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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管理学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

理、现代管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都是前一阶段的扬弃、修正，最终形成了系统

的管理学体系。管理学的实质是探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与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而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即管理主体的外部环境总是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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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管理学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社会变革的编年史  

  人是社会动物。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集体进行的，要组织和协调集体活

动就需要管理。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直接影响到管理水平、管理范围和管理的复杂程度，因

而对管理学的发展也会产生影响。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当时的管理水平也与之相适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

断进步，管理思想有了很大发展，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颁布的第一部法

典、古罗马建立的层次分明的中央集权帝国以及古中国的《孙子兵法》都闪现出了管理思想

和管理方法的火花。18世纪中叶开始的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管理思想

也发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计划、组织、控制等职能相继产生。在这一期间，亚当•斯密发

表了他的代表作《国富论》，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的分工理论为管理学的形

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  

  进入前工业社会，社会分工、分层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日趋复杂，资本主

义国家中劳资双方矛盾日趋突出，生产力水平也日趋提高，急需一套系统的管理理论和科学

的管理方法与之适应。尽管早期的管理思想有其科学的一面，但毕竟非常零散，没有系统化，

工厂主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怎样进行管理才能既解决劳资关系问题，又不减少所获取的剩余价

值。因此，如何改进工厂和车间的管理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泰罗抱着解决劳资

双方矛盾的初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人类的基本需要这一经济人假设，重点研究了企业内部

具体工作的作业效率，建立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 —— “ 科学管理 ——— 泰罗制 ” 。

与此同时，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系统地提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

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与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

理论性，使管理学体系初具雏形。  

  泰罗的科学管理论和方法在２０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要彻

底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

积极性的学派 ——— 人际关系学派应运而生。它超越了泰罗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

假设，为以后的行为科学学派奠定了基础，成为科学管理向现代管理过渡的跳板。  

  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市场不断扩大，企业竞

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以适应新的经营环境。因此，许多管理学者社会

学家、心理学家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理论，出现了管理学说丛林。如以

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管理的关键在决策” 的思路，对社会人假设进行了升华，

提出决策人假设。  

综上所述，管理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都是

前一阶段的扬弃、修正，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学体系。  



二、管理学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管理学的实质是探求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与管理目标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而人类社会

总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即管理主体的外部环境总是变化的。因此，为了寻求三者

之间的平衡，管理学也必须动态地发展。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的后

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必将推动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从它的发展趋势看，笔者认

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由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向复杂人假设转变  

  早期管理思想中，把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认为人总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毫无责任

心，麦格雷戈把这种传统的人性假设称作Ｘ理论。  

  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使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

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

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其他行为科学理论的

代表人也从不同侧面强化了社会人假设，其中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社会人假设发展为一

个精典而又精致的需求模型。    

  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也犹如丛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西蒙在他的决策理论中

阐述的决策人假设。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并且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员工都在做决策，所

以都是决策人。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可以看出，由于个人目的、个人偏好、个人利益的存在，人

就会有多种需求。这些需求，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动机，因此引发出各种各样的行为来满足个

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

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如果管理者不及时审时度势，引入激励机制与员工真

诚合作，以满足员工的需要，充分调动他们的潜能，组织效率就不可能真正提高。因此，随

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必将超越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假设，升华

为复杂人假设。  

  2、管理职能由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向信息职能延伸传统的和现代的管理职

能，构成了一个管理循环体系，使管理工作周而复始地进行，每循环一次，管理水平就提高

一级。但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进程加快，缺乏信息渗透的管理工作将

显得苍白无力，要么管理节奏跟不上，要么管理质量得不到保证。因此，在管理工作中，强

化信息职能，将是管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其表现有三，首先，信息职能能革新企业内部的

生产力要素结构，使资源转换系统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同时以不断增加的柔性适应市场

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快速变化。  

  其次，信息职能能促成管理系统的优化，促进组织的创新，使组织的绩效不断上升。信

息职能能提高计划与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生存、发展、竞争致胜的有

力武器。  

信息职能的引入，与传统管理职能将构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管理职能系统。信息职

能为传统管理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信息，反过来，传统管理职能又促使信息

职能去开发、收集、处理、传播、分配信息资源。 

3、管理学新的理论前提 —— “合工理论”向传统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  

  200 年以前，亚当•斯密以制造针为例论述了劳动分工的作用。而且，他的这一分工理

论成了近代产业革命的起点，也成了后来的管理学家创建管理学的理论前提。确实劳动分工

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专业化和职能化管理。但是，这种理论发展到今天，

负面效应日益显露出来。现代社会，一方面追求产品个性化，生产复杂化，企业经营多元化，

如果片面强调分工精细和专业化，则使得企业的整体协调作业过程和对过程的监控越来越

高，结果致使企业整体效率低下;同时，把人分成上下级关系的官僚体制，使人的积极性、



主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相反腐蚀着人的精神，摧残着人的身心健康，以至于走到了分工与

协作原则初始动机的反面。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运用，使简化管

理环节成为可能。同时，与市场变化和高科技发展相对应的是劳动力素质大大提高，员工不

再满足于从事单调、简单的复杂性工作，对分享决策权的要求日益强烈。  

  与分工理论相比，合工理论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即借助信息技术，以重整企业业务流

程为突破口，将原先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业务流程再合理地“组装”回去，将几道工序合并，

归一人完成，也可将分别负责不同工序的人员组合成工作小组或团队，以利于共享信息、简

化交接手续、缩短时间。另外，减少管理层次，提高管理幅度，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从

而打破官僚体制，减少了审核与监督程序，降低了管理成本，减少了内部冲突，增加了组织

的凝聚力，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员工的个人发展。  

  作者简介：张伟力.中共唐山市委党校管理教研室教师;毕福生.遵化市三中党办室；韩秀

玲.唐山市人事和社会保障局人才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