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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教程》

前言

　　管理学是商科院校管理类各专业和应用经济类各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它不仅为后续专业
课程的教学奠定基础，而且对于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提高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我校也和不少高等院校一样，将管理学列入了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教材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
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我国高等院校正在使用的管理学教材版本众多且各有千秋，但是在长期的教学实
践中我们发现，找到一本合适的管理学教材并非易事。　　第一，我们需要一本具有针对性的教材，
它能够从本科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阅历出发指导学生学好这门课程。那些所谓的对研究生、本科生、
专科生以及其他对管理学感兴趣的读者都适用的教材往往缺少的就是针对性。　　第二，我们需要一
本具有基础性的教材，它可以启蒙管理意识、激发专业兴趣，为本科生的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在本科教育阶段，管理理论的教学是通过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来完成的，管理学只是其中的一门基
础课程或入门课程。管理学教材建设应该立足于一般原理和基本经验，应该与不同行业不同组织的专
门管理形成合理的学科分工，也应该与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沟通、领导艺术、管理心理学
和管理思想史等专门课程形成合理的学科分工。　　第三，我们需要一本应用型的教材，它要教学生
如何管理，因此要从管理者的角度而不是管理学学者的角度来研究管理学，要运用管理学的一般原理
和基本经验来指导管理实践。　　第四，我们需要一本讲义式的教材。任何一本教材囿于篇幅，不可
能容纳所有的管理理论和经验；任何一位教师囿于课时，也不可能传授所有的管理知识和方法。管理
学教材毕竟不同于学术著作，它应该是师生之间进行教学交流的提纲，也应该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
指南。　　为了满足上述需要，我们有必要自行编写一本符合教育对象实际情况、反映我校办学特色
的管理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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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教程》

内容概要

《管理学教程》讲述了：管理学是商科院校管理类各专业和应用经济类各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必修课
，它不仅为后续专业课程的教学奠定基础，而且对于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和职业素质的提高也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校也和不少高等院校一样，将管理学列入了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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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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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 现代管理理论思考题管理实践第七章 科学决策学习目的第一节 决策基础第二节 决策类型第三节 
决策过程思考题管理实践理论纵深第八章 战略制定学习目的第一节 战略基础第二节 战略层次思考题
管理实践理论纵深第九章 计划编制学习目的第一节 计划类型第二节 计划编制过程第三节 计划编制方
法思考题管理实践理论纵深第十章 组织设计学习目的第一节 组织设计的内容第二节 组织结构形式第
三节 组织变革思考题管理实践理论纵深第十一章 人员配置学习目的第一节 人力资源规划第二节 人事
组织第三节 职权配置思考题管理实践第十二章 领导行为学习目的第一节 领导行为理论第二节 领导权
变理论思考题管理实践理论纵深第十三章 沟通方式学习目的第一节 沟通基础第二节 组织沟通第三节 
有效沟通思考题管理实践理论纵深第十四章 激励原理学习目的第一节 激励基础第二节 激励理论第三
节 群体激励思考题管理实践理论纵深第十五章 有效控制学习目的第一节 控制的类型第二节 控制的过
程第三节 有效控制的要求思考题管理实践理论纵深管理学常用词汇英汉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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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管理的目的性　　管理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之一，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管理的这一
特性是区别管理与非管理活动的重要标志。凡是盲目的、没有明确目的的活动，不能称其为管理活动
；那些纯粹由生理功能驱使或无意识的本能活动，如动物的群体活动，也不能称其为管理活动。　　
对于管理者而言，管理的目的就是实现组织的目标，而组织目标是组织成员共同意志或共同利益的反
映。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个人意志和特殊利益，自然也就形成了个人的目标。组织目标不是
个人目标的简单相加，而是所有成员的共同目标。组织目标必须以个人目标为基础，如果某个组织成
员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是一致的，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也就实现了个人目标，他就会无保留地投身
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工作之中；如果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是不一致的或不完全一致，实现组织目标不一
定能够实现个人目标或是不能够很好地实现个人目标，他可能就会对工作表现出消极甚至抵触的情绪
。由于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常常是和组织目标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如何通过管理者的努力，让组
织里每一个人的个人目标都能够与组织目标最大限度地吻合，这就成为了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会因为利害相关或志同道合而集合成一个群体，但这只是组织的起因
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另外一种更为广泛的现象，即许多组织的形成是人为设置的，
是在一个大的群体中人为地划分出若干小的群体，比如国家划分行政区域、企业划分车间班组、学生
会设置工作部门⋯⋯这时，管理者要实现的组织目标，不仅是指本组织的目标，还包括上级组织的目
标，管理目的反映为一个目标体系。能否确立组织成员能够接受并且愿意为之努力的目标，能否确立
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等组织原则，将直接影响到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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