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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改革与创新已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让中国管理人员了
解、学习并掌握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从二
战后的废墟中“奇迹般”地复兴，一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日本式的东方管
理在日本经济的复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备受我国管理学界的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之
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中日大学之间的合作也有序开展。本译丛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企业管理学科与日本桃山学院大学经营管理学科学术交流的产物，不仅有利于促进双方大学的交流与
合作，也有利于我国企业借鉴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互相取长补短。　　诚如现代管理大师
德鲁克先生从人类社会及管理实践悄然发生的细微变化中发现的，“知识工作者是未来企业的主宰”
。作为高等院校的管理者，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高水平的学科支撑高水平大学发展，立足实
际，扬长避短，办出特色、风格和品牌，实现学科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大学知识
密集和智力优势的作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各个领域，服务于科教兴国的战略，在服务中谋发展
，在贡献中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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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经济发达的背后，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因素就是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种
成功的经验也应该有着能够“为我所用”之处。《战后日本的企业社会与经营思想:谈CSR经营的一种
思路》从多个角度阐述了日本企业经营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方方面面，以战后日本的企业社会与经
营思想为对象，考察了日本的经营者或经济团体在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意识到的课题，以及他们对
此的应对方式，对我国企业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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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业经营是重视事业其本身的特性，即“社会性”和“公益性”的一种经营方式。但是，目前的
企业经营是一种更加注重“合理性”和“效率性”的经营模式，因此这种说法很具对照性。准确地说
，所谓的事业经营就是一种追求“社会性、公益型”和“合理性、效率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不断呈
螺旋状循环上升的经营模式。这正是通过经营本身实现的“衍生”与“自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高度
化。通常情况下，理解事业经营必须有一定的课题性条件。　　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在“衍生”与
“自生”的相互关系中，前文所述的“鸿沟”的产生，理所当然也是必须事先预测到的。而且不仅仅
局限于此，如果谋求提高包含信息公开在内的战略性地区社会关系的品质，将会成为向更高层次“事
业经营”发展的直接原因。在具有课题性的事业经营中，不得不改变战略性地区社会关系的内容，以
适应其模式。甚至可以断言战略性地区社会关系内容及性质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更高层次的“事业经营
”。当我们聚焦在具有课题性的事业经营以及战略性地区社会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时，“社会素质决
定企业质量，企业质量影响社会素质”这句话将会显得更具有说服力。但是这句话还应该更进一步，
即事业经营是地区社会和企业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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