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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

内容概要

《管理学原理》按照教育部2010年6月启动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要求，借鉴了国内外优秀管
理学教材的编写经验，旨在培养面向企业的高技能应用型现代管理人才。《管理学原理》内容包括管
理概论、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管理基本原理与方法、组织环境、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决策、计
划、组织设计、组织运行与组织文化、组织变革与创新、领导、激励、沟通、控制。《管理学原理》
内容新颖、突出应用、便于学习、关键词附有英文。每章有学习目标、案例导读、阅读材料、本章小
结、主要名词与术语、思考与训练等。通过《管理学原理》学习，能有效提升学习者分析与解决管理
问题的能力。
《管理学原理》可作为经济管理类各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经济管理类教师、研究生、企业管
理人员以及其他管理人员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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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管理学导论第一章 管理概论第一节 管理的内涵第二节 管理的职能与性质第三节 管理者的角
色与技能第四节 管理学的内涵、特点与研究方法本章小结主要名词与术语思考与训练第二章 管理理
论的产生与发展第一节 中外早期的管理思想第二节 古典管理理论第三节 人际关系理论与行为科学第
四节 现代管理理论本章小结主要名词与术语思考与训练第三章 管理基本原理与方法第一节 管理的基
本原理第二节 管理的基本方法本章小结主要名词与术语思考与训练第二部分 管理环境与背景第四章 
组织环境第一节 组织环境概述第二节 组织的外部环境第三节 组织的内部环境第四节 组织的全球环境
与跨文化管理本章小结主要名词与术语思考与训练第五章 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第一节 管理道德第二
节 社会责任本章小结主要名词与术语思考与训练第三部分 决策与计划第六章 决策第一节 决策概述第
二节 决策理论第三节 决策的过程与影响因素第四节 决策的方法本章小结主要名词与术语思考与训练
第七章 计划第一节 计划概述第二节 计划的编制过程第三节 计划的编制方法第四节 目标管理本章小结
主要名词与术语思考与训练第四部分 组织工作第八章 组织设计第一节 组织概述第二节 组织结构与组
织设计&hellip;&hellip;第五部分 领导工作第六部分 控制工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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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原理》

章节摘录

　　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middot;西蒙认为，管理即制定决策。西蒙认为决策贯穿管理
的全过程，管理的本质是决策，或者说是围绕着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　　彼
得&middot;F.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界定企业的使命，并激励和组织人力资源去实现这个使命。界定
使命是企业家的任务，而激励与组织人力资源是领导力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就是管理。　　斯蒂
芬&middot;P.罗宾斯认为，管理是指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使活动完成得更有效的过程，这个过程
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个职能。　　我国的一些文献或教科书对管理下的定义主要有：　　
周三多指出，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　　芮明杰认
为，管理是对组织的有限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与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　　许
庆瑞认为管理是指组织为了达到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通过各项职能活动，合理分配、协调相关资源
的过程。　　对管理的众多解释之间并不矛盾。上述定义可以说是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揭示了
管理的含义，或者是揭示管理某一方面的属性。通过不同的解释，可以发现管理工作的诸多基本点，
如管理的目的性、管理的重要性、管理工作与一般作业活动的区别等。　　综合上述定义，本书对管
理的定义是：管理是指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管理者通过运用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诸项职能，协
调以人为中心的组织资源，以实现组织预期目标的过程。　　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如下：（1）管理的
载体是社会组织。管理的载体是社会组织，管理不能脱离社会组织而存在。管理是任何社会组织所必
需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组织的群体活动。社会组织包括企事业单位、国家行政机关、政治党派、社
会团体以及宗教组织等。　　（2）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预期目标。而该目标仅凭单个人的力
量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建立组织的原因。　　（3）管理的本质是协调。协调就是使个人的努力与
集体的预期目标相一致。每一项管理职能、每一次管理决策都要进行协调。　　（4）管理的主体是
管理者。管理者可以是个人、群体或者实施管理职能的机构。　　（5）管理的对象是组织资源。组
织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文化、时间、空间等资源。其中，对&ldquo;人&rdquo;
的管理是管理的中心问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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