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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趋势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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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丽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萌芽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熟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西方管理理论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了，明显地向人
性回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认真探索、总结西方管理思想的内在规律，对于我们的企业管理，无疑有着诸多启示和帮
助。 

一、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趋势之一，是把理性管理同艺术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要高度重视管理
经验的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以泰罗、法约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并第一次科
学地、理性地把管理纳入了科学的轨道，使管理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行为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偏重非理性方面而忽略了理性方面，管理绩效同样达不到最理想的要求。要想真正使管理达到最优境界，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具体而
言，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和安置，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这些都
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人才的优劣、好坏、人才的选拔、尤其是中层以上干部的选拔至关重要，因为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
才的竞争。 

美国人曾称IBM为“兰色巨人”，但这位巨人在上世纪90年代，危机四伏。1991年亏损29亿美元，1992年又亏损50亿美元。
1993年3月IBM董事会选定51岁的郭士纳——原纳比斯食品烟草公司总裁出任CEO，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
浪，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竟聘用了一位计算机外行当了总裁。然而，郭士纳以他的管理征服了IBM，征服了管理界。这又回
应了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对于管理者必须具有管理经验之说的正确性。 

人们一般认为，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其实，这里混淆了管理与操作（技术）的本质。一个单位的管理者，不是某一工作
的实操者，他的作用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管理（这也是法约尔理论）。工作的层面、思路、执行是不一样的，这种区别
就造就了不同类型的管理者或技术员。这一理论对我们选拔人才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二、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趋势之二，是把企业中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所谓正式组织，指的是企业为了有效实现其目标，所规定的组织成员的正式的相互关系和组织体系，包
括组织结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规章制度、运行方式、管理模式等；所谓非正式组织，是指组织中没有经过上级或一些相关
的程序而建立起来的以感情联系为主要沟通方式的组织，而行为科学则强调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要想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这
两者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 

在一个单位里，正式组织一般都占主导地位，日常的工作和学习活动都通过它来进行。由于非正式组织是自然形成的无形组
织，不站主导地位，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劳动群体中的人际关系本来就是由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一起构成的，它们共
同影响着劳动者的思想和行动。那么，非正式组织是怎样产生的呢？一般而言，它是人们为满足工作以外的某种心理需要而产生
的。正式组织的目的是完成生产和工作任务，因而满足不了人们工作以外的各种各样的需要，如交朋友的需要、业余爱好的需要
等。所以人们自然而然要通过一些途径来实现这些需要，于是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组织便相继产生了。概括起来，非正式组织形成
原因大体有三种：一是由于利益和观点一致而形成小群体；二是由于志向、爱好、兴趣、习惯一致而形成伙伴关系；三是有相似
的经历和背景。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怎样引导和利用非正式组织，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对此，有管理专家作如下建议： 

1、利用非正式组织成员之间情感密切的特点，引导他们互帮互学，取长补短，提高生产技术和工作能力； 

2、利用他们之间互相信任，说话投机，有共同语言的特点，启发他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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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灵活迅速的特点，可以及时收集职工对单位工作的意见和要求，使领导者及时掌握各方面的情
况，便于改进工作； 

4、利用非正式组织凝聚力强，肯互相帮助的特点，有意识地把单位无力顾及的群众工作和适合他们去做的思想工作交给他
们做，这样既能解决问题，又为领导者分了忧； 

5、利用非正式组织内群体压力大、突击性和从众性强的特点，在确定分配生产和工作任务是，给予必要的信任，鼓励和压
力，使他们起到突击队的作用，促进任务的完成； 

6、利用其领袖能力强、说话灵、影响大的特点，在符合条件和情况允许时，依靠他，并授予相应的权力，从而将其群体纳
入正式组织的轨道。 

三、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趋势之三，是把管理中的系统性、计划性、程序化等特征与灵活性、权变性、非程序化等特征
相结合，它告诉我们要在工作中注意管理目标的一致和统一。 

古典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理论普遍强调管理的系统性、计划性和程序化方面的作用，而行为科学和权变学派则强调不顾外部
环境的变化，把计划、系统看的得？一成不变，这样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企业本身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要正常地运转，就
必须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现代管理理论有把这两种理论相结合的趋势。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强调命令的统一，每个人只有一个上级。但在现实的工作中，却难尽如人意。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存在
着命令的不统一的情况。不同的行政机关管理着同一件事情，这种政出多门的情况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
工作，至少有人事部、组织部、地方人事局、教委等四方管理。人事局有进京指标，教委有留京指标。这种政出多门的现象在不
同程度上，限制了毕业生的就业，违背了现代管理理论中的一般管理原理。在单位的具体工作上，就更为多见。如部门领导、主
管领导、一把手同时布置、调控同一件工作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多头管理，使下级无所适从。领导班子的意见不统一，导致命
令的不统一，实际执行效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现代管理理论对行政管理工作，对于企业管理，都有着重要启迪和借鉴作用 

四、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趋势之四，是把管理中的精确性和模糊性相结合，行政方法和经济手段相结合，并警示我们要
特别注意行政方法的负面影响。 

对精确性管理的研究已逐渐成熟，但在管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不清晰、不确定、不完美的情况。不能只注重精确性而忽
视事物发展的本质，也不能单纯用模糊的方法去管理。在管理上，只有把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会真正使管理活动更加可控而
富有活力。现代管理理论认为，采用行政方法进行管理，比较简单、直接、有效，但由于它本身的特点，如果单纯采用行政方法
或者滥用行政方法，就会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首先，由于行政方法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作用和效果较直接有效，且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等特点，容易使一些管理者过分
迷信行政方法的效力，不讲客观规律，不进行调查研究而加以滥用。而被管理者由于惧怕违抗上级命令、指令会受罚，处处迎合
顺从管理者的意志，有时要做出违心的言行，这就可能助长某些领导者养成独断专行、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的不良作风。 

其次，行政方法是靠权利和服从来进行管理的，且不便于分权，因此会影响被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级有时
不能全面考虑各单位、各部门和各地区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挫伤某些单位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和合作是出于外
力，而不是自愿的，因此下级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命令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长期下去会使下级丧失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
感，形成对上级的依赖，同时也难以做到令行禁止。 

再者，由于行政方法是自上而下，按照行政区域、行政系统、行政层次来进行组织与管理经济活动的，比较强调上令下行。
这样，一方面当上级决策有失误时，下级不能自行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和措施进行补救，且当机构庞大，管理层次较多
时，还会造成信息传递迟缓和失真；另一方面，横向沟通的困难不利于企业之间发展横向联系和进行专业化协作，易在部门、地
区、企业之间造成人为的经济分割。 

事实上，行政管理的目标与企业管理的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法约尔责权的统一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论，可以有效缓解行
政效率低下问题，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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