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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基本模式 

  中国管理哲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管理，它是一门大写的“人学”。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虽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

本质，即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从管理学角度，所谓以人为本的“人学”，也就是“修己治人之

学”。这一命题，是从体用结合的高度来立论的。所谓“修己”，就是要求管理者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

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修己”是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治人先治己”，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

人。在管理学上，这叫做“自我管理”。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所谓“治人”，是在“修己”的基础上，如何

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艺术的问题。“修己”是体，“治人”是用，这是管理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从这一意

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哲学视为一门管理哲学。 

  日本深受中国哲学特别是是儒学的思想影响。日本株式会社爱华路多集团董事长五十岚由人写了一本管理学，叫

做《商道即人道》（华龄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在长达42万字的著作中，反复论证的就是“商道即人道”。该

集团的经营理念是：人间是爱的体现，人生是奉献，商道即人道。书中所载的爱华路多社歌，集中地体现了它的“商

道即人道”的思想。歌词是：“一、爱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让我们在爱的道路上前进，分享喜悦，赞美真理。啊，

因为有我们的爱而欣欣向荣，爱华路多；二、我们信奉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这光辉的思想，让我们满怀感激，和睦

相处，用一颗明朗的真心，啊，驰骋在奉献之路，爱华路多；三、经营之路是我们人生大道，我们通晓人生意义的真

谛，让我们分享幸福，繁荣之花在此时盛开，啊， 我们的事业光辉璀璨，爱华路多。”五十岚由人提出的“商道即

人道”的命题，正是对中国的“修己治人之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是中国管理哲学真谛的现代表述。 

  现在，西方许多管理学家也同意中国的“修己治人”的管理哲学。如柯维在《与成功有约》一书中指出：“唯有

反求诸己，从观念和品德做起，由内而外，全面造就自己，才能使你在人生各个层面表现出众。”杜鲁克在《有效的

管理者》再版序中说：“一般的管理著作谈的都是如何管理别人，本书的目标则是有效地管理自己。只有那些有能力

管理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 

  在“修已”（体）与“治人”（用）两个要素中，中国人虽说更重视“体”，即管理主体的道德品格修养，但是

并不忽视“用”，即如何管理的问题。在如何管理上，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无为而治”，二是

“有为而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主要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在“有为而治”的管理模式中，

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理解，又可分为三种：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或“以德治

国”）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

智治兵”的智慧性管理。在重构中国式管理模式中，必须在企业管理实践基础上，把东方与西方、“有为”与“无

用”、柔性与刚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构起系统的中国式管理哲学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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