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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

内容概要

《管理学》内容简介：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明确的研究内容、概念体系却肇始于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支的复杂学
科。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管理学被引进我国高等教育
，虽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却发展迅猛。管理学被视为经济与管理类各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甚至还被
列为其他非经管类专业的公共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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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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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管理的定义和性质　　1.1.2　组织的定义和性质　　1.1.3　组织中的管理者　　1.1.4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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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案例分析】幸运一时，管理一世　【推荐阅读材料】第2章　管理理论的沿革和管理学流派
　【本章学习目标】　【本章关键词】　2.1　管理实践、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萌芽.　　2.1.1　早期管
理实践和管理思想　　2.1.2　管理理论的萌芽　2.2　古典管理理论　　2.2.1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2.2.2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2.2.3　韦伯的理想的行政组织理论　2.3　行为科学理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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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组织工作：明确分工协作第7章　人力资源管理第8章　激励理论与应用第9章　领导和团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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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管理第13章　变革管理与创新参考文献

Page 3



《管理学》

章节摘录

　　（2）组织文化的内容　　从最能体现组织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看，组织文化包括组织价值观、组
织精神、伦理规范以及组织素养等。　　①组织的价值观。组织的价值观就是组织内部管理层和全体
员工对该组织的生产、经营、服务等活动以及指导这些活动的一般看法或基本观点。它包括组织存在
的意义和目的、组织中各项规章制度的必要性与作用、组织中各层级和各部门的不同岗位上的人们的
行为与组织利益之间的关系等。　　②组织精神。组织精神反映了一个组织的基本素养和精神风貌，
成为凝聚组织成员共同奋斗的精神源泉。组织精神是指组织经过共同努力和长期培养所逐步形成的，
认识和看待事物的共同心理趋势、价值取向和主导意识。组织精神是一个组织的精神支柱，是组织文
化的核心，它反映了组织成员对组织的特征、形象、地位等的理解和认同，也包含了对组织未来发展
和命运所抱有的理想和希望。　　③伦理规范。伦理规范是指从道德意义上考虑的、由社会向人们提
出并要求遵守的行为准则，它通过社会公众舆论规范人们的行为。组织文化内容结构中的伦理规范既
体现组织自下而上环境中社会文化的一般性要求，又体现着本组织各项管理的特殊需求。由此可见，
以道德规范为内容与基础的员工伦理行为准则是传统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的补充、完善和发展。正是
这种补充、完善和发展，使组织的价值观融入了新的文化力量。　　④组织素养。组织的素养包括组
织中各层级员工的基本思想素养、科技和文化教育水平、工作能力、精力以及身体状况等。　　（3
）组织文化的特点　　①客观性。在组织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组织的创始人起了关键性作用。一个组
织的文化反映了组织创始人的使命和价值观。但是，从总体上讲，组织文化的产生和存在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只要是一个组织，在组织中就必然会形成相应的组织文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
组织文化具有客观性。　　②个异性。由于每个组织所处的环境不同，所拥有韵资源各异，组织的使
命和目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同的组织除了某些共同的组织文化外，大都有其个性鲜明的、
独特的组织文化。　　③民族性；众所周知，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任何组织必然存在
于某一区域内，也必然受到所在地区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组织文化也就必然带有区域性、民族性
和时代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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