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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11年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至今，漫长的管理历程中不断涌现出灿若星河
的经典之作。它们在管理的天空中辉映着耀眼的光芒，如北极星般指引着管理者们不断前行。这些书
籍之所以被称为管理经典，是因为在近百年的管理实践中，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变迁，科学技术生产力
如何发展，它们提出的管理问题依然存在，它们总结的管理经验依然有益，它们研究的管理逻辑依然
普遍，它们创造的管理方法依然有效。    中国的管理学习者对于管理经典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鉴于
出版时间的久远、零乱和翻译的局限，很多时候只能望书名而兴叹。“华章经典·管理”丛书此次推
出，不仅进行了系列的出版安排，而且全部重新翻译，并统一装帧设计，望能为管理学界提供一套便
于学习的精良读本。    中国的管理实践者身处的内外环境是变化的，面对的技术工具是先进的，接触
的理论方法是多样的，面临的企业增长是快速的，管理者几乎没有试错的时间。那么要如何提升自己
的管理水平，才能使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基本的管理理论。管理经典就
如一盏明灯，既是最基本的管理，也是更高的管理。因此阅读这套丛书对管理实践者来说，正可谓受
益良多。    “华章经典·管理”系列丛书追求与时俱进。一方面，从古典管理理论起，至当代管理思
想止，我们选取对中国的管理实践者和学习者仍然有益的著作，进行原汁原味的翻译，并请专业译者
加强对管理术语的关注，确保译文的流畅性和专业性。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管理现状，我们邀请来
自企业界、教育界、传媒界的专家对这些著作进行最新的解读。    这些工作也远非凭华章一己之力可
以完成，本套丛书得到了各界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感谢：    包政  陈春花  陈佳贵  冯仑  黄群
慧  李新春    李政  罗珉  马风才  彭志强  邵明路  石晓军    王以华  王永贵  吴伯凡  吴晓波  席酉民  肖知兴
   邢以群  颜杰华  杨斌  张瑞敏  赵曙明    “华章经管”自创设以来，一直致力于为中国读者提供世界管
理图书的阅读价值，以知识促进中国企业的成长。“华章经典·管理”系列丛书秉承这一理念，精心
编辑，诚意打造。仅盼这套丛书能借大师经典之名，为更多管理实践者和学习者创造出更为有效的价
值。若您确有收获，那么作为经管出版人，心下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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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奥古斯特·孔德指出：与复杂的社会现象相比，数学活动是最简单、最不复杂、最“粗糙”、最抽象
或最贫乏、最脱离现实的活动。    如果判断能力取决于高等数学的掌握程度，那么人类早就丧失了判
断力，而且现在也很少有人能具备它。律师、教士、医生、文学家、商人，可能全都失去了判断力；
见多识广的工长常常是工厂的主要力量，家庭主妇如此完美地勤俭持家，他们都失去这一宝贵的财富
——判断力，而仅仅是数学家才拥有它。显然，没有人会愿意支持这个想法。数学教育能起到的作用
并不比古典文学多，这种教育效果主要存在于我们经常遇到的社会问题当中，只要我们运用大脑去思
考、解决问题，不管是何种性质的问题，都有助于我们培养判断力。    然而，无需争议，在法国，高
等数学却享有非常高的声誉。    为什么呢？    这并非因为工业企业领导使用了数学，因为他们根本就
不需要它。    数学能帮助军队领导吗？更不是。    “借由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有利于抵御外辱，”马亚
尔德将军如是说，“人们声称，战争将完全科学化，它要求精深的数学知识。”    “没有什么比这更
违背战争精神了。至今，简单的三率法已经足够解决军事行动中的计算问题了，今后也如是。”    因
此，三率法则无论对军队领导人还是对企业管理者都已经够用了。    如果人们回溯一下拿破仑在19世
纪前15年所做的研究，完全有理由相信，战争之神从没有使用过更复杂的公式。    因此，我们也无法
从这方面找到关于数学在国家中享有如此高的声望的解释。    对于煤炭冶金企业的工程师来说，无论
他们是毕业于中央学校，还是工艺学校，我从未发现他们完成工作需要数学的帮助。唯独那些专门从
事建筑业的人，他们通常是工艺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从未学过高等数学，但他们倒是经常使用那些在
公式汇编里才能找得到的公式。    这里已经没有必要再指出，大企业领导所需要的基本科学——管理
学，它和高等数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高等数学在法国的崇高威望，我发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巴
黎综合工科学校在法国享有无可比拟的声望。    这一声望来自：    (1)在国家公职和军队中，国家为这
个学校的学生保留了一些职位，这一事实给那些在国营或私营企业里工作的学生带来深刻的影响。   
(2)学生的个人价值观。    因此，一些勤勉、聪明的学生付出巨大努力，为的是能获得巴黎综合工科学
校的毕业生头衔，以便能从中受益，这实在自然不过。家庭和学校领导也都引导每个聪明的孩子向此
目标努力。    因为入学的筛选和毕业的排名都以数学成绩来衡量，所以公众就得出结论说：数学是精
英的科学，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获得梦寐以求的地位。    人们就是这样缘木求鱼。如果追溯巴黎综合工
科学校被人推崇的原因，数学并不占一席之地，或者作用并不大。但是，这所学校之所以被青睐，那
是因为它的学生有幸享有政府留给他们的特权，同时学生本身的价值观也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没有
这种特权，这所学校的声望很快就会消失，数学也不会使它得以幸免。    P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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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所提出的14项管理原则和5项管理要素，在现代管理思想中已作为普遍
遵循的原则、一种公理性质的东西而存在。    ——《新管理时代》        泰勒和法约尔的成果实质上是
互为补充的，他们都意识到人事问题及各级人员的管理是企业获得成功的“关键”，都把科学方法应
用于这一问题。    ——林德尔·厄威克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有着惊人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
学科的发展，许多雄心勃勃的理论都衰亡了，而法约尔的理论仍被认为是基本正确的。    ——《管理
百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法约尔都是第一位管理思想家。当其他人集中研究工人和机械的性
能时，他则把重点放在管理职位和管理者所需的主要技能上。    ——《管理大师50人》        泰勒是从工
厂管理的一端，车床旁边的车工开始，实施他的方法并归纳出科学管理的一般结论，而法约尔是从总
经理的办公桌旁创立了他的一般管理体系。    ——《西方管理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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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千世界几乎所有的领域，大的、小的、工业、商业、政治以及宗教，管理都发挥着主导作用，且充
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本《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亨利·法约尔想表述的是，到底如何让管理
充分发挥其作用。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内容包括：管理教育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管理的原则和要
素，个人观察和经验，战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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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历久弥新，百数年前的作品，今日看来还是相当经典，一些现代观点现代议题也可从中找到渊源
。跟泰勒相比，法约尔的视角更类似于现在的管理学课本，读起来更容易些。
2、内容中规中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历史地位太高，绝大多数观点已经被奉为业界熟知
的标杆。就算之前没读过，第一次读起来也是似曾相识。很适合从事管理，但不是科班出身的好学之
士查漏补缺，自我充电。
3、虽然有些地方我还看不太懂，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对于任何一个立志于成为
领导者的人。
4、质量不错。有封皮。值得收藏。
5、不错的一本管理图书，值得读读
6、管理学大师的名著，给自己充电必备
7、相对于现在的管理书，该书显得薄一些，不过讲的都是经典、精华，简捷易操作、实战性好！
8、2/20
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系统的形成了管理的思想，并界定了边界，提供了参考原则，行为指导，大家
。
9、法约尔的这本书最重要的应该是提出了若干管理要素，就方法论而言，后人的书更有启发性。
10、这些经典就不用介绍了呢管理学必读书
11、管理学科的基石之作，虽篇幅很短，但可谓是奠定了管理的基础，14项基本原则和5个管理要素，
几十年来未曾被淘汰，而且作者早年也是在商业上有很大的成就，也使得本书实用性比较强，何为经
典，经典是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无用的。
12、管理学的奠基之作。法约尔的14项管理原则与5项管理要素思想长青，其思想提炼常取法自然，得
成其远见深邃。
13、100年前法约尔发表了该著作，他被誉为现代经营管理之父，叙述了如何成为一名管理者的所需注
意的事项，并在第二章激励年轻人勇于挑战
14、很好的书，等了很久，推荐。
15、第一次明确了管理的五大职能和十四大原则。
16、给女友买的，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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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书评Background:亨利·法约尔（1841-1925），[法]，现代经营管理之
父。自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之后管理史上的第二座丰碑，明确地以管理职能定义了管理概念，沿用
至今。一生都在一个矿业公司供职，在公司濒临破产时走马上任担任总经理，用他的卓越才能使其起
死回生，现在这家公司仍是法国最牛B的矿业公司之一。不知是哪位古人云过人世间有三恨：海棠无
香、鲫鱼多刺和《红楼梦》未完。若照此论，那《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亦只是一部半成品，是管理
经典中的断臂维纳斯！法约尔在序中言及此书将由四部分构成，但直至作者离世第三、四部分（个人
观察和经验，战争的教训）仍未写成。在第一部分管理教育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作者指出企业内的所
有活动包括技（术）、商（业）、财（务）、安（全）、会（计）、管（理）六个不同的方面。并用
管理的职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定义了管理。此外，在自己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
技商财安会管六种不同的技能对企业中不同职能人员的相对重要性。最后，作为先驱提倡发展管理理
论学说，在高等教育中专门开设管理教育。在第二部分，专门论述了管理的14条基本原则，包括统一
指挥（下属职能服从一位领导的命令）、等级链、创新精神等等。另外专门讨论了管理的基本要素—
—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eg,担负指挥职责的领导应该淘汰没有能力的人，不要总在琐碎的
事情上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等等。其中让我感动的是他写给即将参加工作的青年的致辞，谆谆善诱，
超越时间以书为媒介，读来依旧热泪盈眶，长者风度莫过于此！不过也有很搞笑的部分，摘录如下：
“长时间的、强化的学习数学，只会让本来运转良好的大脑受到损害”“某些卓越的数学家并没有实
用的理性，而众多有理性的人，并非是数学家”⋯⋯哈哈，实在是太精辟了！不过心下也难免会想：
“咦？难道是法约尔也像我一样因学不好数学而吃过苦头所以才这样顽固地排斥数学吗？”不过，话
说回来，我虽考不了数学高分，但微积分、级数这些高等数学也是会的，而且我也很喜欢数学。为了
不跑题，题外话不多说，嗯。总之这是一部伟大的管理学著作。不过，正如推荐序中人大包政教授指
出的那样，管理并非各种管理职能或原则的简单相加，“知识不等于力量，结构化的知识才是力量”
，如果把管理比作人，那管理各项职能相当于器官，器官的简单组合不等于人。最后以法约尔的一句
话结束这篇文章：你们是精英之士，因此，不要对实事漠不关心。你们要对现代社会各个领域内的思
潮有广泛的认识。2015、1、12上午于工大旧图二层

Page 10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珍藏版）》

章节试读

1、《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珍藏版）》的笔记-管理的一代宗师

        法约尔意识到会有这样的误解，一再强调“管理职能”并不是某个负责人祸企业领导的个人职责
，也不是他们的特权；管理职能是企业和所有成员共同承担的职责。管理职能的强弱，取决于全体员
工的管理素养和努力。明茨伯格早在20世纪60奶奶带，那时他还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研究生，就
对5名高层经理进行工作日写实，记录他们每天究竟做了些什么？结果发现他们做的事情主要是，社
交联络、信息交流和决策，很难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样抽象的概念予以概括。管理
一定是具体某件事情的“管理”，管理本身不是一个客观的或有形的实体，管理不是一对独立而存在
的职能，管理甚至不是一项“抽象”的任务、活动、工作或行为。管理作为一种职能，必须和具体的
专业活动或工作行为联系在一起。我们只能借助于思维，感受到管理行为或管理要素的存在，而不能
泛泛地谈论管理。这就是学生们即便记住5项管理职能，依然不会管理的原因。

2、《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珍藏版）》的笔记-法约尔与组织效率最大化

        管理从根本意义上是解决效率的问题，从管理演变的历史来看，管理演变的第一个阶段是科学管
理阶段，代表人物是泰勒，这个阶段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劳动效率最大化；管理演变的第二阶段
是行政组织管理阶段，代表人物是韦伯和法约尔，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组织效率最大化；
管理演变的第三阶段是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包括人际关系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这个阶段解决的问题
是如何使人的效率最大化。因此，如果对管理所谈的效率做细致的划分，就是劳动效率、组织效率和
个人效率。而在一个高度发展和竞争的环境中，劳动效率的改善已经成为基本条件，同时因为个人需
求的提升，一级满足个人需求的激励手段的不断出现，个人效率的改变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当
时相比较而言，组织效率的改善却不尽如人意。组织以它自身独特的特性——系统化的人的组合来发
挥作用。⋯⋯我们在今天的管理中，忽略了法约尔最初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中的两个关键问题，而对
这两个关键问题的理解，构成了组织管理的基础，影响着组织效率的提升。这两个关键问题是：专业
化能力和等级制度。法约尔在阐述14条管理原则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围绕四个关键问题展开的
，这四个关键问题是：劳动分工、等级与职能过程、组织结构、控制范围。
而对这是个关键问题的诠释和理解，法约尔都是在不断地强调专业化与分工、分责、分权之间的关系
，甚至在谈到人员报酬、个人利益、团结等原则的时候，也是在分责的前提下来谈论，对于等级链、
统一指挥、统一领导、集中、秩序、公平等管理原则的阐述，也一直在表达对于分责的理解和认识。
当我们能够掌握法约尔的所有原则时，我们也就会明白：组织效率最大化的手段是专业化水平与等级
制度的结合。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如果想和环境变化保持一致，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反问自己：什
么类型的专业化和等级制度才能使组织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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