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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东西方管理的分野 

成中英 

  所谓人之为人，从经验上看，人是多种多样的，从最好到最坏都有这个

共同点，共有素质是很重要的考虑。界定人，尽量找人与其他动物种种不同

的地方，再看是否每个人都能感通同样性质，即使人成为人的性质，是否可

以产生一种要求，发挥那个东西。这也是相当科学的。界定人完全就现代人

的通性讲，是暂时性的。就人的某个跟其他动物比较不同的地方而不是彻底

不同的地方，也是个问题。西方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界定为“人是有理性的动

物”，理性即不是主观，而是针对客观现实认识的能力，思考客观现实作出

相应客观现实的结论。凡是理性都与人有关，但它对人性就无完全性把握，

人不只追求理性，运用理性，人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而那更有目的性。人

与物差别中，人不是单纯作工具性方面，而在于他的目的性。电脑更有理

性、能力，但不能说电脑更有人性，西方哲学思考认为电脑、机器最终能取

代人。单个人生命有限，经验有限，不可能与第五代、第六代电脑相比，电

脑把很多代人的集体智慧、经验结合起来，从工具性思考能力和推理能力

讲，人不如电脑。从目的性讲，人追求的是德性完美，整体性的群体性的美

好，电脑是没有的。 

  人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的快乐不如大家一起快乐，不如和亲人一起分

享，进一步和朋友一起享受。两个人一块聊天，没有一个人没有朋友，白白

可以坐下来，什么都不考虑，只考虑彼此沟通、分享，而这是人所追求的终

极价值。中国人讲求人的发展，人性的自觉是个重要发展，这是中国人的特

点，这是种伦理、道德，它也不是单纯个人主观性认定，有本体宇宙论基

础。人有一种追求自我发展、整体发展的共同要求，说明宇宙有向上发展的

能力，有内在目的性，通过人而不是上帝来实现。中国人不讲外在的上帝，

天也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外沟通的，这是中国人哲学特殊性质，今天看也很

有价值，价值有无靠比较，在哲学市场里，看到别人思想各有所长，但作为

竞争来说，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有贡献于世界的地方，即所说的目的性、整

体性、人性的自觉。中国人有传统，写出来也可欣赏。一般人也有内在体

验，儒家讲人不是抽象、空洞地讲，而 

是从具体、经验、体念上讲，有元良知、人性，对人的理想追求不是单纯的

习惯，而是基于长期经验，体验出来的，基于历史、人物、事件的思考，反

思得来的。不能否定其他思潮有很多价值。西方18、19世纪，工业革命后工

业价值很重要，工业主义是在19世纪发展的。人们掌握很多工具解决很多人

的问题，创造更多的成果让更多人欣赏，提出来“最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福”的原则。工业主义，中国的墨家就是，中国很早就经过市场经济，比如

春秋战国时期。今大的世界也是“春秋战国”，美国相当十当初的齐国，中

国相当于鲁，前苏联相当于秦。竞争中产生不同价值，功利是重要的，牺牲

小体成全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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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人权，只有在人性自觉中，人权才有价值。西方人权是通过奋

斗、斗争获得的，受到政府保障。中国是种道德人权，中国人缺点是人性自

觉和专制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专制体制统治人民的工具。在这个结合过程

中，人性自觉消失、减少了。从汉到宋明，宋明又稍有不同，宋明思想重新

造就人的自觉，提倡理学。但又为专制利用，变成科举工具，总是哲学思想

与政治体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政治专制的工具，到五四运动后，才慢慢了解

分开的重要，专制不能在现代世界中竞争，产生不了竞争价值，使民主社会

生存繁荣，还造成危亡、毁灭，推翻专制后，也想推翻与专制结合起来的思

想，所以鸦片战争后，日本很快推行明治维新，走向现代化。而中国人一直

不愿放弃传统，当专制体制破坏后，甘受传统思想奴役，因为专制把人带到

封闭专制、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体制，利用中国传统为工具。同样当它垮

掉时，年轻人觉得生活没什么价值，应与专制一起埋葬。这是不现实的哲学

立场，后来慢慢了解专制体制应与哲学思想分开，人性自觉与专制政权、政

治要分开，这个分开有个过程。中国需要整体性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兴

起代表中国要经历洗刷，洗涤作用是针对帝国主义和专制而言的，马克思主

义在现代中国看有双重作用，扮演政治角色和思想角色。但是任何体制与政

治结合，都有失而穷的地方。思想应有相对独立性，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也慢慢了解到，把思想方法、文化资源与政体、权力结构分开，不能把权力

结构、政治体制作为应用或压制思想体制的办法。分开，可以用，还有相对

独立性。这样，文化才有更多的竞争力。 

  人开始了解很多事情需要分开、沟通，不能融合。如政府和企业应分

开，国有企业，政是权力，所有权。自主权，使它面对市场，目标是赚钱。

政企分开不是说政企不应沟通。台湾、日本 

企业成功，是因为政府与企业协调，政府帮助、辅导，不是压制、去掉活

力，政企分离加上政企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同样，人性自觉的文化，思想资

源如诸子百家、它假如与政治分离，工具性、目的性突出了，首先可以成为

工具，要达到企业目标，就要人性管理。中国管理特色是实现人的社会、人

的美好世界。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某个特殊价值，而是为了全体人的社

会。企业目标是社会目标、人的目标，与西方不同，企业为了赚钱，赚钱越

多越好。中国企业目标不是争取更多权力，而是把权力分化，为社会、人类

共享，这是人性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哲学更具社会主义特色。 

  此外还要了解人性有很多阴暗面，科学技术发展，为犯罪者所利用，为

非作歹。介绍西方，引人其长处，西方人讲究理性、法律，讲究公平，这是

理性的发展，需加强，但对人性尤其是协和力、人的情感、感性、悟性不重

视，有好、坏两方面。一个中国人可以很快超过一个西方人，但由于没有组

合力、理性基础，没有办法做整体超越，这是浪费。若能把西方的组织结构

融合、平衡，中国人赶上西方不是很难的。中国人也有自身缺点，需加批

判。西方人了解自己也有很大缺陷。对人的最后理想，所谓人性自觉内涵，

中国人相对强些，这涉及人的群体社会的建立。 

  西方人是在很早的斗争、竞争中发展而来的民族。古希腊在小岛上，面

对海洋、贫穷，与海洋斗争，需要掌握天文、地理知识才能生存，不需大多

情绪，很早就讲自然哲学。经过罗马帝国征服，各民族冲突激烈，17世纪可

以说是西班牙的世纪，18世纪可以说是法国的世纪，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多民族大融合，种族复杂。西方永远处在你争



我夺中。与西方历史相比较，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固定在中原地区，以龙为

身，几千年来，仅改朝换代而已，融合周围少数民族，主观性强，靠天吃

饭，持勤持俭，养家糊口；没有征服、掌握自然力的冲动。西方经过几百年

的斗争，锻炼出强性性格。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年来中国遭受了几乎 

是毁灭性的灾难。日本人比中国人精明，他不相信西方人，与西方竞争。中

国人不相信自己的人，对外国人却很相信，日本人利用这一点骗得了中国独

有的宣纸制造技术，抢占中国的宣纸市场。中国人没有法律观念，不知保护

自己，太容易轻信，受骗上当。但另一方面与竞争者又勾心斗角。中国人不

了解西方、外面的世界，在生意场上经常受骗。中国人应该学习西方求证，

不能盲目冒险，冒险要有合理性，学会防术、防范。国际上，中国人被认为

变来变去，不承诺，日本人不容易也不大可能上当，什么都搞得清清楚楚才

做决定，决定了就会愿意承担。而中国人答应快，许诺后又不能兑现。所以

①在组织、财务上应有起码的理性要求，中国人不喜欢理性化，不 

喜欢收条、档案、记录；②策略领导、市场生产方向、人际问题上建议、解

决人的资源开发需灵活思考各种关系，思考涉及各种方法的利用。这一部分

也可理性化，理性化即给他形成一个规律，规律不是死的东西。在人的问题

上也是如此。规律是理性的表达，可分为四个阶段：理性——原则——规

律——实例。 

  理论方面理性的，是抽象的，要慢慢具体化。规律是开放的，可以随时

有新规律。西方人把规律指定在一个层次上，如调理论把人假设为自私自利

的。中国管理特色在于它有更多选择性、发展性，把它理性化、规律化是可

行的。西方新的管理建议只说规律不谈理论，从规律角度可融合在理论中，

而成为理论中原则的规定、主要说明。理论不是仅理性，而是合乎理性、包

含理性，以理性为组织结构来扩充应用面，掌握系统灵活性。过去的管理，

系统灵活性不够。管理是自我管理。他律跟自律的关系是，他律是别人来管

理，自律是自我规范，也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管理基本上从外面，管理就

是别人管，好就听，不好表面上听从内心不服，基本上是以外在的规律加进

一个企业中过程。不听从，就不能升迁。他律和自律是相互配合用的，在人

的问题上，规律最好能符合人的基本需求，成为内在规律，从C理论讲，儒家

以关怀态度让他去主动争 

取人性管理，基本上让你自觉为了感情，为集体性、整体性的利益奉献自

己。在某种意义上是交换，比强迫做好。用人的机制来发挥比强迫好。管理

是基于他律以成就自律，由于自律往往不足，就需要有智慧的人，作为领导

来提供规范与理论，从他律促进自律，这就是好的管理哲学的运用。例如，

夏威夷，以前有人做照相生意，生意冷淡，后来有人基于思考人性发展的办

法，先发给免费照相，然后挂出来，由于照得好，顾客虽是犹豫但最终还是

买了去，生意很是兴隆。这说明人有感情，不能单纯利用理性，利用悟性、

个性一面也可达到理想效果。 

  儒家讲君子和小人，是道德上讲的，认为每个人都能成为君子。若没有

人性的自觉、自我规范的话，就会成为小人。小人重利不重义，君子是重义

不重利。好像义与利是分开的。利一定代表自私，义是没有利的。这缺少对

客观现实的了解。事实上，人可以同时有义又有利。讲义并非不能讲利，讲

利并非就是小人。义与利实为公与私的问题、大和小的问题，儒家一切为

公、从大，没有了解到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也是达到公众利益的方法。对

工具性了解不够，如少数人先发展也能产生大多数人的好处。利益原则的提



出，作为理性原则，对虽家是个好处，彼此交相利，有帮助，交相利不是说

要损人利己或损己利人。目标是兼相爱，兼爱是交相利的基础和目标，今天

发展经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有人为利丧失人的其他目标，最后因小

失大，大家追求利，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而且有的成功也不是永久成

功。真正的利益持久、稳定增长，是正当的手段的利。一切向钱看，不择手

段，都是危险的，儒家把义与利截然分开，完全对立，是其缺陷。今天要作

进一步转化，把君子小人作有社会理性和没有社会理性的、合理和非合理的

区别，传统思想经过新的诠释获得新的意义。 

  禅的特点以慧能为标准，基本上是不执着于象、心、某一定点。定是一

种禅释，澄心静虑达到自我思想解脱。佛教最高境界是不执着，作为无所

求、无所得境界，有超脱作用，情完全不受任何东西束缚，达到不带任何成

见、不带任何情绪的空灵世界。这种禅在生活中不够，生活中要有动作、现

象，《易经》提供好的原则，生生不息的生命感，使它具有生气、生意，使

更多人享受生的境界。那是个标准，从无空到深化、禅趣，宇宙有空灵，但

也不完全空，空无化还要深化。因为这是根本经验，人的经验脱离一个处

境，回到一个生命的原点，那个原点还要产生新的宇宙。宇宙再出现、再变

化出现是易的境界。禅是相当主观性的，易是主、客相互结合起来的，有人

说禅易，我们说易惮，把掸当作《易经》深化系统中的本体性的超越。而禅

易认为易不过是宇宙变化的心灵状态，变成相当主观性，静、定、悟、超越

是深刻了解，没有限制、障碍。纯粹自由了解，自由到自然，这种自由基本

上是心灵自由，深化的“易”是自然深化。 

最新文章： 

● 官僚意识与人文精神  曾飞  

● 立此存照：高尚与丑陋的反思  小龙  

● 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约束  陈柳钦  

● 当“优秀工”成了鸡肋  韩成杰  

● 知识生产管理  侯象洋  

● 中国移动品牌文化的硬伤及危害  韩城  

● 管理升级——给准备带领企业越冬的企业家  张驰  

● 重大疾病保险 职工的保护神  周书勇  

● 有效在线体验——为什么你的VOC项目对提升在线客户满意度的帮助很

小  李翊玮 等  

● 和谐生产方式基本原理  张西振  

● 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影响及企业的应对策略  高磊  

● 时间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  高磊  

● 李老庄村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研究  陈杰  

● 更多文章...  

首页 | 关于VCMC | 资料搜索 | 联系我们 | 建议使用IE6.x版本，显示分辨率1280x1024或1024x768 

中华管理论坛、厦门学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1998-2008. 闽ICP备05022209号 

联系电话: 0592-3222515   传真: 0592-3222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