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进步与企业管理本质的嬗变 

文/武玉荣 尹奋勤 

企业、企业管理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
物，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着的。企业、企业管理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从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验管理时期，二是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的科学管理时期，三是20世纪80年代
以来的人本管理时期。对应和引起这三次企业管理本质嬗变的则是近现代的三次科技革命,即18世
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70年代以发电机、电动机的发明
和电力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等尖端技术群的发展和应
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倘若我们把企业、企业管理本质的这种嬗变置入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视域中，我们不仅可以更清
晰地看到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对企业、企业管理本质嬗变的决定作用，而且可以更清
晰地看到企业管理本质嬗变的辩证本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的是人类的宏观大历史，它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事实出发，指出劳
动是人类特有的创造和使用工具以改造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人们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劳
动的。这就是说，人是目的，劳动是手段,二者是内在统一的。然而人类的劳动从来都是社会性
的，是个人之间以某种方式的分工和合作。正是由于人的需要的个体性与需要满足方式劳动的社会
性，造成人类劳动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的劳动不断被异化又不断被扬弃的历史。唯物史观关于“社会
三形态论”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
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
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
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唯物史观的这一经典
论述，揭示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辩证统一的“三大形态”的历史演进，走的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
道路，即由最初社会形态的劳动对人的肯定，到第二大形态劳动对人的否定或异化，再到第三大形
态劳动对人的再次肯定或异化的扬弃。而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则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不断进步。 

具体地说，在最初的社会形态，即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人们使用的是简单的手工工具，
武装人们的是世代相传的农业生产经验，那时很少有分工或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天然浑成的，个人能全面地把握自己的对象性活动，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的丰富”，是劳动对人
的肯定。这是因为手工工具只具有把人的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传导性”，而不具备代替劳
动者某种素质的“替代性”，人在生产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真正圆满
境界，而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狭义性和个人社会关系的贫乏性为前提的。 

第二大形态，即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社会，使用的是越来越复杂的大机器生产，武装人们
的是第一、二两次科技革命形成的工业技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是复杂的社会分工。马克思指出：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使工人成为
高度抽象的存在物，成为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和肉体上的畸形人。”这是因为，两次科技革命
使大机器成为劳动资料的主体部分。“劳动资料取得了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
替人力”，“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旁观者。”由此导致
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造成的劳动否定人、异化人。对此，马克思不仅唯物地进行了揭
露和批判，而且辩证否定地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指出：“实际上，只有通过最大
化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即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期，人类总体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求
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是通过社会大多数个体的不断片面化实现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这
种个体的不断片面化是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原始的丰富”的否定。 

第三大社会形态是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
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自由的人”是个人与
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劳动之间的真正和谐统一，是劳动对人的重新肯定，是对资本主义
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人的异化的扬弃，是对农业社会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原始的丰富”的回复。而
推动这一历史进步的仍然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重大发展，因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
是一条路”。 

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迎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它正创造着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尽管知识

 



经济社会与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还有本质的差别，但新科技革命促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向马恩设
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方向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知识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知识经济化，知识成为经
济发展中比机器、资本和资源更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人是知识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使用者。因此，
知识经济社会的企业需要重新肯定人的价值（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社科部） 

相关链接    

 

用知识管理的理念构建企业信息化平台  
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理性思考  
科技进步与企业管理本质的嬗变  
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究  
技术创新中技术扩散场的构建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思考  
企业自主创新不确定性的企业家行为分析  
后发地区技术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几点思考  
基于信息系统的原料库存管理方法研究与实现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