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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国成 

科学管理，是否是企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否可以跨越，或者再具体一点来说，中国企业是否可以走出

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不必充分经历科学管理而进入更高的管理阶段——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在管理上适合的

是最好的，但实质上我们无论从客观现实、还是心理感受上都无法否认企业管理是存在不同阶段的先后差异

的。不然为何大多数大企业管理者将“以人为本”挂在嘴边呢？显然这句话被认为更“高级”，虽然这句话

在大多数时候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但在几十年前的西方、乃至二十年前的中国企业管理者脑袋里不存在

的。 

在这种风潮下，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相信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但另一方面，管理者们不得不在面对纷繁复

杂的管理现实和问题的时候去选择与自己适合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法。但究竟何种为适合却难以评定，除了

那个终极的评价指标，即企业发展的实际结果。这种适合性的选择其难度之大、之复杂远远不是一句“适合

的才是最好的”能够概括的。与此相适应的是，在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下，科学、先进往往占据上风，否则我

们无法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对一波又一波西风东渐的管理新思想、新方法的热情追捧，近年来的标志性事件可

以韦尔奇在中国引发的热潮为起点，平衡积分卡、以及基业长青、特劳特的定位理论纷继其后、此起彼伏。 

所以，不要再以一句似是而非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迷惑自己，因为辨别什么适合自己本身就是最大

的难题。这句话提供了辩证法，而没有指出具体的方法论。而这句话往往带来一个反面效果，打一个比方：

这个时候企业就好比坐在自助餐厅里的食客，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食物，但前提是食客必须明白餐厅

里有哪些食物、而自己适合吃什么；否则，失掉这个前提，既不知道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那么

这种状态的食客只能是胡吃海塞一通而已。 

因此，必须给这句话加上一个前提，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首先要知道有什么以及自己适合什么。而我国

企业普遍未经历完整的企业发展和管理学发展阶段，或者只经历了压缩版的企业发展史，在极短的时间内上

完了一个速成班。我们无法想象，像福特、GE等等世界级企业，他们简直就是一部管理学发展史；而由于我

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我们甚至无法和日本、韩国企业在这个方面相比，虽然在二战后我们几乎站在同一

起跑线上。 

有一句谚语叫做阳光下没有新事物，但前提是要经历过前面阳光的照耀，否则，每一样都是新鲜的。这

差不多是中国企业近30年来的譬喻，我们不断面对和解决新问题，而这些问题无疑西方企业已经经历过，虽

然具体条件可能存在差异，但基本性质却可相互类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企业就是在新的环境下重复西方

企业发展所经历的过程。 



如果我的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西方企业所走过的道路搞清楚——当然，这一推论

成立的更具整体意义的前提是，中国自从1840以来已经逐步地、无可避免甚至是无可奈何地被纳入了西方支

配下的发展路径，我们已经无法回到固有的传统发展轨道之上。我并不是一个文化虚无主义者，也并非妄自

菲薄，只是在阐述自己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而已。 

我的这种观察在最近的一次经历中有了具体的体会。我带着我两岁半的儿子去看病，焦急的心情可想而

知；医生只是轻描淡写地两三句话，就开了一堆药。我问医生，您的诊断是什么，您开药的依据是什么，服

药后可能有什么反应，在什么情况下再来复诊，等等，几个问题。医生的回答依然模棱两可，还似乎嫌我问

的太多。这似乎是大多数患者面对门诊医生时候的正常经历。但我想，医生的服务是否可以标准化呢，比如

应当主动向患者介绍哪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个工作是否已经有先例呢？我查找了相关资料，比如，美国医疗

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JCAHO）是美国国内实施医疗机构评审的专业组织，其下设的国际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JCI）JCI认证就是专门针对医院管理以及服务各方面的认证体系。该认证从

1999年开始正式运作，虽然时间较晚，但是可以想见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多方博弈和艰苦复杂的工作。这个工

作在中国恐怕所需的时间只会更长，而我们现在能够通过JCI认证的医院寥寥无几。 

不仅是是医疗这种关于人身安全的行业，其他各个行业的标准化程度之高也是大多数中国企业无法企及

的。都知道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对一个流水线工人拧螺丝的机械重复动作的演绎，那实际上表现了以流

水线为代表的机器大工业条件下高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造成的问题。而在近八十年后，富士康的十二跳

背后虽然有更复杂的文化、社会背景，但富士康内部对工作的高度细密的分工和标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员

工对工作的倦怠和心理问题应当原因之一。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反面却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成熟和发展，而富

士康在电子产品制造业称雄国内、无人比肩。 

我的结论足够简单：中国企业甚至不是有没有必要重复西方管理发展过程的问题，而是必然会重复这一

过程；管理阶段不可跨越，虽然它可能缩短。 

而在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下，世界工厂的定位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科学管理思想的

充分发展。实际上，我国从前苏联引进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包含着大量的科学管理成分，只不过随着市场经济

的到来，我们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而已。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进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列宁

就注意到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列宁认为泰罗科学管理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

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

等。”当然，从政治的角度，列宁仍然指出，泰罗科学管理的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

段”（以上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但完全

可以肯定的是，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维埃俄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构建。历史是吊诡的，

世界早就是平的。 

知道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不是目迷五色，是个进步；但知道如何选择是紧接着的下一步。只是知道选

择，而不知道发展大势，也是更大的问题。所以，德鲁克以及其他管理学大师存在的意义主要地不在于提出

了几个现实的管理方法，更在于对未来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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