过代理的摄政王——不过这些
并　　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我们要注意的有两项，一是这个公司成立的使命。王　　朝这样的公司
并没有一个经济部的注册登记立案，它的法定地位是什么?自　　西周开始，中国的王权必须依靠一个
法定程序，那就是天命——皇天给你的　　使命，也就是上天承认的统治单位，给予合法地位。　　
天命的继承　　在西周建立之初，西周以天命作为一个宣传的借口，来说明为什么一个　　这样的小
国能向商挑战，为什么这样的小国能统治这样大的王朝。西周在人　　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
如它的敌手商王朝，可是居然很快就获得了胜　　利，理由在哪里?周人就以天命作为理由：皇天在众
生之中寻找品德好、有　　能力的人，赐给他们天命，让他们管理天下；天命原来是在商人手里的，
但　　商人是很差的统治者，所以皇天将原来赐给商人的天命收回。用天命为宣传　　的口号，使得
西周的人民及士兵都很有信心去打这一场看来没有赢面的战争　　。他们的敌人是不是相信?我们不知
道，但至少他们成功以后，敌人不得不　　相信，这便是历史上以既成事实来说明合法性。　　武王
故去之后，周公和召公共同辅佐朝政，二者是平行的地位，周公担　　任的是宰辅的职务，召公担任
的是太保的职务，他们是当时最有权力的两位　　大臣。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召公管理西边原来的
王畿，周公管理东边新增　　的领土。这样的分界，历史上无法证明。从青铜器的铭文看来，西周的
国土　　的确有本土与新增国土的区别，却并没有西边和东边明确的分野。但召公享　　有充分的权
力与威望，则大约无疑。在两人共同辅政期间，周公以先王的弟　　弟、今王叔父的身份，可想而知
，权力是相当大的，因此也引起了他的兄弟　　对他的猜忌，认为他会对成王不利。有所作为的人通
常会受到排挤，这是古　　今中外都有的事。周公当时就处于这样的环境下，所有的流言都指向周公
，　　认为他会取成王而代之，于是召公也质问他。在《尚书》中的一篇文章《君　　?》中，记载了
以下一段谈话，周公一开始就称召公的名字——“君?”，而　　他们两人辩论的内容，却是关于天命
降给谁?在过去许多文字如《尚书》中　　《召诰》、《多士》、《多方》及《诗经》许多篇中，都提
到天命是降给周　　的。可是，承受天命的是周王，也就是文王、武王、成王这一王系呢?还是　　由
周人集团，周的全体来共同承担?用一个譬喻：这公司是一人无限公司呢?　　还是股份共同的有限公
司?《君?》篇的讨论，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P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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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编辑推荐

　　《从历史看组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历史——假如我们将治国当成是在管理一个企业，那么
中国就是很大的一个公司。如果国家是一个公司，政府就是经营单位，国家的产品就是对国民的服务
，其中包括安全和繁荣；而它的市场就是全国人口⋯⋯当公司的产品不受市场欢迎，于是，就有了革
命或王朝的颠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哪怕您是学历史的，您在《从历史看组织》中会有全新的发
现；如果您是企业经营者，这本讨论古代宰相治国经验的书，会给您很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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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精彩短评

1、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样，简短的对历朝政治制度的一个梳理，却也不乏独到见
解
2、中国历史中的管理哲学
3、角度很新颖
4、依然感觉很生涩⋯⋯前面几个故事认真看了，感觉不错～
5、轻松明快
6、此书大可不读
7、不错的书，兼修古今。
8、偶尔觅到了这本书,读完再写感想...
花了一个周末看完了,很多分析很有意思.作者对历史有高屋建瓴的把握.
9、有点意思。
10、历史随笔类的书，适合休闲看看。
11、回家的时候是读书的时候
12、一般
13、大师风范，但是由于是讲稿性质的一本书，所以是很轻松的诉说历史 与现在的关系。
14、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政治组织结构的分析非常精当，然而在联系到现代公司管理架构上时，许
多论述则显得突兀和不自然。许老先生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历史学家，不要赶时髦涉足管理领
域，呵呵！
15、视角蛮独特的
16、许倬云这一系列的书，都很不错
17、6
18、2007-03-11前某日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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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精彩书评

1、说来已是二次拜读，始发现其中之兴、之妙也。历史，不过是他人的故事，但历史又总是在不断
地重复上演着，所以，从窥探他人的故事中，发现并借鉴出一二，实为吾辈之幸也。许倬云先生正是
这样一位善于联系和发掘之前辈。许老以当今企业组织角度为出发点，在历史长河中穿梭，挖掘出一
些值得我们阅读并深思的东西。总的来说，许先生将中国视之为一个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在经营的公司
，从有据可考的公司创办期—西周谈起，结束于大清帝国之消亡。以组织为主线，从组织的形成、组
织的老化到组织的变革一路延续下来，读起来恰如文章创作一气呵成，饮酒时的一饮而尽，快意之至
。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组织的不同的管理的形式（有总公司—子公司制、中央集权制）
、组织中人才的引进方式以及途径（是因袭、抑或是选贤任能，还是其它）、组织中（姑且称之为君
权与相权吧）君权与相权如何相处、组织的发展策略局限考虑分析、组织成员班子的培养与训练、组
织接班人培养。1.组织的不同的管理的形式（有总公司—子公司制、中央集权制）历史的发展已经证
明西周式的总公司与分公司制不是很适合中华这个大公司的运作，但是其在草创之时所起的作用是不
可忽视的，在推翻商王朝之际，固守中央王朝之基地，运用分封赏赐有功之臣以及将本家族内部亲贵
派往新收之地进行管理，很快的实现了和平安稳的局面，并且也维持了几百年的寿命。之所以后来走
向崩溃，出现春秋战国争霸局面，主要在于总公司的资源基本被耗尽，而总公司对子公司也缺乏有效
的制约能力，这时子公司就可以在不顾及其它地区发展的情况下，竭尽所能发展和巩固自己地区实力
的壮大，出现子公司之间的兼并，进而向总公司提出挑战，争当新的霸主。运用这样一种运作方式，
其利在于刚开始时能够迅速的开拓市场，扩展业务以及影响范围，其弊在于总公司并没有有效制约和
监督子公司的手段，发展到后期，即面临有限资源争夺的时候，谁是一个裁判者，谁是一个仲裁者，
没有定论，子公司发展的雄心必然促使着去瓦解总公司的结构。走过春秋战国诸多子公司互争的局面
，秦朝将诸多公司合并，建立了大型公司，即迎来了中国的大一统，由此创建了郡县制的管理方式，
主要的权力归中央所有，地方基层政府的职责是只要维护好治安，保持稳定就可以，最终的所有重大
决策权归中央所有，统一度量衡，铸造统一的货币，使用同一种文字，为有效的管理和交流沟通提供
便捷的条件。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可谓是一直沿用着这种管理模式，当然偶尔也有小修小补，但是
主要的框架基本上是承秦制。2.组织中人才引进问题组织，是由人构成的，没有了具体的人的存在，
何谈组织。所谓组织，就是一群人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集合起来，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完成个人
有限能力下不易实现的目标。组织要想得到良好的发展，就必须能够引进到人才，历代历史的发展可
为明证。这里可以探讨的是组织人才引进的三大方式，因袭制、选贤任能制、混合制。所谓因袭制，
就是子承父业，由有功勋的或者是贵族身份的子孙来接替其前人的工作以及爵位，整个组织的模式就
是一个由拥有着相同血脉的人所继承和延续，其有利在于这些继承的子孙在平时都已经能够受到政治
治理的管理经验，耳濡目染，所以在接位时能够很熟练的操作其组织的运转，其弊在于我们并不能总
是能够保证这些子孙们个个有能力，个个都熟悉国家大事，明白治理的道理，所以就会出现庸者、无
能之辈，更甚者有祸国殃民之辈，再者，这种模式也阻断了人才的流通渠道，贤能之辈没有实现自己
人生理想抱负的途径，空怀热情，无有报国之门，所以这样的组织模式很快就会僵化掉，比如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意图是好的，但是任人的途径被豪门世家大族垄断，下层精英人才无法实现
向上流动，最终导致体制的僵化，被其它模式所取代。选贤任能制无疑是一项制度创新，通过察举也
好，通过科举制度参加考试也好，基本上都能够实现人才的流动，不同的新鲜思维能够得到应用发挥
的场所，上升的渠道依靠的是个人自身的能力，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平台，能者居之，得到了支
持与合法化，能够有效的维持组织的运转和积极实现组织目标。混合制是指采用因袭制与选贤任能制
相结合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在中国这种语境下，君主依靠诸位忠心耿耿
之人打下江山，理应对这些人的后裔特殊照顾，另外还可以起到拉拢这些用功之臣，即用恩荫换取有
功之臣的忠心，起到维护政权稳定的效果。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来录用有能的贤才，两者相结合，即
讨好上层大臣，又能满足下层人员流动和上升，可谓是一举两得。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恩
荫的王公贵族子孙来说要注意因人而用，有能力的话就安排要职，没能力的话就让其赋闲，以防止其
滥用权力，反而造成乱子。家中子孙继承制的存在，会使其“富不过三代”，如若无能的话，也许一
代也不会保持得很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好的模式，值得今天的组织运转借鉴。3.君臣关系君臣关系
历来是一个大问题，翻开历史，例子比比皆是。好的、坏的，俯拾皆是，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
有君臣关系如鱼得水的。这里要探讨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一代君臣相处关系问题，二是忠臣或有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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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在两代君王更替下的生存境遇问题。先来说第一个，自古以来，在中国语境下，有着“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道德或者权力束缚，君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君与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着
国家的发展程度。君与相相处融洽的，刘备与诸葛亮不得不说是一个典型，自从三顾茅庐（正史如何
，不详，就当存在吧）以来，诸葛亮为报知遇之恩，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一心为了蜀汉鞠躬尽瘁，
刘老板也是相当放心，一切大权全部交与诸葛亮，凡事不决问诸葛，诸葛说了算，从不嫉贤妒能，害
怕手下能力太强掩盖住自己风头，比那个武大郎开店、净挑个低的素质可强多了，这样，蜀汉事业蒸
蒸日上，至少比先前刘备四处投奔的境况好多了。不过，细想之，刘备最大的能力也就是会使唤人，
靠着忠义、贤明等道德品质在江湖混，而且还很吃得开，连曹阿瞒都称其为一雄也，可见刘老板的领
导能力确实挺高的，是个当领导的料，打住，闲话领导就扯到这里。当然，不知这一家君臣如鱼得水
，王猛和前秦苻坚的配合也是一个好样板，上下和谐同心同德，共同开创了一番事业。来说说君臣不
和谐的，可举屈原一案。屈原满腹经纶，有治国之才，正处人生得意之时，却遭贬黜，以至投江而亡
，悲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君王个人能力问题——昏庸，是非不辨、易受蛊惑；官员问题——馋
臣迎合君王歪曲事实、官员争宠，争夺权力；屈原个人因素——权力微弱、刚直、不趋炎附势、不会
见风使舵。“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身处浊世，固守内在精神高尚不易兼容于社会
，一心为国、为君王考虑行事，而不去考虑身边各种可能因素的制约导致的障碍，想要取得理想效果
难上加难，归根结底可以这样说，屈原不懂得为官之道，不懂得官员之间的相处，不懂的君王的昏庸
之处，可以说屈原是一个理想主义在现实下的牺牲品。下面来谈一下忠臣或有功之臣在两代君王更替
下的生存境遇问题。能臣在前任君王的的充分信任之下，竭尽所能为君王效力，在继任君王面前，由
于能臣由于为先王效劳而占据着很大的资源优势（权力、领地等），继任君王在本身猜忌的情况下，
加上身边昏庸之人的建议或者说受到敌国的反间计的推波助澜，继任君王就会对能臣发生严重猜忌。
如果能臣能预见到这种情形，则可以及早选择隐退，如果能臣意识不到这点，能臣的悲剧也就不可避
免的发生。比如伍子胥在阖闾以及夫差当政期间所受到的遭遇即是明证，可对比范蠡在助勾践取得地
位后所作出的选择。在中国古代这种家天下、君王独大的政治局面下，能臣发挥的效力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继任君主的贤明与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皆有趋利避害之心，继任君王产生猜疑之心是人
之本性，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这时候，能臣要么肝脑涂地继续为君王服务，等着死亡的随时来临，
要么趁早放权、弃物，打消君王对自己的猜忌，从而得以自保，要么不动声色的选择隐退，以求自全
。4.组织接班人培养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管你打造的现实有多么辉煌和壮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接班
人的话，也许你所创造现实很快就会成为昙花一现，如过眼云烟。历朝历代，接班人出问题造成的悲
剧何其多也，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多少的不合格、不达标的继承人断送了祖业、江山，被他人所替
代，不断的循环更替。刘氏集团的消亡很大程度上与那位乐不思蜀的阿斗有关，扶不起的阿斗已是至
理名句，做臣子的再怎么肝脑涂地，做领导的不想再发展，没有雄心壮志，偏安于一隅，怎能求得发
展？
2、出于对公共组织的兴趣，这本书的题目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作者是学历史出身，之前看过周振
鹤先生的《地方行政制度志》，颇受启发，故而也希望这本书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组织的兴衰变迁
。书并不厚，两天的时间抽空翻阅完毕，感觉有点失望，最起码书的题目就很不贴切。正如作者自己
总结的那样，本书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权责要清楚，第二是权力和能力最好要
分隔开，执行者的工作由有所有权的人来替他做考核，第三是平时不断的稽查很重要”。本书来源于
讲演和讨论的纪录，我想对象大概应是一些老总董事之类的人物，所以书的主题始终没有离开现代企
业的管理，只是例子用的是老黄历。当然，不是没有关于组织变迁和比较的内容，但基本上是停留在
中央的层面上，关注的是宫府之间权力分配的问题，这其中就涉及组织机构的设计，讨论如何能既有
效率又有效用的来治理国家。历史上提供了很多的组合选择，能在其中发现规律来指导现在的行动，
会是很有益处的。虽然内容离我的想象很远，但不乏引人入胜的地方。比如作者谈到周人的天命观，
天命是降临在周人集团身上的，而不仅仅是在王的身上。这一点极其重要，后来的儒家就继承了这样
的观念，王固然是至高无上的，是世间权力的核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王和他的子民是休戚与共的
，是一同承担天命，如果只考虑皇室一家的利益，那天命是可以择他人去降临的。孟子不是说人民最
重要，社稷次之，王是最轻的吗？他不是还说有道可以去诛无道吗？到了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
上天是可以感应人心的，那么上天如果不高兴，皇帝老儿的位子就做不长了。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讲，
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儒家归根结底为政权奠定的合法基础就是要与民为善，在这个基础上，再去
谈老子儿子的继承问题，如果这个基础没有了，统治的底限也就没有了。这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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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差不多，但实际上的制度安排却是大相径庭，民主是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还能怎么走，这是个
大问题，关系到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又如作者谈到我们的文官制度，历史很悠久，其中积淀
下古人智慧的结晶。在春秋的时候，齐国管仲就改革要求有专门的人才来政府里面工作，这种专业化
的思想其实已经超越了他本身的时代，所以能将齐国推到五霸之首的位置。后来如王安石的变法，希
望能由专门的学校来为政府提供专才，区分通才和专才，有点像我们常说的政务官和事务官。虽然没
有实现，但是这个想法却是很超前的，毕竟在当下都没有这么做过。总的来说，这本书讲历史信手拈
来，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底很深，我推荐给高中的学生看看，对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有很大的帮助。
3、每一次进步都是来自对权利的争夺，个人进步在于独立自主，国家进步在于改朝换代，利益总会
在平衡和消失中游走。周朝：周公开始确立组织关系，强调董事会&gt;董事长，侧面说明ceo重要性，
每个人都有好处，对新土地分封(商朝，和新开垦)。调用新资源(商朝军队和技术人员)援建，分公司
有独立权利。总部负责调度周边的分部来支援需要的地方。维持靠亲戚感情，随着发展对总部依赖变
低。春秋：齐国：生产者，工匠，商人不用服兵役(经济自足外销，人才引导)。到处帮忙，扩大地盘
和影响力，一户一兵，国家抚恤，加强底层上升空间(更多专业人才)，提出尊王的口号。管仲未获得
合伙人的头衔，得罪原有合伙人。专权使得没有很好的管理接替者外加出现5子分齐继承人问题。出
现的问题：因为能力，授权无法有明确性，监督者越权成为管理者。秦朝：不已忠诚用人才，开始集
权制，这样也会人走茶凉。汉朝：采取郡县制+考察制度，军功不封，赏罚分明，功臣集团把握朝政
，地方推荐民意代表(察举制度)。好公司有好数据(萧何重视数据)，宫府分开(权在宫中，能在府中)，
保证政府的稳定性。财政尽量不扰民，国家铸钱，屯田制度，边境买粮高价，做好边境基础建设。宫
府分开类似董事会和经理人关系，董事会是股东推举的，经理人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要篡权。地方
推举经理人总是自己，屏蔽了底层的上升空间。三国：依旧存在，宫中抢府中饭碗，诸葛亮采取法家
的作风。广招合伙人，让地方获利。但是要守法。本钱低的情况下，只能做防守小区域的打算。对南
方的开发处于短暂阶段。晋朝：败退的南朝：逃难的贵族和原始居住的贵族矛盾，通过王导个人威望
，形成联盟，但是政府只是空架子。只能以防守为主。驻守江北为专业人员，地抢到就是自己的(南宋
面临同样问题)。散户只会顾及自己利益，就像连锁店，需要打通连锁店。将散户领导人加入中央，参
与决策，使得地方利润加入中央。保护南方利益，插入北方势力。前秦：压制敌方贵族，不再对外掠
夺。法家政策，底层汉人上升空间，进入决策层。敌方是贵族统治，中央是平民组成。北魏：均田制
，三长制(郡县制)，人人有土地，农耕社会后，逐步汉化。府兵制，汉人进入军队，屯田，自给自足
。南朝失败，由于对原有贵族的和当地贵族之间相互抵制。军队相信北府兵，南方人没有上升空间，
造成自己做小团体。北朝知道自己的弱势，愿意使用汉人，但是最后又限于ceo断档的时候。唐朝：三
权分立：中书省(立法) 尚书省(执法) 门下省(考核)，强化单一首长制，集体意见制度，使用雇佣兵(倒
霉的标志)，科举制度替代大贵族。恢复汉朝的货币经济。单一首长制，需要有有能力和不出风头的下
属。首长的正确选择，不讨厌谏官。设立价格监测点，计划经济，政府负责倒卖东西。仓库调配，卖
给商人。有粮食危机前放粮。亲自组织查账。简化税务，容易稽查，货币收取。争强好胜，不听别人
，喜欢辩论，自以为是，爱逞威风，拒绝建议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看脸色实在不行就罪己诏宋朝：
王安石变法，往下执行变成成扰民工程。可见任何经济方式，在政府手上都会变成苛捐杂税。官吏分
开，吏，专业化，无约束，地位低，世袭，贪赃枉法，掌握太多的资源，不会认同变革。新旧官员间
交替出现党争。结构老化，谁都不想改变。缺乏文官淘汰机制，退休后更高的工资。没有分化，智囊
和执行。专业化官员的使用，使得上升和调用变得困难明朝：考核办法改革春秋：考核制度，考核通
过，第一年代理，第二年正式，保举人会说牵连。汉朝：郡县长官，对吏使用有决定权。逐级推荐。
皇帝身边做侍郎，皇帝考察。南北朝：氏族把持，选用佐史。唐朝：独立的考核部门与上司推荐结合
，德才政绩为指标，完全的长官负责制，层层自己找帮手，效率高，但容易把持，后继官员讨厌。宋
朝：人事档案，每天做事有记录，通过考核院和审官院生效。一定工作年限，党校制度，通过学习时
候时候表现考核。明朝：张居正 考成法 连续追踪考核，规则细化，还能从记录中找到，财政和社会
问题。类似行政三联制。类似一般公司：会计部和核查部门由董事会领导。设立档案室，董事会负责
。人事和销售都是经理自己负责。清朝：太平天国的兴起，清朝逐步衰败。汉人再次站上管理前台。
当然他们很聪明：做好自己的事情，寻找一个新市场。厘金(保护费)和捐献成为新财源。官业民办民
生工业项目(给利润，给官衔)。对培育接班人有很好的诀窍：挺下去，不贪财，不恋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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