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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管理人才的基本素养 

康志良 

中国是世界四在文明古国之一,已有5000年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国的古代文

化中，渗透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对管理人才的基本素养，概括起来，主要有

以下几个主面：  

一、为国为民的高尚思想素养。  

早在西周，《尚书.召诰》中就指出：“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意思是用

给小民谋求安乐来取悦上天）。可见，在那时，管理者已认识到要安抚好被

管理者，不然就可能失去自己的地位。继而又出现了晏婴“社稷为主”的思

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断，唐太宗李世民则这样教

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近代，孙中山又大力倡导“天下为公”。我

们共产党的干部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 

二、多谋善断的决策素养。  

这一点，我国古代管理积累了许多经验。 

在原始社会，据传说，尧在作出每一重大决策以前都要征询参谋人员的意

见。《尚书&#8226;尧典》中记载：尧对四岳说：今洪水为害，浩浩荡荡，漫

山遍野，民众忧苦，由谁去治理呢？大家都说鲧行。尧开始反对，四岳又

说：“试了不行再说吧！”最后尧同意了大家的意见，让鲧治水。到现代，

出现了专门的参谋机构和参谋人员。 

到西周时期，已把搜集不同来源的信息作为决策的基础。其时，周公等人的

管理思想虽然粗疏，缺乏系统的理论概括，但已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的主要方面。比如，他提出管理者应有“不耻下问”的态度。在今天讲，就

是甘当小学生，眼睛向下，认真的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进行决策。再比如，

慎重决策，注意决策的可行性。《诗经&#8226;小雅&#8226;小旻》把天子治

国时的态度形容为“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国语》还讲，周

宣王时，大臣樊仲山父说：“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即如果不管人们能否

接受而强制推行政令，民众必将背弃君主。还比如，管理者应有主见，要能

听逆耳之言，不可听信馋言；还应随着时势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决策。  

后世则多为这些决策思想的发展、实践和丰富。春秋时期,子产就提出,决策

应听取民众的意见,闻善则从,闻过则改,不可禁止议论时政。三国时曹操广开

言路，重视谋略；诸葛亮决策审时度势，谨慎周密；以及唐太宗李世民虚心

纳谏等，至今广为流传。  

对因时而变的决策思想，商鞅在变法中，就一直强调“治世不一道，便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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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古”的权变思想。汉初刘邦听了陆贾的建议，采取坐天下和打天下完全不

同的方针、政策，缓解了西汉初期的社会危急，使经济稳步发展并逐步繁荣

兴盛。宋朝的王安石在变法中，也提出“法先王当法其意”的变通思想。在

改革开放的今天，因时而变的决策思想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另外，墨子的“三表”决策思想，即：判断一件事是否可行，先察看历史，

然后听一听百姓的意见，最后，看是否真正有利于国家民众。这跟现在提出

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几乎同出一辙。  

还有，孙武从军事上，提出决策应“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

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白圭从经商角度，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决策原则，以及薄利多

销，把握时机，运用智谋的经商要领。  

还有，孙膑在田忌赛马故事中体现出的对策思想。  

最后,老子的“为无为”的决策思想也格外令人注目。他认为“为无为，则无

不治矣”。（《老子&#8226;道经》三章）。“无为”即顺应自然和事物变化

的规律进行管理，这样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后来，西汉的“文景之治”，就

是50余年奉行“无为”政策，使经济复兴的。管仲也说：“仓廪实而知礼

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意思是，治理国家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问题。荀子也提出管理者要满足人的需要欲望来达到安定的思想。老子则主

张要制约人的欲望，以便于管理。  

这些，综合起来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为当今管理者提供了生动的指导和借

鉴。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古代的这些经验和

探索也是一脉相承的。  

三、知人善任的用人素养。  

毛泽东曾精辟的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

部两件事。”出主意即多谋善断，用干部则为知人善任。 

自有管理，即有用人。在原始社会，尧传位于舜，《史记》记载：“尧知子

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于是乃授权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

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西周时，周公教育儿子伯禽对待下属不能求全责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则

把用贤看作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孟子将这一思想概括为：“用贤则治，

不用贤则亡。”（《孟子&#8226;告子下》）孔子则提出“君子不以言举人”

（《论语&#8226;卫灵公》），“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8226;公孙

长》）。荀子则民展地提出了“观其行”的四种方法：其一、让人执行礼

法，以观察其是否真诚地遵守礼法；其二、让人处理复杂多变的事务，以观

察其随机应变的能力；其三、让人处于安乐之中，观察其能否克制欲望而流

于放荡；其四、用声色权利加以诱惑，用忿怒、危险加以威胁，来考察他是

否保持节操，忠于职守。墨子则指出：良弓难张，良马难乘，良才难令。管

理者要有肚量容纳贤才，不计较他们的缺点，正确认识人才。  



汉朝刘邦可堪称成功用人的典范，他注重用人之长。取得天下后，刘邦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

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有取天下也。”  

三国时，曹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求贤若渴，唯才是举。诸葛亮则提

出了了解人才种七种方法：一、“闻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穷之以辞

辩而观其变”；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告之以祸难而观其

勇”；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临之利而观其廉”；七、“期之

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集》78页）并在此基础上，量才使用。  

唐太宗李世民“使人如器”，讲应取才于当代，对人才应弃其所短，用其所

长，全才不可求。并认为：处于乱世，用人可以只顾其才，不问其德；在太

平之世，官吏要起到为人表率的作用，必须德才兼备。  

当今，我们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显然，浓缩

了历史上的用人精华。 

四、依法治理的法治素养。  

这一思想最早由管仲提出，韩非先秦法家之大成。“以法治国”就是韩非在

《韩非子&#8226;有度》中的用语。他们都主张用法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国语》卷6《齐语》）秦始皇则将韩非的

思想运用于军事，统一了六国。三国时曹操、诸葛亮都很重视法纪，执法严

明。  

最令人注目的是雍正关于法治的论述。他认为：“有治人，即有法治。”法

治从属于人治。即法令制定和执行的好坏，都由人来掌握。碰到好人，很好

的法制就能产生并推行下去；碰到坏人，法制反倒被他利用，而成为“贪营

取巧”的工具。而且，法久弊生，还要靠人把它改过来。有了法以后，只要

有好人来执行，即使法不完善，他也会“因时制宜”，加以补充调整，使之

成为完善的法律。所有，在“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今天，每个管理者还应

具备以法治理的基本素养。  

五、统一思想的教育能力。  

孟子主张：教化而治。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尽心&#8226;

上》）墨子也提出管理者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尚同一义”的组织目标。不

然，人人只为自身利益而毫不顾及他人的利益，必然产生争斗，整个社会也

必将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儒家注重礼仪教化，同时并不拒绝使用法律手段。他们主张先教后诛，反对

不教而诛。诸葛亮就以教刑相辅来维护法纪的权威，认为赏罚一定要合理掌

握分寸，不可意气用事，赏罚失当，主张制定法纪之后，就应该教育民众，

懂得守法。所有这些，都将政教和法制结合进行。  

六、集权分权的组织能力。  

这一点韩非最为推崇。他提出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管理手段。“势”，



即权力，认为“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就是要用权力治理国家。秦始

皇就非常重视树立统治者的权威，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  

还有，诸葛亮为更好地发挥下级的作用，主张充分授权。朱元璋则在地方不

设统一的最高行政机构，废除宰相，加强了皇帝的权力等等。  

总之，为国为民的高尚思想素养、多谋善断的决策素养、知人善任的用人素

养、依法治理的法治素养、统一思想的教育能力、集权分权的组织能力等构

成一个管理者的基本素养。其中，为国为民是前提，多谋善断、知人善任是

核心，依法治理、统一思想、集权分权是方法，这六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只有从为国为民出发，知人才能善任，多谋才能善断，依

法才能得到治理，民众才有凝聚力，民主集中才能正确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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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