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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管理》

内容概要

本书意图对中国的企业管理进行“揭显”。中国企业管理现状既发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
础上所形成的社会观念和期望，又受着西方管理理念和方法的深刻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引进
的西方管理特别“开眼”是理所当然；然而，中国企业发展至今，忽视传统文化的结果便是企业管理
面临着极为“悲情”的困境。本书力图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这种困境进行阐释和解析并探讨走出困境
的“范式”。
　　对中国企业管理困境进行阐释和解析确实极为繁杂，但我们深信，看完本书，您将可以更好地把
握中国企业管理现状之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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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峻，1951年生。在大学里任教二十年。一直在西方人的上帝、科学、理性和东方的文化土壤间寻寻
觅觅，探讨中国的企业管理问题。此书是本人多年来研究思索的总结，希望能为同道中人提供一定的
借鉴和参考。与您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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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这方面，应用至上的管理学界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1994年，彼得·圣吉应约为他的《第五
项修炼》中文版作序时，不仅明确指出西方的文化已面临绝境，而且把新时代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中国
的传统文化：    “现在，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上。一方面，人类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走在正确的路
上，只需继续向前迈进即可，人类原本生来就要征服自然的。然而，种种迹象显示，我们可能已快走
到这条路的尽头了。”    “就我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途径与西方文化略有不同。你们的传统
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解的、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
有本源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倾向于看见的则是由一件
件事物所组成的世界；我们深信简单的因果关系，不停的寻找能够解释一切的答案。    “因此当中国
社会进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特别令我们注目。在全世界都拭目以待的情况下，相信你们必定
戒慎恐惧地期许自己，千万别重蹈西方人所犯下的错误。工业化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分割力量；随着工
业的进步，分割在西方以加速的步调演进，并不意外。在农业革命时播下的种子，在烟囱、工厂和传
统工业管理的气候中，步调更加快了。    “看着你们的进展，我们自然会想问，你们会不会步工业社
会的后尘?物质愈富足，就愈惟我独尊，傲视于自然秩序之上?你们会不会牺牲社会来发展经济?你们会
不会变成另一个不择手段的剽窃自然、以非永续性及危害后代的方式发展的社会?或者，你们会找出一
条新路?”①    彼得·圣吉的序言既让我们感到鼓舞，又促使我们深思：    中国的现代化能不能走西方
已经成功的但又留有严重后患的老路?    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否为人类开启新的发展途径?    我们认为，基
于三重原因，中华民族必须找出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新路：    一是当发达国家已经走向知识社会时，我
们能否简单地重复他们在18、19世纪所走的老路?    二是中国有13亿人，以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走进
市场经济，必然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重大影响，别人能容你走他们当年的老路，自然资源状况能容你
走他们当年的老路吗?    三是早在1966年，德国经济史学家博恰德已作出如此的结论：18、19世纪，欧
洲国家的工业化有其自身的机遇，历史是不会照原样出现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无法效法欧洲的工业
革命。②    历史条件、世界经济的结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自己的路。别人的路
再顺，也是别人的事。当然，别人的成功，可以也应当借鉴、学习，但绝不能照着走。    中国必须找
出一条自己的迈向现代化的新路。    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我们又回到了困境!    其实，对于困境，我们
并不陌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重视困境，而且特别擅长于从困境观照世界的学派、
传人和思想家。    中国道家和儒家都视作本门至宝的太极图，就是由你纠我缠、难分伯仲的两极挤作
的一团。若让西方人谈谈感想的话：如此难分难解的一团东西——就是天生的困境。    两千多年前，
韩非子就居然把矛与盾扯在一起，这虽然让故事中那位卖矛又卖盾的人陷入了尴尬，却又给多多少少
的中国人提供了使自己免于难堪的最神奇装备。    到了20世纪，毛泽东理直气壮地将矛盾视作世界的
基础和推动生命世界发展的动力：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
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①    以
此为基础，毛泽东的工作观也就是困境观：    “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
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了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
好同志。”    正是在这样的工作观的引导下，中国历史上才有了1949年的成立新中国的壮举。    在中
国禅宗寺院的天王殿内，四大天王在居中的笑面弥勒和护法韦驮的主持下，面目狰狞地高举着四大法
器，目的是向人们宣示，在朗朗乾坤中绝不容罪恶存身。中国禅宗的这一布置极具智慧——让凶神恶
煞的四大天王分列两厢，使威武、刚正的韦驮居后，护卫于不修边幅、不拘形迹、轻松闲适、笑：口
常开的弥勒的身后左右。人世间的困境在既笑容满面又皱眉蹙额之间被完全包容了。    可惜，在中国
当前的快速工业社会时期，迫于时间的压力，许多人急于抄袭西方模式，不愿再体会笑面、蹙额并存
的意义，不愿再给困境留有空间。    当前，流行于世的管理理论都是由发达国家所创立的，大致上有
美国版、欧洲版、日本版，其中最为行世的是美国版。这三大版本的管理理论本来都是典型的“认识
论的乐观主义”产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间被再塑“金身”；十几年后，它们终于“体系
性”地被我们请人中国。在这座名之为现代管理学的天王殿中，我们发现，作为理性化身的韦驮与作
为简单、清晰、确定、秩序化身的四大天王面目依旧，只是弥勒的笑脸不见了。在科学的重负之下他
笑不动，在工业社会的企业管理理念的支配下——管理就是控制：对物质资源的控制、对钱财的控制
，核心则是对他人(下属、同事、上司、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更重要的还有政府官员和社会公
众)的控制——如此重担，他也实在笑不出。这是个六位神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脸往一处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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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管理困境的天王殿。但我们想来，他们六位肯定很累，也很难。    其他民族是不是喜欢这样的寺
庙，这是人家的事。让中国人也拜会如此的神仙，我们认为，中国人肯定也会跟着感到既难又累!    在
本书中，我们就拖着中国人的身子，瞻仰一下这样的寺院，我们要去的地方，暂且名为市场营销殿、
组织行为殿和战略管理殿。    有人说，“日本与美国的管理在95％的方面是共同的，但在所有重要的
方面都是不同的。”①那么，这些重要的方面有哪些?我们认为它们在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有表现，
但在组织行为和战略管理方面最为集中。如果将中国与美国相比，除了组织行为和战略管理，还得加
上市场营销。这就是我们选择这三处宝地的原因。至于瞻仰的目的，是希望了解这些神祉们究竟累不
累，如果可能的话，还想知道他们又累在什么地方。    在动身前往三大殿之前，我们还有一事交代。
因为事关瞻仰的方法与路径，不得不在此处预先说明。    在本书的书名中有阐释和解析两词。解析是
何义，不消多说，至少该词汇已为大家熟识。那么，又从何处“捞”出一个拗口拗舌的阐释，缘何要
阐释，阐释又是何义?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多次将企业管理的困境与文化相联，同时也说明了中国
企业管理的困境更是与文化相关。因此，我们后面的讨论必然特别注重文化的层面。    阐释一词的用
法原先并无什么规定，纯属望文生义。但近来，对它的用法开始约定俗成。原因就在于它已成了研究
文化时必须特别倚重的一种手段。    两位对中国哲学研究多年的美国学者终于明了，把西方人惯常使
用的分析手段用于中国传统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中国传统的特点是情境高于使然作用，作用者总
是处于一个世界中，因此，他是根据那些构成这个世界的关系加以规定的，这些关系确定了他的地位
。这样一种出发点否定了诸如本质的同一性这样一些熟悉的观念。中国传统一般总是将每一个情境的
关系型式的独特性作为其基本前提，它从根本上说是美学传统，因而，阐释这样一个传统，分析不是
适当的方法。”①    使用源出于注重于本体论、普遍性的分析方法，去观照注重于关系、特殊性的中
国传统，未免会应了中国民间的一句老话：硬装榫头!对于这种不由“外榫”而是“内榫”合成的中国
传统，你至少在分析之外还得加上其他的手段。    那么，是否单单只有中国的文化不适用于分析?    其
实，研究任一种文化都不宜单一地使用分析方法，只是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更为突出而已。    在英
语世界极负盛名的、19世纪的英国文化人马修·阿诺德历来我行我素，公然向严谨、理性的学术界挑
战，宣称“我只用简单的不讲系统的方法来做查询，那既合我的品味也与我的能力相称。”①颇有绅
士风度的英国学术界对此不以为忤，反倒对他礼敬有加。这与其说是马修·阿诺德享有文化人的“特
权”，不如说是学术界对文化实在无奈——社会生活离不开文化，文化又不受简单理性的约束，若要
生活得和谐、清明，就得让别人说文化，若要说文化就只能由着别人不“系统”。    其实，马修·阿
诺德所言的“不讲系统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全无系统，只是这一系统——在马修·阿诺德的时代还无
以名之一不合西方学术界常规使用的那种逻辑分析系统，它又是研究文化所必须的特殊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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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论正视管理困境    管理必须面对困境，这是许多人下意识地竭力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    “
科学管理”的奠基人泰罗，在他的职业生涯——研究企业管理——中，始终面对着众多的困境，而其
中最突出的恰恰是他无法一语中的地告诉他的同胞们——不管是雇佣者还是被雇佣者，也不管是政府
官员还是社会工作人员——究竟什么是“科学管理”。在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开门”，可社会公众就
是难以“见山”——不是只看见山上的树，就是只看到山上的草——的情况下，“十六”般无奈的泰
罗只能采取如此“排比否定”式的表述：    “科学管理不是任何一种效率措施，不是一种取得效率的
措施，也不是一批或一组取得效率的措施。它不是一种新的成本核算制度，它不是一种新的工资制度
，它不是一种计件工资制度，它不是一种分红制度，它不是一种奖金制度，它不是一种报酬职工的方
式，它不是时间研究，它不是动作研究，也不是对工人动作的分析，它不是印制大量的工作文件交给
工人说：‘这是你的制度，你必须执行’，它不是工长分工制，也不是职能工长制，它也不是普通工
人在提到科学管理时就会想到的各种措施。”    这段话引自泰罗在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根据美国国
会第九十号决议案对泰罗及其工场制所举行的听证会上的演讲。假如我们能够对泰罗当时演讲的背景
多一些了解，也许，就会对泰罗及泰罗的科学管理多一些真切的感受。    曾经有人如此评价泰罗在听
证会上的态度，说他本人从“美国有史以来所看到的最优秀的品德之一就是泰罗的那种志愿接受来自
持有不同程度的误解、猜疑和恶意的劳工领导人、国会议员以及调查人员的无休止的盘问的品质”。
确实，很少有人怀疑泰罗的个人品质，或认为他曾有过有悖职业道德的行为，也很少有人认为泰罗是
个不称职的科学管理的研究者。    那么泰罗何以会落入如此四面不讨好的境地?    只要略加分析，我们
就会发现：从表面上看来，泰罗是陷入了手段与目的难以统一的困境——为了达到他的管理目的，泰
罗必须选择甚至首创一些具体的管理手段，毋庸赘言，这些手段并非其目的——实际上，更深层的原
因却是因为泰罗硬生生地挤进了劳资关系的夹缝之中——外国的猪八戒碰到镜子，照样的里外不是人
。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普遍的看法是认定了劳资关系天然的只具有对立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
往往只看到泰罗所采取的手段，而无视他所指出的目的。为此，泰罗曾百般努力，千方百计地设法转
换人们的视野，改变人们对企业管理的看法，特意说明“科学管理”的实质应当是一场“思想革命”
，但在他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社会结构以及那种氛围和文化背景下，别人实在是难以理解这一思想革
命的本质所在。结果，无论他怎么申述“科学管理不是任何一种效率措施”，那个时代的，乃至其后
的大多数人还是“吃死了”用这一标准来对泰罗说三道四。    泰罗非常直率而又执着地进行他的企业
管理研究，对许多人视作畏途的劳资关系未加以太多的理会，于是一头栽进了这一困境之中起不了身
，这使他本人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但也让他直逼管理的本质。    应该指出，作为一个研究企业管
理的先行者，泰罗用他自己的经历向所有希望研究或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管理者
不能，也不应回避困境；同样，作为管理活动的研究者自然也不能、不应回避困境。    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企业管理的困境有不同的表现。    美国学者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通过对美国经济和企业
机构史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40年代起，美国企业界发生了管理革命。这次管理革命的基本表现是两
个要素的交互影响：单一营业单位的传统企业逐渐演变为多营业单位的现代企业，与此同时是支薪的
中、高层经理队伍日渐庞大。这次管理革命的过程是：“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能带来更大的生
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这一管理革命自然勃发，美国的企业规模日益扩大，直至“随
着大企业的成长和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它们改变了这些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基本结构。”“到20
世纪中叶，在美国的主要经济部门中，少数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和大量运输的企业的支薪经理人员，
已经在协调通过生产和分配过程的商品的日常流量，并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调配资源。这时，美国企
业界的管理革命乃告实现。”无疑，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认为这场管理革命的关键是职业经理
人阶层的出现，故而他将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称作“经理式的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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