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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相》

前言

　　世上本来没有万国通用的语言，尽管许多人致力于国际语言的创造，终究没有成果。十九世纪，
随着英国国力的强盛，大家为了便于和英国人沟通，自然而然，加强了英语的学习，促进英语逐渐普
遍应用于各国。二十世纪美国成为引领世界的强国，美式英语随即万国风行，都是自然孕育的结果。
　　管理这一门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如果缺乏管理，万里长城如何筑成？郑和下西洋时，通讯设备
不如现代，怎样统率那么庞大的船队？晋商、徽商、浙商的辉煌成就，又怎么能够展现？　　有些人
推崇美国式管理，也承认确有日本式管理，却怀疑中国式管理的存在。若非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便是以西方的思维标准来检验中国的管理行为，因而看不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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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相》

内容概要

本书以浅显易懂的文字，阐述中国式管理的十七个基本特性，帮助读者把握中国人心性的特点，领会
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在曾仕强先生的系列著作中占据提纲挈领的地位。
本书图文并茂，管理者可轻松阅读，含英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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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相》

作者简介

曾仕强，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台湾师范大学教
育学士。
中国式管理之父，当今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与培训大师。研究中国管理哲学近三十年，是最受
企业界人士欢迎的十大名嘴之一，名动政、商、学界，享誉海内外。在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地区及东南
亚各国主讲中国式管理课程数千场次以上，并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
坛》等主流媒体做系列讲座，受到广泛欢迎。
现任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人类自救协会理事长、国际中国管理基金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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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中国式管理的特征第一讲  真实第二讲  良善第三讲  道德第四讲  德治第五讲  法治第六讲  均等第
七讲  居中第八讲  无为第九讲  创新第十讲  尊客第十一讲  考验第十二讲  制衡第十三讲  小异第十四讲  
预防第十五讲  包容第十六讲  简易第十七讲  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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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相》

媒体关注与评论

　　西方人相信“眼见为实”，认为自己亲眼见的必然真实。我们却应该加上“眼不见为实”，配合
着思虑才能得其全。　　——中国式管理的真实性　　对事的制衡，重在看得见的有形部分；对人的
制衡，最好采取看不见的无形运作。　　——中国式管理的制衡性　　我们提倡差不多就是不能差太
多，我们倡导“世界大同”，却不是要“世界一同”，而是“和而不同”。大同之下有小异，尊重每
一个人对每一件事的“小异”，已经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　　——中国式管理的小异性
　　顾客的兴趣，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本末不能颠倒，轻重也不能忽略。吃喝玩乐可以引起众人的兴
趣，也足以毁掉一切。把顾客从吃喝玩乐的兴趣中，巧妙地转移到自己的产品上来，这才是正确的市
场运作。　　——中国式管理的尊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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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相》

编辑推荐

　　《管理的真相:曾仕强剖析中国式管理的特性》图文并茂，轻松领会中国式管理的精髓。　　西方
人相信“眼见为实”，认为自己亲眼见的必然真实。我们却应该加上“眼不见为实”，配合着思虑才
能得其全。　　——中国式管理的真实性　　对事的制衡，重在看得见的有形部分；对人的制衡，最
好采取看不见的无形运作。　　——中国式管理的制衡性　　我们提倡差不多就是不能差太多，我们
倡导“世界大同”，却不是要“世界一同”，而是“和而不同”。大同之下有小异，尊重每一个人对
每一件事的“小异”，已经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　　——中国式管理的小异性　　顾客
的兴趣，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本末不能颠倒，轻重也不能忽略。吃喝玩乐可以引起众人的兴趣，也足
以毁掉一切。把顾客从吃喝玩乐的兴趣中，巧妙地转移到自己的产品上来，这才是正确的市场运作。
　　——中国式管理的尊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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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相》

精彩短评

1、太提纲挈领了，导致不是很连贯，不过一些名言警句也很符合传统的中国管理学。
2、将对人性的关注和理解用于管理之中，认清管理者的角色定位
3、个人觉得不错，争议很大
4、一般般···
5、中国式管理和中国历史文化息息相关，人的因素成为最关键的因素，曾老爷子很可爱，书如其人
，朴实深刻
6、纲目
7、我终于找出我觉得这本书水的症结了== 作者长得好像我们院里那个自以为是的X院长==
8、蛮中庸的，对高层或许 有用，我现在还在学表层的技。这些暂时用不上。
9、老头子虽然年纪有了，可是笑起来的模样还是挺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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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相》

精彩书评

1、曾仕强先生的作品一直在读。个人觉得先生是一位中国式管理的思想家，他的中国式管理思想对
于中国的企业非常的受用。这本书的思想是先生多年来作品思想的汇总和升华，如果想了解曾仕强先
生管理的思想核心，那么这本书是一本不错的入门级读物。
2、1.真实：——美国人求真，管理的时候注重数字，以数字来达到精确管理的目的。——中国人更看
重人，在真的里面加了善，要求人的诚信第一，信用是自己一点一滴逐渐建立的，稍有毁坏，便很难
恢复。至于具体事上，则主张留有一定的弹性和余地，主张将看得见的和看不见得结合起来，才能够
掌握全局，弄清楚真实的情况。数字只是现实看的见的部分，而反映不出看不见得部分。2.良善：动
机不良善，中国式管理的功效不但很小，而且可能造成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的严重后遗症。中华文
化源远流长，各种事态都经过长期的历练与考验，并不是一般人就能够一眼看出其中端倪的。因此，
立即反应实在十分危险，不如冷静下来，深一层思虑，细细体会其中蕴含的道理，才不致忽然冒出自
己的浅见而贻笑大方。3.道德：西方的管理重视制度，中国式管理重视道德，投入务求“真”，产出
必须合“德”，将伦理和道德合一，才是中国式管理的品质所在。4.德治：德法不足以自行，中国式
管理，提升法治到德治的层次，以安人为最高目标。德治和法治不该割裂，而该结合起来，两者原来
是一回事，并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为政以德”，为政者自身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
但在实际运作时，仍然以法制为基础，也就是依法行事。“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管理者自身的品
德修养要好，主要表现在爱人。安人之道，就是具体的爱人措施。安人知道配合经权之道，便是法治
和德治取得协调的结果。合理合法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方式，才能收到安人的效果。管理者的恭、宽
、信、敏、惠，成为能不能爱人的德目。——恭：恭为仪容方面的德行，“恭而不侮”，主要表现在
“管理者的态度，不致引起对方见侮受辱的心情”。敬指行为方面的德行，主要表现于管理者的行为
，不骄亢，不威胁，更不能粗暴。恭不致侮人，但并不保证不受侮，此时就需要宽容，展现宽的德行
。——宽：即宽大、宽容、宽恕。“宽则得众”——信：“言必信”，但是不必任何时候都守信，不
管是不是具备应该遵守的条件，而只知道一味守信，最后想守都不能守，当然成为小人。不应该守信
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地守，势必丧失守信的价值，守得毫无意义。知人才能合理地信任，知己才能够
适当地调整信用的程度。凡轻诺者必寡信，故不可轻易许诺。要不要许诺？承诺到什么程度，就要靠
敏了。——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非生而有知，故必须勤奋学习古老的道
理，体会出新的法则，以便信守不渝。管理者要敏，即要保持勤劳的习惯，尔后“敏而有功”，有功
才能展现惠的能力。——惠：惠有三层意思：爱、利和恩。管理者要有爱人的心态，然后用以利人。
经由利人，使人觉得受到照顾而感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表明利即是惠。
爱、利、惠中，利为重点。管理者做出有利于同仁的决定，孔子所说的“惠则是以使人”，便能表现
出来。部属均乐于执行指令，自然同心协力，不断进步。恭、宽、信、敏、惠合而为“仁”。仁而合
义，把仁心发挥到合理的地步便是“德”。德治，即是管理者的爱心，在法治的基础上予以合理发挥
，构成合乎人性化的管理，以求己安人也安。“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能是道德的
工具，道德是才能的统帅。法治必须紧紧围绕德治，才能运用自如而合理。管理者德行不良，照样可
以通过制度来害人。管理者品德不好，未能实施德治，这种法治是不能长久的。舜语禹曰“倘汝不自
矜夸，天下莫与汝争能；倘汝不事征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唐太宗曰：“天子当自守谦恭，常怀畏惧
。”法治为基，不可不重。然德法不足以自行，立法、执法、守法者，均为人。若不重视道德，不能
做到在上者以身作则，在下者都自觉自律，可法治不可久也。中国式管理，由法治提升到德治的层次
，以安人为最高目标，原因即在此。5.法治：西方的“法”是显性的，一切依法办理，看起来好像法
在治理，称为法治。中国的“法”是隐性的，通常放在腹中，不说出来，以免“谈法伤感情。亚里士
多德说“法律是不受情欲影响的理智。”但法离不开人，立法、司法、执法、守法，都靠人，只要是
人，便有或多或少的情欲，不会完全理智。制度只能管到例行，例外的事宜靠人去把握，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解释和处理办法，就要靠人治。西方的法在外，法令法条法例；中国的法在内，举头三尺有神
明。法律不过是最低标准的道德，合法未必合乎道德要求的地方经常存在。中国的法是隐性的，有原
则却必须适时制宜。6.均等：“一家公司成功，需要很多因素；但是一家公司失败，只需要一个因素
就够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正当的富贵是可以追求的，不义之财莫取，当视如浮云
。企业的目标不应只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应照顾到其它各个目标，保持各目标间的均等
性。中国式管理，以均等性的精神，不偏不倚，兼顾各个方面，处处要求由情入理，居于人道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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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真相》

。缓慢做决定，快速执行，正是均等性的表现。7.居中：居中的目的，在于随机策应四面八方蜂拥而
来的压力，既不能专职强横，也不能屈膝降服。中国式管理的居中性的三大要点：——任何组织的领
导者，都有责任创造安定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员工能够真正地乐在工作，从而持续发展。孔子倡“温
、良、恭、俭、让”，总结为“心”。无论职业性别，富贵贫贱，人人均应将心比心。先充实自己，
尔后扩而大之，推己及人，尽一己之力，为组织造福。道家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佛家强调因果循
环，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顺乎自然，佛家的忘我奉献，融合
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人生观，成为安宁和谐的必要条件，管理中若能融合进去，则必有大裨益。——
组织的领导人，不能有种族、性别、长相、高矮、胖瘦的歧视，应以品德和才能来知人善用，使成员
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各尽其力。对于部属，领导者要以王道感化归附之，使之主动、自动认同，而
非以霸道强迫服从。企业不过是在共同的道德忍痛下的一群人的集合。——组织的核心干部应该效法
管仲“尊王攘夷”的精神使企业的经营理念不断延续下去。企业文化代表一家企业的居中性，有了这
种坚强的共识，才能放心地融合四方人才，产生一致的力量。8.无为：德行良好，是无为而治的必备
条件；无为而无成，便不配谈管理。必须无为而有成，无为却无不为，才算管理。老子以天道推人事
，孔子以人事演天道，即人事应顺应自然的规律，无为而治。但无为并不是完全的无所作为，它包含
三层意思：——知人善任：领导者的责任是提供合适的舞台，让下属好好地发挥，不必事事躬亲。知
人又善任的领导，当然无为而治。——德行良好：德行良好，便能顺应自然，以推及事物的原理。德
行良好，是无为而治的必备条件，绝无例外。要以德行使人心归附。——无为而成：无为并非无为，
而是上无为下有为。9.创新：创新是必然的，不创新必落后。但是，新有好也有坏，新有优也有劣，
必须谨慎小心，保证好的新合优的新，才能取得进步。管理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
产生什么样的管理。西方人注重不注重师承和传统，学生往往公开反对老师，这使得其文化不是连续
的。而中国人注重师承和传统，使得中华文化绵延至今。重视师承的好处是师承理论经历了千锤百炼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新奇却不知好坏，成为不连续的原因，同时也成为不连续的最大杀
手。过于求新求变，往往会忽略新中隐藏着的恶和坏，未经时间检验的新编蕴含着巨大的风险。10.尊
客：尊重顾客的精神主要体现在：——把客人当做老板看待顾客的声音应当做老板的声音，积极予以
回应。——把客人当做朋友看待：这样才能与顾客建立真诚的关系——把顾客当做贵人看待：11.考验
：人是善变的。值得信任的人，也可能会变成不能信任的。世间变数最大的，是人心，唯一的办法，
即是多方考验，证明值得信任后才给予合理的相信。12.制衡：对事的制衡，重在看的见的有形部分；
对人的制衡最好采取看不见的无形运作。现代工商社会讲求“整体性运作”，必须“事与人紧密配合
”，构成“同心协力的一致性工作团队”。如果缺乏彼此的制衡，造成不时的调整和补救，实在很难
成事。中国式管理在制衡方面有两个方面：——首先要认清，事情的控制重在看得见的有形部分，注
重科学化和制度化。——其次对人的控制，更注重看不见的无形运作，不明言的制衡，能够发挥防止
腐朽的功效，又能顾及人的面子。13.小异：我们提倡“差不多”就是不能差太多，我们倡导“世界大
同”，却不是要“世界一同”，而是“和而不同”。大同之下有小异，尊重每个人对每件事的“小异
”，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修养。小异就是合理限度内的误差，给予一定的弹性，但是也不可偏离太
大。小异就是在组织成员之间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维护不同的利益，在彼此不同的基础上，具有追
求相同意愿的行动。14.预防：中国式管理，十分重视未雨绸缪。凡事预防重于救急，必须设法防患于
未然，才显得考虑周到。几乎大多数的决定，都是在准备不足、拿捏不准、考虑不周的情况下仓促而
成的。管理者所作出的决策，无不经过事后的修饰和美化，才显得真正高明。任何决策，看起来都是
单独的事件，实际上却是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彼此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决策
者的专业素养，往往在紧要时刻，反而成为思维的束缚，把自己引到牛角尖；或者以偏概全，看不到
整体和大局。而通才的管理者，由于见多识广，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相反的立场来观察、研判和分析
，作出就当时情况来说最为合理的决定。15.包容：多元化是免不了的现象，如何在多元化中，作出此
时此地的一元选择，这才是包容性的必要条件。中国式管理的标准，是“合理”。包容性的意思，是
将所有想到的替代方案，全都列举出来，安排在妥当的层次，而不加以排除。管理者的谦虚，表现在
多问问题，多提疑难，而少表示意见多元化是必须的，因为多元是宇宙生长的动力。有多元才有矛盾
，有矛盾才能产生变化，有变化才能生生不息，持续发展。多元是制造矛盾的动力，然而种种矛盾不
能够对立冲突，以免造成毁灭，最好是互相包容，和谐协调，因时空的变化而随时出现合理点，以维
持动态的平衡，也就是定于一的合理表现。包容性的功能，主要在尊重所有的人，给大家留面子。16.
简易：执简驭繁。中国式管理主张化繁为简。但是，未经深入分析，不容易抓住重点，简易不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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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刚入社会的人，应该耐心学习，从繁杂中逐渐领悟，才能精准地以简易来反应。17.交互：上司要看
得起部属，部属要对得起上司。一方面看得起，一方面对得起，彼此是相对的，成为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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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管理的真相》的笔记-第88页

        曾老先生在第十讲“尊客”一部分对结婚的论述，我十分有同感。现在太多的婚礼都和办结婚典
礼的初衷相去甚远。有些高调的年轻人甚至觉得办婚宴是给父母办，更是一种负担。其实是并未了解
到结婚典礼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不如利用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名正言顺地当着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
高贵宾客，好好推荐一番，让大家对这两位新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并主动给予援助和指引。这一对新
人在人生的旅途上可以继承上一代人的福德，承接上一代人的人脉，走的更加平安顺利，其实也是借
力新人彼此的人脉。婚礼应该是精心设计的“新产品说明大会”。而现代婚礼却十分可笑滴让一帧放
大的新人照和爱搞笑的主持人给完全破坏掉。

2、《管理的真相》的笔记-第59页

        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重视养生以及佛家的忘我奉献，已成为安宁和谐的必要条件

3、《管理的真相》的笔记-第22页

        《大学》：“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4、《管理的真相》的笔记-第29页

        管理者自身的恭、宽、信、敏、惠成为能不能爱人的德目。

5、《管理的真相》的笔记-第17页

        要研究中国式管理，最好明白中华文化的悠久性，各种事态都经过长期的历练和考验，并不是一
般人就能够一眼看出其中端倪的。因此，立即反应实在十分危险，不如冷静下来，深一层思虑，细细
体会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才不致忽然冒出自己的浅见而贻笑大方。

6、《管理的真相》的笔记-第103页

        对事的制衡，重在看得见的有形部分；对人的制衡，最好采取看不见的无形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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