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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个案研究是学习管理的有效方法，但是在中国社会推行起来相当困难，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案很难建立
。由于我们的习惯，通常“报喜不报忧”，个案已经失真，研讨的结果势必大受影响。如果据实编写
，则难免有好有坏，于是有些人不高兴，有些人会受害，甚至有些人会因而提出抗议，当然后患无穷
。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拿外国的个案来研讨，就算殚精竭虑，费尽心思，结果大都不能切合国情，顶
多收到脑力激荡的效果，对实际管理的用处并不大。行为科学以科学方法对人类行为做有系统的研究
，自1950年以来，对管理的助益，十分显著。不过，专门拿西方人的行为来研究，只能够明白西方人
的行为，却很难了解中国人的所言所行，毕竟没有太大的用处。本书尝试以中国人的行为，用个案分
析的方法，以期从中国人的行为来看我们自己的管理。我们不采取完整的个案，以免涉入太深，引发
很多后遗症。我们采取片段的事实来加以分析和说明，应该比较贴切。由于范围不够广泛，内容不够
深入，仅能勉强分成基本的理念、工作的原则、沟通的现象、沟通的真谛、人我的分寸、两可的拿捏
、是非的判断、凌乱的秩序、会商的技巧以及合理的兼顾等10个项目，分别予以探讨。许多朋友都承
认，我们不需要刻意强调中国式管理，但是中国的风土人情，却实实在在影响到中国人的管理，丝毫
不容忽视。大家异口同声：“运用中国人自已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的确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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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式管理使用手册(珍藏版)》尝试以中国人的行为，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以期从中国人的行为来
看我们自己的管理。我们不采取完整的个案，以免涉入太深，引发很多后遗症。我们采取片段的事实
来加以分析和说明，应该比较贴切。由于范围不够广泛，内容不够深入，仅能勉强分成基本的理念、
工作的原则、沟通的现象、沟通的真谛、人我的分寸、两可的拿捏、是非的判断、凌乱的秩序、会商
的技巧以及合理的兼顾等10个项目，分别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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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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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凡是希望借着推、拖、拉来解决问题，同时减少阻力的，称为“圆通”。那些存心不良，只想
用推、拖、拉来推卸责任或者拖延时间，根本不想解决问题的，即为“圆滑”。两者的结果也不一样
：推、拖、拉的结果是把问题解决掉，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称为“圆通”；推、拖、拉的结果
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简直于事无补，当然是“圆滑”。现代人由于对推、拖、拉具有成见，认为凡事
推、拖、拉，都是不好的，以致不够圆通，增加许多阻力，也增加很多后遗症。譬如介绍朋友的时候
，经常听见当老师的人，直接介绍“这是我的学生”。而被介绍的人似乎并不认定介绍人是老师，反
而淡淡地指称“我们现在合作一些事情”。请问是不是十分尴尬？不能够保证别人真愿意认自己为老
师，怎么能够直截了当地如此介绍呢？当老师的人，如果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对方紧接着说“王
教授是我的老师”，是不是就能避开尴尬的场面？具有“要人家认自己为老师，不要自己认为是人家
的老师”的意识，不就圆通多了？老板发现部属有错，当着他的主管责骂他，就寓有“主管没有管好
”的意思，主管当然没有面子。如果老板有耐心，只是摆出不好看的脸色，离开现场让主管教训他的
部属，会不会收到更好的效果？这样的老板，显然比较圆通。有人会说：“那可不一定！”如果老板
摆出难看的脸色，主管却毫不在意，也不去纠正部属，岂非没有效果？这就证明了一种现象——中国
人总认为自己圆通，却老是认定别人圆滑。自己朝三暮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便是“圆通”。
如果别人变来变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则是“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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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式管理使用手册(珍藏版)》：中国人的工作原则，不外乎“流汗不流血”、“做事不坐牢”、
“卖力不卖命”以及“争气不争功”。中国人的本质在“坚持原则”，一切本着“原则”而行，不可
离“经”。中国人的沟通相当特别，绝对不是“我有话要说”或者“有话直说”就可以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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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可以说是曾仕强老师的精髓之作，我啥都不想说了，如果是有心人，这本书是比买的，而
且可以收藏，价格也不是很贵的，纸质想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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