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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论的“丛林”与“铁三角”

2011-09-15 14:22:17    

   

张华强 

 

正如文学有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一样，企业管理也存在着自己的永恒主题，那就是处理组织、生产和销售的三角关系，我们
可称之为“铁三角”。管理理论无论如何演化，其实都是对管理实践中处理这种三角关系的反映和解答。 

管理实践的三大基本问题 

无论人们怎样给管理下定义，任何一个企业家都要在实践中处理好组织、生产和销售这三大基本问题。组织即企业健全的机
体，一个有特定功能的系统。我们可以把组织进行较为广义的理解，例如人财物的组织供应，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以及两者的相
互过度等等。生产指的是企业能够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是组织功能的表现。销售则是组织价值的实现。人们常说的人员、战
略、运营三大流程都分别要在组织、生产和销售这三个要素或者问题中体现出来。 

从管理的发展史上看，企业经营活动的组织、生产和销售这三大基本问题的重要性是依次表现出来的。首先是组织问题的突
显。如东印度公司建立之初，当时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起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企业管理的组织形成由简单趋向复杂，关
于企业组织的理论也日趋成熟。接着，具有独立意义的管理理论则为解决生产问题应运而生，例如泰勒的科学管理，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提高生产率。当生产力突飞猛进，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市场相对饱和，销售又成了大问题。于是行为科学、信息科学等
新兴科学的研究成果全面渗入，以帮助企业解决以客户为上帝的销售难题。当企业进入全方位竞争的时代之后，企业经营活动的
组织、生产和销售这三大基本问题便三足鼎立，同时形成了管理的基本走势。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管理实践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往往会同时困扰着我们，但是这并不是说管理者在思考这三个基本
问题时要平均使用精力。随着市场的变化，某一个时期某一个要素的重要性表现的要突出一些，因此在某一个时期总会有一个管
理热点，总会有某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管理热点的出现，并不是管理实践的三大基本问题的增多或者减少，只是说
明形势的聚焦点需要特别关注三大基本问题中的某一个罢了。 

与前几年每年都有一个管理热点相比，时下人们似乎对不管什么样的管理理念都不感兴趣了，“炒作”者们甚至为找不到管
理领域新的兴奋点而耿耿于怀。这或许是经理人队伍的一种成熟，不再轻信，不再跟风，不再折腾。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企
业家们发现，无论管理理论怎样绕来去，实践中还是得扎扎实实地解决组织、生产和销售这三大基本问题。 

三大基本问题构成变化中的铁三角 

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管理实践变得日益复杂起来。然而无论其怎样复杂化，基本的问题依然还是组织、生产和销
售，只不过其内容与形式都不再是老面孔。不同的企业在三大基本问题上轮番过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像矛与盾的相生
相克那样使三大基本问题面目常新。例如，组织创新的步伐一天也没有停止，自两权分离以来，企业历经了老板、经理人、CEO
当家；生产由计划调节、市场调节到自主刨新；销售从酒香不怕巷子深、重视信息到形成“注意力经济”。而所谓的注意力经济
只不过是在人们普遍重视销售信息，以至于信息泛滥，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吸引“眼球”的促销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把管理实践
的三大基本问题称之为企业经营活动变化中的铁三角。 

与管理实践的演变相适应，管理理论也力图多角度的反映管理的变化，并解决时代赋予管理的新课题，于是便形成了管理理
论的丛林。1961年，孔茨归纳提出了管理理论的六个学派。到了1980年，孔茨发现原来的六个学派已经扩大到十一个学派：即管
理过程学派、人际关系学派、群体行为学派、经验（或案例）学派、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系统学派、决策理
论学派、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 

时间又过去了近三十年，管理理论不仅没有走出管理丛林状态，甚至有愈加严重的趋势，企业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全面
质量管理、核心竞争能力等理论仍在不断被推出。其实，无论管理理论的丛林如何蔓延，其核心内容都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组
织、生产和销售这三大基本问题生动反映。 

管理基本问题的三角关系是“铁”的；而管理理论的丛林常青，不断地推陈出新。管理理论丛林的繁衍是此起彼伏着的，不
断地旁枝侧出；而管理实践的铁三角的则是稳定的。因而可以说，管理实践的铁三角是管理理论的“丛林”变化中的不变性。管
理实践与管理理论两者是骨与肉的关系，管理实践的铁三角是骨，管理理论的丛林是肉。没有前者，后者将失去支撑，没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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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者，前者将索然无味。两者又是皮与毛的关系，管理实践的铁三角是皮，管理理论的丛林是毛，“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管理
实践的铁三角又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孤立地看待不同的管理理念，就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思维昏眩。当然，管理
实践铁三角的三大基本问题又是可分析的，管理理论如果不深入探析某一个具体问题，也难以独树一帜。 

“铁三角”离不开理论丛林的涵养 

当我们走进管理理论的丛林时，管理实践的铁三角就是前进的指南针。管理理论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为了说明的方便，
它要舍弃许多东西；舍弃的东西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假定它们处在理想（有时甚至是绝对理想）的状态，这样才能使管理理论的
研究得以顺利进行，才能集中说明研究者想表述的论题。而管理者在运用时必须进行反向的还原，尤其当一种管理理论被
热“炒”的时候，不要以为企业管理果然又有了新定义，管理实践从此须“惟此惟大”。虽然每一种管理理念的提出都是为管理
实践服务的，却不能代替管理实践。管理者如果以为引进一种管理理念就能代替自己的管理实践，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舍本逐
末，注定难以功德圆满，如果据此反过来归责于引进的管理理念，甚至殃及所有的管理理论，那就是把企业管理当成了概念游
戏，游戏的兴趣过后往往是弃之如弊履。 

尽管在我们面前已经有了一个管理理论的丛林，但是正如过去的文学宝库里的众多名著没有穷尽爱情的故事一样，管理理论
的丛林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管理实践的新课题。随着实践的发展，管理的基本问题还会碰到新的情况，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新
的主体会对传统问题得出新的认识，或者需要为他们做出新的诠释。而每一个管理的基本问题还会进一步被细化，使管理理论的
丛林出现高度分化的事态。尤其重要的是，当我国企业的运作环境与国际接轨之后，将与国际先进企业在管理上站在同一个起跑
线上，管理水平的提高将逐渐保持同步，国外引进的管理理念不会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令我们新奇、兴奋和神往，更需要我们
关注国内同类企业的管理理念，我们不能以为它们不值得一提，不屑一顾。 

管理实践的基本问题是铁的，但是它需要在实践的运作中增加灵活性，添加润滑剂，减少磨檫和震荡。解决管理的老问题是
市俗的，它需要被赋予文化的内涵，需要获得普遍的意义。正如人们的家园需要绿色植被，以防止水土流失，管理实践的铁三角
也需要对其生态的涵养。管理理论的丛林正可以为我们提供管理的植被，维护管理实践的生态，使得企业经营活动变化中的铁三
角不至于锈迹斑斑。管理者要想与时俱进，不能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而对管理理论的新发展产生疲劳，对新出现的管理动向
麻木不仁。可以预计，管理理论的丛林还会出现新苗，还会结出新的枝新的叶，我们都应该为之欣喜。 

重视我们身边的管理理论 

无论学者们如何建立管理理论模式，企业家的任务仍然需要不断改进管理的三个基本问题。例如对于什么是管理的解释形形
色色，至今难以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这并没有影响管理实践的发展。 

如果说专家学者们的任务就是要解释管理的话，那么企业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实实在在地处理管理的基本问题，加强和改善管
理，而这种实践可能同样具有理论意义。 

是的，相对于管理基本问题的铁三角的存在，如果说它是管理理论的“丛林”变化中的不变性的话，那么管理理论就并不神
秘，但是我们不能在抹去管理理论和大师们传经布道时的光环之后就统统视之为招摇撞骗。只要我们愿意并肯下功夫，我们也可
以根据自己的管理实践总结出一套管理模式；只要我们在市场上取得了稍有影响力的成绩，就会有人找上门来探寻我们的管理模
式，愿意为我们“包装”甚至“炒作”。我们不能由此认定所有的管理理论都毫无价值。也许在你对自己身边的管理理论不以为
然时，别人己经在它的启迪下更上一层楼了，因为总有人慧眼独具，总有人善于兼收并蓄，总有人懂得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道理。 

韦尔奇的神话告诉我们，优秀企业不断成长的轨迹，往往也有助于管理理论的推陈出新。请问哪一个百年老店没有些许值得
称道的“规矩”去约束管理基本问题的三角关系呢？这些“规矩”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正如企业自己能够历经市场洗礼而站稳自己
的脚跟一样，也可以形成理论形态跻身于管理理论的丛林。只不过这些百年老店要想不断地焕发青春，也需要不断地在管理理论
的丛林中汲取新的营养，使得自己处理管理基本问题的三角关系的老“规矩”能够与时俱进。否则就是在刻舟求剑，终将随着管
理理念的老化被淘汰出局。至于羽毛未丰的企业，与其不停的引进国外的理念，或者到千里之外参观取经，不如重视本土的身边
的先进企业的经验，更不能忘了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使自己处在一个较高的起跑线上。否则就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摸
索更长的时间，甚至尚没有迈开步，就陷入了注定要被淘汰的境地。 

也许我们在管理实践中不经意的努力，会成为管理理论丛林新枝新叶的营养成份。至少当有人为之鼓与呼的时候，我们不要
把它们当做另类，当做雕虫小技，或许在我们看不起眼的新的苗圃中会成长出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参天大树。 

 

来源：中国管理传播网 

责任编辑：奇奇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688；84177878；8417787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邮编：100102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