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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呼唤重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正在进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也不同于“文革”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不同于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从这一基本社会现实出

发，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也不能全盘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必须尽快地建构一个与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们看到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就是如何提高

企业的管理水平。实践证明，一个具有较高管理水平的企业家可能救活即将倒闭的企业；一个不善于管理的企业家也

可以使好的企业变成不景气的企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增强核心

竞争力，以战胜竞争对手，关键也在于尽快地建构与完善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体系。所以日本管理学家廉田胜先生指

出：“企业成功与否，经营管理占80%的作用，尤其是管理思想，思维方式又是重中之重。”日本所以能从二战废墟

中崛起，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在于它有独具特色的管理哲学。朱镕基总理在1996年7月25

日祝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成立时，指出：“管理科学与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他认为：“当前国有

企业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管理不善。”“现在有些效益好的企业，不是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

律，而是靠政府、靠银行、靠关系、靠广告效应、靠短期行为。我认为单靠这些，企业不可能真正办好。”他大声疾

呼：“今天到了要大力提高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这是时代向我们发出的最强音。重构

中国式的科学管理思想体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一、综合创新是重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必由之路 

  那么，如何发展和重构中国式的管理科学思想体系呢？走“全盘西化”之路，把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和具体制

度，不加分析地移植过来，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正如二千多年前《晏子春秋》所比喻的那样：“桔生淮南则为桔，

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离开中国国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学管理，是不

会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的。因为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于

中国。诸如西方是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所以他们在企业管理中主张“法、理、情”，将“法”放在首位，强调管理

的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而中国则是注重道德传统的国家，所以企业家提倡“情、理、法”，十分重视“情感管

理”，强调人性化，要求管理者要尊重人、关心人、鼓励人，以合理化的制度和合理化的人情达到合理化的管理。西

方人按照法治的传统，在办事时总是“先小人后君子”，即首先签订合约力争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后按合约办事成为

朋友；而中国人则是“先君子后小人”，碍于情面不重视契约，一旦利害冲突，就会反目成仇。在目前的中国企业管

理中，由于不加分析地搬用哈佛等西方管理模式，造成两个不可忽视的恶果：一是西方企业管理多重“艺”（技艺）

而不重“道”，把科学管理归结为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而不强调管理者的自我修养，是一种“无头脑的管理哲

学”，这同中国的重“道”而不重“艺”，即“先做人，后做事”的人本管理哲学是不相符合的；二是在现代企业

中，讲的多是西方的管理思想和事例分析，而对中国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则知之甚少，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只知“哈

佛”而不知“老祖宗”，顶多是半个管理者。日本企业家，不同于我们，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科学管理的同时，还十分

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日本松下商学院在人才培养上，要求学员早晨立队长跑，以炼意志；吃饭时祈祷谢恩，

以炼恩德，还把《论语》、《大学》、《中庸》和《孙子兵法》等列为必修课。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全盘移植”的

思路，走综合创新的重构之路。所谓“综合创新之路”，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即“以我为主、合璧中西、会通古

今、自成一家。”所谓“自成一家”就是要从中国现在的国情、民情出发，尽快地建构适合于中国国情、民情的中国

式管理模式。而重构中国式的管理思想模式，需要三个基本要素（条件）：一是中国式的科学管理思想源于企业管理

实践。近五十多年的中国企业管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提升出科

学的管理思想，诸如“一参两改三结合”的管理思想等。海尔集团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详见《海尔中国



造》）。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根据“洋为中用”的原则，我们虽不主张全盘移植论，但我们提倡积极向

西方学习先进管理思想和经验，吸取西方适应于我国现代企业实际的科学理念和管理制度，使之达到中西合璧的管理

境界。因为西方的管理模式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还有其相通性、普遍性的地方，即适应于一切民族和国家企业管理

的共同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三是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更应该立足当代，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吸取中国古代的管理之道，把“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会通古今”的管理。因为它除了

时代性之外，还有普遍性，即适应于一切时代的东西。这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管理资源，必须克服

“重洋轻中”的错误倾向。只有走综合创新之路，在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寻找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

国企业管理的结合点，将三种要素有机地综合起来。经过一代或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地建构起中国式的科学

管理思想体系，达到“自成一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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