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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不断衍生新分支

柳宏珠 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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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单纯狭义地考察人的行为，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人与企业的相互依赖和

融合，再到从社会文化的高度研究人的行为模式。管理的适用领域实际上包括社会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但由于企业的特殊性

和组织的紧密性，管理在企业领域更显得紧迫和必要，所以管理的产生与发展大多与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人”在企业中的重

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企业逐渐将注意力从对“钱”、“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另外，对管理的理解也不

断经历着变化，其概念与内涵伴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发生变化，甚至深刻影响到了管理概念与管理思想的演化。 

  管理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只是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尤其是上世纪，伴随着哲学与社会科学向分析学的过

渡，管理才被系统地提炼出来并加以研究，由过去比较混沌朦胧的状态分化衍生出来，逐渐形成一种知识体系，成为一门正式的

学科。而事实上，伴随着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变化以及所谓新兴现代学科的不断涌现，新兴分支雨后春笋般出现，管理学领域也不

断衍生出各种新兴管理学分支。 

  管理学思想由多样化趋于一体化 

  20世纪前半期是管理学思想多样化的时期，管理学侧重于经济工业领域，主要有三大主流派别： 

  一是科学管理学派。该学派从如何改进作业人员生产率角度看管理，把企业看做机器，而管理者是工程师，他们确信只要有

可用的机器就可以保持正常运转，任何由员工造成的未能达到预期结果的问题，都可以看做是工程问题，只要加点润滑油（钱当

然是最好的润滑油），机器就会恢复正常。而事实证明，时代越往前走，这种办法的效力就越弱。因为他们主要是把人看成机

器，缺乏对人文和人性的深切关怀。这种管理体系需要不断矫正更新。而这种管理学派产生的社会基础也与人类文明进化的层次

有关，与社会进化的层次有关，是实践经验的抽象和总结。这种学派强调了人的工具性的一面，与当时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紧密

联系在一起。 

  二是定量分析派。该学派专注于开发应用数学方法，主张将统计学、最优化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等计量方法应用到管理决策

中。事实证明，这种办法的效果很不明显，因为管理者直接了解企业的现实活动和问题，而无须借助这种抽象的活动。这种学派

的诞生也主要与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发展趋向有关，现代哲学和科学不断向公理化、演绎化迈进，从而导致定量社会学不断兴

起，并使得管理科学也深深打上了这个印痕。这个学派主要侧重于理论研究和一些实证研究，而涉及的具体事务工作则通常依赖

于人们的经验与判断。 

  三是人力资源派。该学派强调人力资源对企业的重要作用，重点研究对人的管理。这种学派的诞生主要是由于管理学派和定

量学派的内在缺陷而衍生出的另一学派，是对以前两大主要学派固有的内在缺陷的矫正。产生于对人性和人的终极关怀与重视而



产生的学派，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产物。 

  20世纪后半期，在三大派别趋于一体化的背景下，人力资源派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构成了关于激励和领导的现代观点。 

  人力资源派的演化 

  人力资源派有众多流派与理论思想，按其形成年代划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理论： 

  （1）工业心理学思想（1912年）。研究工作对人的要求，识别最适合从事某种工作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特征等，认

为员工的心理条件极为重要，反映了对人的重视与关怀。 

  （2）系统组织理论（1938年）。研究系统组织的集体行为特征等，认为企业是由具有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的人们组成的，

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沟通和激励员工尽最大努力，使企业的要求要同员工的需求结合起来。这种理论强调了系统的思想，是近现

代科学与人文学科综合交织与人类认识水平提高的结果。 

  （3）需求层次理论（1943年）。人类的需求包括五个层次，从基本的食物和住房到复杂的自我实现，按层次排列，只有在

需求层次中的某一步得到满足，下一层次的需求才会被激活；一旦人的某种需求被充分满足，就不再对行为产生激励作用，这时

人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此逐级上升，成为人类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这种研究对人的解剖和分析步入微观的深层中，它揭

示的规律基本符合大体趋势，是现代学科纵深发展、现代哲学对人性与人的心理研究深刻影响的结果，是现代思维学科发展的产

物。而自我实现（即发挥出个人的全部潜能）是人类生存的最高需求。 

  （4）强化理论（1956年）。在管理上，正强化就是激励那些组织需要的行为，从而加强这种行为；负强化就是惩罚那些与

组织不相容的行为，从而削弱这种行为。 

  （5）X理论和Y理论（1960年）。管理者关于人性的观点建立在一些假设基础之上。这种假设视研究工作的方便而定，事实

上，很少有人性处于两个极端的地方，而通常介于两者之间，所以这两种理论的应用必须有权变的思想。这两种理论在理论形态

上是对的，但在具体应用上需要分情况对待。 

  （6）双因素激励理论（1966年）。该理论认为，使员工在工作中感到满意，都是属于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方面的因素；使

员工感到不满意，都是属于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方面的因素。前者称为激励因素，后者称为保健因素。激励因素是指那些带来积

极态度、满意和激励作用的因素，包括成就、赏识、成长和发展机会等。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物质利益和工作条件

等外部因素，更要注意工作的安排和员工的精神鼓励。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这种内在激励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明显。而且这种理

论实际上考察了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统一性以及它们对人的权变影响。 

  （7）有效管理者理论（1974年）。该理论认为，管理者的效率往往是决定企业工作效率的最关键因素，而有效管理的首要

活动是分析管理的环境，明确提高工作效率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种理论强调了管理者对组织的重要影响。 

  （8）Z理论（1981年）。该理论认为，一切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信任、敏感和亲密，主张以坦白、开放、沟通为基本原则，

实行民主管理。这种理论基于社会的文明化程度越高，信任的基础越牢固，社会与个人的契约精神也越强烈。而契约精神无不包

含着平等、自由、开放、包容、信任等现代文明的理念和思想。 

  （9）企业文化理论（1981年）。该理论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企业组织中软因素与软环境

的重要性，将一个组织从赤裸裸的物质硬壳中剥离出来，强调软环境和柔性的决策与影响。 

  （10）学习型企业理论（1990年）。该理论认为，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企业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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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起来的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企业，能使员工拥有共同的愿望。这种理论强调动

态性、发展性、变化性，是一种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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