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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方法论研究 

史会学 

管理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管理的发展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

一致的，管理水平也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没有对管理活动及其规律进行系统专门的论述，但是马克思及其后人

的著作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资料，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管理研究

和实践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价值观及其评价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唯物管理观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存在之一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历史唯物

主义方法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管理学产生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唯物史

观就是运用唯物主义和辨证法分析解释社会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从而揭示

历史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脱离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运动，人们就根本不可能理解社会管理的各种现象

和本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研究管理现象的最

根本的方法论。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显

著特点。辨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茫茫宇宙的方法论，而历史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各种现象发展规律的原则，是将辨证唯

物主义认识改造世界和认识宇宙的基本方法论在社会管理事务领域的运用。

所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

是管理学的基本的统一的方法论。由于过去的历史理论没有考究人们历史活

动的思想动机，也没有考虑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

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再者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的作

用没有得以体现，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没有考察，

所以以前的各种社会理论是不科学的。 

其次，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基本动力和发展规

律，从而为揭示社会管理活动的现象和发展规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为研究

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和形式的表现形态的本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唯

物主义的研究不是简单地做表面文章，而是把政治现象置于更深厚的基础上

加以研究，从而找出社会管理现象的深刻的客观原因。所以马克思主义管理

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探讨和揭示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基本动机和发展规

律。这一任务既是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决定的，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

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决定了其管理学研究不能局限于管理现象的表

面形态，而应深入到更深的研究层次。 

第三，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认识社会管理现象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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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客观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宇宙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因此认识社会现象也必须找到决定性的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社会管理现象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被决定的因素。在对社会关系的

基本划分中，社会管理关系属于思想关系，而不属于物质关系，是物质关系

决定的一种派生的关系。要认识社会关系现象，就有必要认识决定性的物质

关系，并揭示社会物质关系如何对社会关系发生作用，管理又如何对社会物

质关系发生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

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

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发生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

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5页）所谓的客观条件就是人们的生产物质生活

资料的基本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经济利益。 

第四，从社会管理不断发展的过程来认识社会管理现象。历史唯物主义既然

将管理现象和社会的客观过程结合起来来考察，那么它要得出的一个合乎逻

辑的结论就是，社会管理现象是处在经常的运动过程当中，因为社会本身的

发展是不断运动的。“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

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当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

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

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5页）因此

马克思主义管理学在分析社会现象时就不是从静止的观点去把握，而是从动

态和发展的观点去把握的，把管理现象视为在社会的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

现象。 

第五。以经验观察的实证的方法来分析和认识管理现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

管理学不主张用纯思辩的方法来考察社会管理现象，也不能用臆断的方法来

想象社会管理现象的发展和演化，而主张用经验的观察的实证方法来考察社

会管理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

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

据经验来结实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带有任何神秘和思

辩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页）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

就是现实的人，而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

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思辩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

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他们一

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的环境，能

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察中抽出来的最一般

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管理学运用这一基本的

方法论对人类社会管理现象作出了独创的研究和分析，对人类社会管理的运

动过程才有比其他学说体系有更深刻的把握，对管理发展的规律才能有科学

的说明和预见。管理学的历史发展有过各种方法论和方法，比如系统分析、

功能分析、比较分析、模式分析、数量分析、行为分析、预测分析、模拟分

析、心理分析、理性分析、关系分析等等。对于一些管理学研究中的具体方

法，马克思主义管理学不应该排斥。关键问题是，所有具体方法的运用都应

当在科学的总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否则具体管理学方法的运用往往难以



导致一个科学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运用，为人们更好、更深刻、更

科学的认识自身的社会管理现象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管理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管理学充满了辨证法的思想，在对人类社会的各种管理现象做分

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管理学家运用辩证法的思想，对管理现象做出了比

较其他管理学理论体系更深刻的分析和透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

深刻性和科学性主要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宇宙观，在管理研究的过程

中全面运用了唯物辩证法。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

唯物辨证法在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就是将唯物辨证法的基本原理全面运用

于社会管理领域。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把客观世界视为一个不断发展，

不断运动的过程，认为客观世界不会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世界上的一切

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而不是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

此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界的客观现象时均是运用这一基本

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辩证法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

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

页）人类社会的管理现象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界和社会

的发展规律当然适用于管理现象。管理辩证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对人类社会管理现象进行分析的原则。 

首先，社会管理生活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认为世

界是物质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的基本属性决定着自然界和社会

发展的属性。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它可以被理解为最一般意义的存在的

方式和宇宙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因此社会管理也处于不断的运动过程当

中，要研究社会管理的发展过程，就必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

并头国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正如列宁指出：“马

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辨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

是社会学中的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

（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

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

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2

页） 

其次，管理和社会发展有着普遍的联系。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

界上的事物有着普遍的联系，所谓普遍联系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均不

能单独存在，每个事物均和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个因素之间相

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唯物辨证法对世界的认识和研究就在于发现

和认识这些联系。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要求管理者必须对人类社会的

管理活动的联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因为管理生活中的各个管理活动、管理关

系和管理形式都不能单独地存在，它们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

联。各种管理现象不能在自身的范围内得到科学的解释，必须放到与社会发

展的联系上，放到与管理的其他全部组成一素的联系上才能得到解释。马克

思主义管理学正是在这个原则方法来分析和透视社会管理现象的。管理生活

正的基本范畴，如管理组织、管理价值、管理目标、管理实现、管理权力、

管理形式、管理民主、管理科学、管理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都不是



孤立的范畴，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各种各样交叉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的范畴。

不在管理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不在管理各个范畴密

切作用的关系上来分析管理的基本范畴，是不能得出科学和合理的解释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确定的基本原理，如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存在决

定管理意识形态，管理发展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的，等等，都充分实

践了普遍联系的原则，揭示管理现象的普遍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一项

基本的任务。 

第三，管理中贯穿着辨证法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归纳了事物辨证运动的

基本规律，它们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规律。因

为这些基本规律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总结出来的，那么，社会的管理现

象的发展过程中也必然包含着与这三条基本规律相适应的发展过程。由于人

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推动者生产方式的发展，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生产

力的逐渐发展中不断变化，最后达成一种新的形态，当整个经济基础发生变

化以后，管理的组织模式以及管理方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对立统一规

律对分权与控制的度的把握，管理民主和科学的统一，充分揭示了管理生活

中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管理生活中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永恒矛盾的

存在，以及管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真理。 

第四，管理学中体现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唯物辩证法有多方面的基本范畴，

如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

质。这些基本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管理学中均有深刻和灵活的运用。在分析管

理产生与人类生存发展，管理任务与组织成员利益，把管理目标与管理手

段，管理灵魂和管理本质联系起来，从而找出管理变革的最基本的原因。形

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管理学中得到科学的应用。如一定的

管理形式体现一定的社会内容，一定的社会内容也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与之

相适应。贯彻唯物辨证法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一个总的特征，注

重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来分析和解释社会管理现象，马克思主义管理学对社会

管理的认识才达到一个合理和科学的高度。 

三、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研究的一般原则 

首先，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最基本原则。管理研究必

须联系管理实践发展的实际。管理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人类社会管理的实

践，社会管理实践不断发展的原则，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感性材料。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因而在引入

管理理论和借鉴管理模式方法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本国、本地区生产力发展

的实际，进行适度的创新和调适。否则一味地盲目引进和照搬照抄只会导致

管理实践失败。 

再次，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任何科学的管理学理论必须具有自身

的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是管理活动历史发展客观过程的一种规律性的反

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管理学对管理的历史和管理的规律进行高度的提炼

概括，其内容的叙述和安排都必须尽可能反映人类管理活动发展的历史过

程。这就需要“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从而抽象出管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

辑。 



最后，批判继承创新的原则。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要求，管理主体必须根据

管理条件的变化，不断地对管理的原有原理进行反思批判。因为人类管理思

想表明，一定管理模式、手段都是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

科学管理对经验管理的超越，以及当代种种管理理论林立正是未了适应现实

管理变革需要的产物。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管理学，必须是一个开放

发展的体系，它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创新，但它有自己独特的一般

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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