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庸管理之道 

覃 虹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将中庸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
助于在管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中庸之道是中华管理智慧中的精粹。许多杰出的华人企业家成
功的奥秘就来自他们奉行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一方面要求管理者把握永恒不变的规律或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根据瞬息万变
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中庸管理要求管理者把凡事适度作为管理的原则和
方法，反对走极端，提倡适中和适度。管理过程中要统一把握好矛盾的双方，即所谓的“执两用
中”，这样就能统一考虑到矛盾中对立的两极，不至于出现偏颇，在对立面的互补中取得一种整合
效应。管理者应该遵循灵活多变的原则，保持矛盾双方的协调。《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和实际上体现了儒家中庸
思想中对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调和和渗透的追求，中和的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
谐。《中庸》所说的和也不是无原则的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东西和
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相混合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
全相同。由此可以看出，《中庸》反对在管理中人云亦云、盲目附和，而是追求一种有原则的协调
与和谐。中和的思想不仅可以减少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状况下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
定，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创造和谐的管理，增强组织凝聚力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在企业管理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意味着企业有一种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真诚合作的气氛，而这
种合作表现出来的信念和力量，共同作用于企业的最高目标，是使企业具备最大活力的源泉。同
时，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满足员工对人际关系的需要，并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凝聚力。从积极的
意义上说，中庸之道就是要用和平手段，不太过，又非不及，恰到好处地化解各种矛盾，以维持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企业实施中庸管理，就是要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既要安人，也要安己。
经营良好的前提下，积极回报社会；经营不善的情况下，绝不“打肿脸充胖子”；做遵章守纪的企
业公民，又不被规章制度约束了创新行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企业利润的源泉，但是一
定要注意把握创新的度。创新不足固然不行，创新过了头也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庸之
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现代管理价值，在组织的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说到底，组织管
理就是对组织生活中一些重大事件的认识和处理。而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坚持正确的方向，就必须
认识“两”，确立“中”，用好“权”，把握“度”，反对“过”和“不及”两种倾向。在这方
面，中庸之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有益的启示。 

 所谓古为今用，中庸之道，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块瑰宝，值得当今的管理者科学的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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