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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构中国管理学应从分析研究“事”入手 

田嘉明 

一、 管理对象是什么，是中国管理学必须首先明确回答的问题  

没有管理对象的管理活动是不存在的，不同的管理对象决定由不同的管理者

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去管理。当前国内出版的管理学在管理对象的提法上存

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1、 有些管理学根本不讲管理对象，既有译著，也有国人的著作，没有管理

对象的管理学是不完整或不科学的管理学。  

2、 有的管理学只讲管理因素或要素，不讲管理对象。如：有的认为现代管

理有六个因素：人、财、物、设备、技术、信息。有的认为国外管理基本要

素是七个M,即men(人)、money(金钱)、methods(方法)、machines(机器)、

material(物料)、market(市场)、morale(工作精神)。还有的认为现代管理

有九个要素：机构体制、政策与法、管理者、信息、被管理者、财、物、时

间、效率。其实管理对象仅是管理中的一种要素，不应同管理诸要素混为一

谈，况且机器、物料都是物，再加细分势必要弄巧成拙。 

3、 承认有管理对象，但其说不一。有一对象说：组织或人。三对象说：

人、财、物。四对象说：人、财、物、事。五对象说：人、财、物、时间、

信息或人力、财力、物力、时间、设备。七对象说：人、财、物、信息、时

间、士气，或 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事件。八对象说：人、财、

物、信息 、时间、空间、士气、方法。其实对管理对象的分析，不在于细，

在于能抽出组成管理对象使其成为系统的最基本要素。有的也认识到事是管

理对象，但遗憾的没有深入一步分析，找出与人、财、物等要素的区别，竟

功亏一篑。可以说，管理对象是至今国内外管理著作都没有说清的一个至关

重要的概念，并由此把人们引向歧途，陷入管理概念的迷宫不能自拔。为

此， 

在建构中国管理学时务必深入系统地对管理对象——事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事是个复杂的系统 

1、 组成事系统的基本因素：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 

（1）、人是事系统的核心要素或决定要素，对人的管理，最终是为了更好地

对事进行管理。世间一切事情都是由人去办的。 

（2）、财与物是构成事系统的物资条件，财是办事所需要的资金，物是办事

时所需要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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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空间是事存在的形式，做任何事都得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时

间是表征一件事发展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间隔性的，空间是表证一件事

发展变化的广延性、方位性、排列性的。古人把表示“四方上下”的空间称

作“宇”，把表示“往古来今”的时间称作“宙”。 

（4）、信息是构成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中介要素，人、财、物、时间、空间

的自身属性，是通过信息反映出来的，并通过信息的构通或纽带把它们组成

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件事。 

2、事系统的结构 

（1）、事系统的结构可用模型表示：（这里无法绘制，详见我和田成果合著

的《管理&#8226;办事学——善管理会办事的学问》2002年10月哈尔滨工业大

学出版社出版。事系统是由人 、财、物、时间、空间和信息六个子系统组成

的，每个子系统又是由更小的子系统构成的。所说管理，就是对人、财、

物、时间、空间、信息进行合理配置，达到高效率成事的过程。 

（2）、事系统的内部矛盾关系。事系统是由各六个子系统及其更小的子系统

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络，其矛盾关系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六个子系统与事系统的矛盾关系，即现有的人、财、物、时间、空

间、信息与所要办的事在素质或质与量上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其中人与

事的矛盾是事系统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其它子系统与事系统的矛盾在一

定的条件下有时也会成为主要矛盾。 

第二类是子系统间的矛盾，即个子系统间时时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

矛盾。如办事空间的扩大，办事范围拓宽，办事时间就会相对缩短；反之，

办事时间就会增长。 

第三类是各子系统自身的矛盾关系，有人与人、财与财、物与物、时间与时

间、空间与空间、信息与信息的矛盾关系。如人与人的矛盾关系有管理者与

管理者、领导者与领导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及被管

理者间的种种矛盾关系。人们处理这些矛盾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排除与办该

事无关的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小子系统，减少不必要的矛盾，使与办事有

关的小子系统有效地去参与办事的全过程。 

可见，人们所办的大小事情，之所以千差万别，就是由构成事系统各基本要

素的不同配置组合的结果。说到底，事的性质事由事系统内部结构或矛盾关

系决定的。 

3、 事系统的功能 

事系统的功能，是指自成系统的事，除内部各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外，还同其它事系统发生联系，发挥它特有的作用和能力。事系统的功能也

可以用模型来表示:(模型图从略) 

一方面,通过模型,它可以表示任何一个事系统都是个封闭系统。该系统可以

是一个部门、单位或组织所要共同完成的大事,它们是由各个基层所要做的小

事组成的，为有效成其大事，就要对该系统中的现有的人、财、物、时间、



空间、信息进行科学配置，在即定的封闭的时空里形成一个同向、同步的人

流、财流、物流、信息流。 

另一方面,模型也表示了任何一个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大至一个国

家，小到一个单位，为做好各自的事情，彼此间必然发生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不断地在所能涉及到的时空里或办事环境中，去广泛收集信息，网罗人

才，扩大财源，获得办事所需的物力。可见，在办事中，决不能画地为牢，

作茧自缚，要请除小家子气。提倡信息共享；人才交流，为发挥人才资源的

作用，提供用武之地；在利益上互赢、互惠、互利；在物力上，互通有无，

使物尽其用；在一个共同的时空里，办好各自的事情。 

事模型一 事模型二 

模型一、它表示任何一个事系统都是个封闭系统。该系统可以是一个部门、

单位或组织等，它们要共同完成的大事是由各个基层所要做的小事组成的，

为有效成其大事，就要对该系统（事1、事2、事3、事n）中现有的人、财、

物、时间、空间、信息进行科学配置，在即定的封闭的时空里形成一个同

向、同步的人流、财流、物流、信息流。  

模型二、它表示任何一个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大至一个国家，小

到一个单位，为做好各自的事情，事n、事m、事L间必然发生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彼此不断地在所能涉及到的时空里或办事环境中，去广泛收集信息，

网罗人才，扩大财源，获得办事所需的物力。可见，在办事中，决不能画地

为牢，作茧自缚，要请除小家子气。提倡信息共享；人才交流，为发挥人才

资源的作用，提供用武之地；在利益上互赢、互惠、互利；在物力上，互通

有无，使物尽其用；在一个共同的时空里，办好各自的事情。 

三、事的分类 

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不同，决定着管理者所管理的事类也不同。总的看，人们

所管理的活动可分为两大类：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或认识世界活

动与改造世界活动。通常还依据组成事系统的基本要素的各自特征及其组合

方式的不同，可把常见的事情划分以下八类：依据人、财、物、信息所处的

不同的空间分有国事、天下事和家事。依据人、财、物、空间、信息所处的

不同时间分有前事（往事、古事）今事（现代事）和来事（未来事）。依据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通过不同的信息，运用不同的财、物所组成的事

分有不同职业人的事、不同国籍和民族人的事、不同管理层人的事、不同年

龄和性别人的事等。依据人、财、物、空间、信息组事所需时间的长短分有

急事、缓事。依据事系统的功能、价值分有好事、坏事。依据人、财、物、

时间、空间、信息的真伪程度和人处事态度分有实事、虚事、真事、假事。

依据事情出现的突然性、意外性或偶然性分有突然事、意外事、偶然事。依

据管理办事效率高低分有蠢事、漂亮事、地道事。 

总之，中国管理学只有把事作为管理对象，并对事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才会真正找到中西管理融合的切入点，实现国外管理理论中国化，中国办事

理论世界化。从而使人们真正懂得为什么说，所管理、所办的事情是复杂

的，是由各个因素组成的道理；为什么所办的事情不同，所采取的方法、手

段、原则和要求也不同，如办家事、国事、天下事，只能坚持公私分明和公



而忘私的原则、大事要明白而小事要糊涂的原则，对古事、今事、来事要坚

持不忘前事、验之来事的原则，对急事要坚持事急心不急的原则，对好事要

坚持从小事做起持之以恒的原则、对坏事要坚持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原则，此

外，要求不同的人去办不同的事，做到人适其事，事宜其人的原则。这样当

国外或有的人提出一些新的管理概念时，也就不会惊乎不已，奉为神明。如

一个企业所要办的事情发生了大变化，企业中的人员进行新的组合也是必然

的，这就是国外所说的企业重组或重构。又如按要素进行分配的提法，之所

以是合理的，是因为有效办成一件事，是需要诸多要素参与，因此，根据人

力、财力、物力、时间、空间、信息的拥有者在办事中投入的多少，进行分

配也是无需置疑的。此外，只有把事作为管理对象，强调事在人为，事如其

人，做明白人，才能做明白事，才会凸现出中国管理学以人为本的传统理

念。上述看法更详细地论证，请见我和田成果合著的《管理：办事学—善管

理会办事的学问》一书（2002年10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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