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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彪 教授 

人是社会主体,也是企业主体。而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同与抗阻。认同，与管

理者合作，企业就能成功，就能取得好的效益；如果不认同，而是进行反

抗，或者说是抗阻，企业就难以成功，也难以取得好的效益。利益与目标会

使人认同，但人的自尊又会使人产生"抗阻"，而传统理念与伦理又会"减

阻"。 

例如，职工是不是企业的"主体"，直接关系着"企业发展"。我们传统的理论

称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但学术界认为国有企业职工是"雇工"。如何将职工变

成主人呢？西方企业采用职工入股的办法，中国过去采用理论宣传，现在也

偿试用"入股"办法增强职工主体感。 

怎样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西方的人学虽然对如何管人进行了大量探讨，

但总是将人看成生产要素，没有达到尊重人的尊严的程度，而中国的传统文

化在这个问题比西方要进步。 

现代企业管理日益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以人为中心，实

施"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是强调以"人"为中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

而达到组织目标的管理。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理论存在着缺点： 

第一，它的理论和模式是建立在如何提高劳动功效上的。它始终是把人当作

一种生产要素，而没有将人当作社会主体、企业主人来看待。它的理论都是

围绕着怎样促进这种特殊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来论证的。西方的"人本管

理"强调人的因素，是因为，在现代企业中，人的因素的作用更突出了，人相

对地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有了多种需要，不尊重被管理者的人格，不关心

被管理者的需要，就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能达到管理者的目的。它所

谓的"人本管理"、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以资为

本"，对于人的社会性的研究都是服务于资本的效益。人在这种管理模式中并

没有获得他应有的地位。人本身是社会的中心，应恢复人至高无上的主体地

位。西方的理论难以达到达个目的，而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把

人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 

第二，强调群体和谐、团队精神是现代管理的要求。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

义提倡个人人格的独立性，强调个人意志和愿望的实现。这种个人意志和愿

望在一定条件下很有可能同整体目标相冲突。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说，西方传

统的人文主义带有一定的缺陷。 

第三，"人本管理"、同西方的主体文化即科学文化是相矛盾的。西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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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调理性、规范性、重视量化分析。而人是一个复杂的活生生的社会动

物，有生命、有思想、有情感，人又是在不断发展的，这本身就决定了人是

无法用纯科学的、纯理性的、数量化的手段测定和衡量的。用纯科学和理性

的手段来管理人，其效果会大打折扣。 

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并末真正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内涵。 

上述这些问题在西方文化内部无法解决。1982年8月11日，美国旧金山首次举

行孔子诞辰2533周年祭记大会，当时的里根总统亲派代表致祭词说：  "孔子

崇高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的学

说世代相传，揭示了全人类丰富的处人处世原则。"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

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

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西方文化是科学文化，在管理上表现为注重"法治"、规范管理。中国文

化则是"人文"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是极富人文特质的人文文化。

它强调"以人为本"、群体和谐、义重于利、"仁政"、"德治"，与"人本管

理"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智慧的管理思想，使许多学者

开始认识到东方管理文化和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我国也提倡"人本管理"，但内含与模式同西方不尽相同。我们应充分挖掘和

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施"人本管理"。具体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 

第一、科学地理解和认识人。"人"是什么？如果把人作为生命理解，那人与

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把人提高到社会层面，那人就成了真正意义上

的"人"。真正的人，用马克思的话讲，不是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集结

点。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目的又

是手段，是主体、客体、目的、手段的统一体。人不同于物质生产要素，他

是生产实践和管理实践的主人、主体，是管理实践发展的目的。只有从这个

意义上去理解人，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从根本上去激励和激发人的积

极性和主动创造性。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此相关的大量阐述对此很有价值。 

第二、人不仅有"平等欲"，也有"主人欲"，要求自已成为家庭、企业、国家

的"主体"。但实际情况是，人在企业中大都是"被雇用者"，主体是"国家"，

是"老板"。在我国的国有企业里，虽然一直都在提倡"职工是企业的主人"，

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落到实处。职工实际上是企业的"雇工"，国家是雇用

它们的老板。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几十年管理的一大失误在于没有真正地

做到"以人为本"，长期以来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 

第三、充分挖掘、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有关"人本管理"的思想

和智慧，将其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同时注意引进、吸收和消化西方的科学

文化的精华，取长补短，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于一体。只有这样才能探索

出既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人本管理"模式。 

一种管理模式的产生必须植根于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是人们在特定

的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自主选择。文化力量和传统力量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

的文化阻抗，增大民众的认同效应，实现管理效果的优化。一种管理模式或

一种管理理论最终能否获得成功，并不取决于其选择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是什



么，而是取决于这种内容和方法同特定的文化背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程度。

能融合，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因此，现代管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是势

在必行，是科学管理模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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