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本管理内涵的确立与辩析 

文/王 雷 

   人本管理思潮兴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比较杂乱，亦
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构建人本管理理论体系，必须首先确立人本管理的内涵。 
   一、 对几种人本管理定义的辩析 
   （一）兰邦华关于人本管理的定义辩析 
   兰邦华认为：人本管理是一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最重要的资源，把组织全
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体，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的人力资源，服务于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
者，从而同时实现组织目标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活动的总称。 
   兰邦华进一步提炼了人本管理的以下特征： 
   1、人本管理的核心是人，它把人置于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的地位。 
   2、人本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全体员工。 
   3、人本管理实现组织目标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和开发组织的人力资源。 
   4、人本管理活动的服务对象是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 
   5、人本管理成功的标志是组织的目标与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都能得以实现（1）。 
   可以说，兰邦华人本管理的定义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了一部分学者、实业家的思想。笔
者认为，兰邦华人本管理的定义并未真正揭示人本管理的实质，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1、 人的地位 
   兰邦华认为，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相比泰罗而言，这固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早
有人力资本理论证明了这一命题，如果人本管理仍然沿袭、认同这个命题，则说明人本管理也并没
有什么新意，只是高了人在所有资源中的相对地位而已。 
   兰邦华说，人本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全体员工，这是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呢？似是而非！
用不着兰邦华进行论证，自古及今，从中到外，从来也无人否定这一事实，试问，管理的主体不是
人，那是什么？当然，兰邦华强调了“全体员工”，这体现了民主管理的思想，但本质并未改变，
核心概念仍然是：人是管理的主体。对比下面这个命题，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人是管理为之
服务的主体。后面这个命题才真正改变了人的地位，人不再是资源，不再是管理的主体和客体，而
是价值主体，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经济、文化、制度等等，无一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只有
为人服务，这一切才具有了价值。这样，人的地位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人本管理才具有新的意义
和价值。 
   2、 人本管理中人的外延 
   某些学者将人本管理中人的外延仅仅限制在本组织成员范围之内，这无疑太过于狭隘了。兰
邦华将其延伸到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这是一个进步，但他仅仅考虑了消费者，原因何在？笔者
认为，兰邦华骨子里仍未摆脱企业利益至上的观念，员工和消费者显然对企业的经济利益具有直接
的、重大的影响，因此，才被考虑在人本管理范围之内。 
   3、 人本管理成功的标志 
   兰邦华认为，人本管理成功的标志是组织的目标与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都能得以实现，这个
观念与他前面的观点是矛盾的，既然人本管理是为人服务的，人的外延包括利益相关者，那么，为
何这里仅仅强调组织和组织成员呢？ 
   其次，兰邦华忽略、回避了一个现实问题：当组织的目标与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发生了矛盾
与冲突时，将如何实施人本管理？ 
   再其次，兰邦华没有说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是什么，然而从其著作分析而言，可能仅指经济
利益。 
   笔者认为，衡量人本管理是否成功的标志，当然是看组织的一切活动是否能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这个观点后面再进行论证说明。 
   （二）刘刚关于人本管理的定义辩析 
   刘刚博士著文《人本管理的理论基础及人性假设》，阐述了他对人本管理的观点：人本管理
将人视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倡导围绕调动企业中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企业的一切管
理活动，其核心是理解人、尊重人、激发人的热情，实现企业员工共同发展的目标，在企业是什
么、企业靠什么、企业为什么等基本问题上，始终贯穿以人为本的思想，即企业即人（of the 
people）、企业靠人（by the people）、企业为人（for the people），因此，人本管理亦称为



 

3p管理（2）。 
   显然，关于人的地位、人的外延以及人本管理成功的标志等问题，刘博士完全认同兰邦华的
观点。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刘博士还是比兰邦华先生向前走了一步，虽然这一步迈得并不
大，但触及到了人本管理的本质问题。 
   1、 明确提出了“企业为人” 
   刘博士认为，人本管理就是“3p管理”，即企业即人、企业靠人、企业为人，独到之处就在
“企业为人”，这无疑是对企业与人的关系的新认识，仅分析这三句话，笔者认为，虽然不够全
面，不够深入，但它已经触及了人本管理的本质。然而，刘博士先说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后又
说人本管理就是满足员工的物质利益需求，于是就将“企业为人”的这一亮点淹没了。 
   2、 提出了实施人本管理的措施：理解人、尊重人、激发人的热情 
   刘博士明确提出了实施人本管理的措施，然而这种说法令人生疑：理解人、尊重人、激发人
的热情就一定是人本管理吗？判断人本管理的标志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刘博士自己也说，衡量人
本管理是否成功的标志是“实现企业与员共同发展的目标”，笔者认同后一观点，反过来说，理解
人、尊重人、激发人的热情不一定是人本管理，它可能只是一种手段，管理者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
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非他人的目标。 
   总结以上分析，目前关于人本管理的代表性定义虽然比较多，相互略有不同，但相同点是主
要的，都未摆脱行为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人力资本理论等等的影响。笔者认为，人本管理没有必
要成为其它流派的代名词和代言人，它有自己独立的内涵和全新的进步意义。 
   二、 人本管理的科学界定 
   本文认为，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本位的管理，企业不再仅为投资者所拥有，而是各种社会关
系的总和，企业管理一方面促使企业有效地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也
产出伦理、企业文化等精神文明，以此影响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导人们加强修养，完善人格，
提升人性，同时，在管理活动中，直接通过生产经营活动锻炼本企业员工的意志，提高其智力、体
力，使其生活得更加幸福、充实，生活得更有意义。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人本管理的内涵，我们不妨引用周三多关于管理的定义作一对比分析：管
理是指组织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
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
（3）。 
   对比周三多管理的定义与本文人本管理的定义，就可以发现人本管理的本质特征及其进步意
义： 
   1、 人是管理为之服务的主体 
   人本管理并不是着意强调人在资源中的相对重要性，而是凸显人的主体性，如何理解人的主
体性呢？ 
   假设A是管理者，B是被管理者。从表面看来，B只是一个工具，功能是实现A的意志，所以他
处于客体的地位。而对于A来说，他是管理措施的实施者，处于主体的地位，通过B的执行来实现自
己的意志。抱持这种观念的原因，是被管理关系的假像所迷惑了，就具体的管理关系而言，上述观
点确实得以成立。可是，我们所谓人的主体性，并非是对管理关系的分析，而是指人与企业及其管
理的相对关系。传统管理中，A与B实际上都是实现企业经济目标的有效工具，只是分工不同，相对
位置不同，但与企业及其管理的位置是相同的，即企业及其管理是主体，是本，A与B都是客体，是
未。 
   人本管理的进步意义在于将人从生产要素中解放出来，恢复人的主体性，强调以人为本位，
这是人本管理与传统管理的本质区别。 
   2、 企业的价值就是为人服务 
   传统管理强调企业目标的有效实现，而在人本管理的视角下，企业不再有自己独特的利益，
它是一系列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本身是虚幻的，没有实体性，不可能成为主体，只能是工具和手
段，企业的价值就是为人服务，这里的人包括投资者、企业员工、消费者、竞争者、社会公众等
等，他们之间通过企业建立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还有道德关系、思想关系等等。所以，企业一方
面提供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合理需要，另一方面又通过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管理道德、企业
文化影响和促进人们加强自身修养，完善其人格。 
   就企业内部而言，管理活动直接为其员工服务，一是通过管理提高企业效益，也提高了员工
的报酬，满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二是通过生产经营活动锻炼员工的意志，提高其智商、情
商、健商等等，从而提高员工的综合生活质量。 
   3、 管理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何为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学者们普遍忽视的问题，片面强调企业的经济功能，实质上是对人
的异化的促进，并非真的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地发展。概括地讲，人的全部生活内容包括： 
   （1）工作，从而获得报酬，满足人的各种需求 

 



   （2）面对人生，经历生、老、病、死，在其中感性的、理性的生活。 
   （3）与人交往，发生思想关系、道德关系、经济关系等，并妥善加以处理。 
   （4）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寻找真理，探索世界和人生的真相。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现实生活中的人已经是“职业人”了，企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生活组
织，而不仅是经济组织，管理应该全方位为人服务，宗旨在于促进人在上述四个主要方面的健康成
长，使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有意义。 
   4、 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无可讳言，企业的主体多元化导致他们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内部利益冲突，这就意味着，实
施人本管理，不能只强调一部分主体的利益，忽略另外一些主体的利益，必须进行相对地平衡，平
衡的总原则就是按劳、按资取酬、权责对等、利益均沾。 
（本文属湖北省人事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6q054作者单位：三峡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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