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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 潞 霞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从人本管理的理论渊源、人本管理的内涵、人本管理与制度管理、能本管理的关系以及人本管理实施途径 

的探索4个方面，对近 1O年来国内关于人本管理的研究成果做了系统梳理。 、 

关键词：人本管理；以人为本；制度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5)02—0171—04 

1 关于人本管理的理论渊源 

1．1 哲学渊源 

学者们一致认为，人本思想的重要起源 

之一是西方哲学，但对其更具体的渊源却存 

在着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人本管理的 

哲学起源是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 

义。 也有论者认为，人本管理发端于注重个 

体价值与自由的古希腊人本精神。嘲还有论 

者认为，人本管理作为科学技术昌明的结 

果，其内核心必然是以古希腊理性人文思想 

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但在发展进程中，人本 

管理又大量汲取了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合 

理成分。 

1．2 管理思想渊源 

(1)有论者提出，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 

打破了传统经验管理的模式，却完全忽视了 

人的精神需要，抑制了人的能力的发挥。言 

下认为是行为科学学派在管理史上第一次 

明确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开创了人本 

管理的先河。 还有论者进一步强调了这一 

观点，认为人际关系理论的确立 ，使管理者 

重新审视自己的地位和重新看待生产中人 

的作用，人由原来受管制的被动地位上升为 

主动地位，有利于人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充 

分发挥。四 

(2)与第一种观点相反 ，有的论者则充 

分肯定了科学管理对人本管理的贡献。认为 

泰罗提出要倾听工人提出改进的建议，主张 

“全心全意兄弟般的合作”16]，这是人本管理 

思想萌芽的重要表现f7】。还有论者更进一步 

指出：“泰罗的科学管理实质上是人本管理 

的一个里程碑，其中，已隐伏着大量朴素的 

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体现着制度管 

理与文化管理的统一。”嗍 

(3)与前两种观点不同，有论者指出，组 

织学派的代表巴纳德创立了新组织观和人 

际观，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纳入管理的 

框架中，揭示了人在管理中的无可替代的主 

体作用，是人本管理思想的渊源。【91 

(4)另有论者指出，任何理论的进步均 

是在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达到的，要从历 

史唯物主义出发，客观地评价各个管理流派 

对人本管理的贡献。因此认为，每个阶段的 

理论均比前人的思想在人本管理的内容、方 

法以及对人性的分析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 

深化，从而使人类一步步接近了人本管理的 

内核。 

1．3 传统文化渊源 

(1)传统文化的基础。有论者认为，管子 

是提出人本管理思想的第一人。也有论者认 

为，人本思想肇始于西周，成熟于春秋，以儒 

家的为人之道——“修己安人”、待人之 

道——“仁”与“和”、治人之道——“仁政” 

“德治”的人本思想学说体系为代表。口·”I更有 

论者指出，强调以德为先的“德治”思想是中 

国传统人本管理思想的精髓，并认为，“德 

治”与“仁政”学说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具有相 

通之处。{lO1还有论者指出，中国儒家管理哲学 

既不同于西方个人至上的人本主义，也不同 

于完全抹杀个人的民本主义，而是。组织人 

本主义”。因此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综合考 

虑组织与个人关系的特殊的管理哲学。它把 

组织的稳定性作为管理的基本 目的，同时承 

认组织的基础是人，组织要以人为本。【11 

(2)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本管理的相容性。 

关于传统文化与人本管理能否契合的问题， 

不少论者指出，儒家文化与西方人本思想有 

着许多类同之处，对人本管理的价值观、领 

导方式、人际关系等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 

响。有的论者更是高度评价了儒家人文思想 

的成就与贡献，认为以仁学为代表的儒家思 

想，其精髓在于“和合”精神——即透过共 

生、共处、和立与共同发展而达到大同理想 

世界。儒家文化与关注人性的人本管理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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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相容性。[121 

人本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子民哲学思想， 

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不利于发挥 

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21也有论者认为，中 

国传统文化是与农业文化相联系的一种文 

化形态，由此衍生出来的是与市场经济伦理 

格格不入的家庭伦理关怀，当遭遇专制的社 

会时，人性常常会被家长式的专横所泯灭。 

这与人本管理所要求的 “社会制度的人性 

化、社会制度的民主化与社会建制方面人民 

群众主体化”大相径庭。[131 

2 关于人本管理的内涵 

由于对人性的假设和研究角度的设定 

不同，学者们在对“以什么人为本”、“以什么 

为本”以及人本管理内涵的理解上存在着较 

大的分歧。 

2．1 有关人性假设 

研究中，除了接受了“经济人”等西方传 

统的人性假设以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以下不 

同的人性假设理论： 

(1)“目标人”假设。[141有的论者在批判西 

方人性假设具有的共同缺陷——即对人的 

需要和工作动机缺乏深入的理论概括—— 

的基础上。综合当代心理学的动机论和系统 

科学的研究成果，从系统论和人的生活价值 

与意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目标人”假设。 

认为人有一种固有的全面实现自身目标并 

形成新目标的内在动力，人工作的意义、人 

生的价值与意义都在于不断实现心中的目 

标，从而不断促进自我的发展。 

(2)“主观理性人”假设。[151还有论者指 

出，人既具有客观理性——人的行为的客观 

后果都会有利于最充分地实现自身的利益； 

同时具有主观理性——每个人都依据自我 

偏好而做出独立的主观价值判断，并依此做 

出趋利弊害的行为决策。论者认为，由于“主 

观理性人”实现了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体现 

了个人目标理性一工具理性的辩证关系，所 

以人本管理应以“主观理性人”假设为基础。 

(3)“敬业人”假设。061有的论者站在企业 

家的角度分析问题，提出了“敬业人”假设。 

认为“敬业人”——即对所从事的学习、工作 

或事业专心致志、全心投入，不轻易放过任 

何困难、任何问题 、任何客户，能给公司创造 

效益的员工——是人本管理的核心。 

(4)“知识人”假设。【。 也有论者认为，掌 

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开拓创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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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人在知识的开发、更新和应用的过程中 

具有特殊的作用，他们是网络经济时代的主 

导力量，人本管理的人性假设应该是“知识 

人”。此外，学者们还提出了“绿色和谐人”I1 、 

“文化人”[191等人性假设，反映了各自对人本 

管理中“人”的不同认识。 

2．2 有关“以什么人为本” 

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但由于 

研究角度的设定不同，对“以什么人为本”， 

学者们形成了3种不同的观点。有论者从管 

理(经营)的角度出发，认为管理应该以员工 

和顾客利益为本。也有论者从道德的角度出 

发，认为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应该以员 

工、顾客和利益相关者为本。还有论者从整 

体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与群体并重，当代 

人与后代为重，员工、顾客与利益相关者并 

重，管理应该以所有的人(人类)为本。[31 

2．3 有关“以什么为本” 

论者一般是从两种意义上理解以人为 

本中的“本”：一是从哲学意义上理解，“本” 

即“本位”、“根本”、“目的”；二是从一般意义 

上理解，“本”即“出发点”、“中心”。因此，尽 

管人们普遍认为人本管理要“以人为本”，但 

由于对“本”的不同理解，导致对“以什么为 

本”，即人本管理的终极目标的理解也不尽 

相同。一种观点认为，人是管理活动的“根 

本”和“目的”，人本管理的最终 目标就是为 

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和自由发展的 

空间，管理要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手段。[201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是管理活动的 

“出发点”，人本管理就是通过充分调动员工 

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 

最终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151还有部分论者 

从企业的“内部人”扩展到企业的“外部人”， 

认为人本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要满足整个社 

会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211 

2．4 有关人本管理的内涵 

基于对以上 3个问题认识的不同，学者 

们对人本管理内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 

有些学者从人本管理的层次上对人本 

管理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形成了“二层次说” 

和“三层次说”。持“二层次说”的论者认为， 

人本管理第一层次的含义是指“确立人在管 

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着调动企业 

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企业的 

一 切管理活动”；第二层次的含义是指“通过 

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活动和以尽可能少的 

消耗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的实践，来锻炼人 

的意志  

产经营活动，达到完善人的意志和品格，提 

高人的智力，增强人的体力，使人获得超越 

束缚于生产需要的更为全面的自由发展。”1221 

持“三层次说”的论者认为，人本管理思想可 

做三层理解：第一层理解，企业对人的管理， 

通过充分调动职工对工作的主体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促使企业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第二层理解，企业活动的目标是 

为人民、为社会，以职工为本必须以人民大 

众为本作为前提；第三层理解，以人类为中 

心，即企业生产经营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 

原则，重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并承担起维 

护全人类利益的义务。1231也有论者从狭义和 

广义两个方面对人本管理的内涵进行了阐 

释。认为狭义上的人本管理主要考虑企业物 

质资本所有者 (即传统意义上的所有者)和 

人力资本所有者(即企业内部员工)的利益， 

企业要关注员工和企业的同步发展。广义上 

的人本管理是把管理活动的服务对象从企 

业的“内部人”扩展到企业的“外部人”，认为 

企业除了追求企业内部人利益外，还要关注 

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对企业外部主体的人 

文关怀。 

此外，还有论者从不同角度概括了人本 

管理的内涵。有人认为人本管理包括情感管 

理、民主管理、自主管理、人才管理和文化管 

理5个方面；吼也有人将人本管理概括为“3P” 

管理，即of the people(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 

人和人才)、by thd people(企业依靠人进行生 

产经营活动)、f0r the prople(企业是为了满足 

人的需要而存在)；阴 还有人从实践的角度出 

发，认为人本管理包含价值观管理、行为管理 

与制度管理3个层次。 

3 关于人本管理与制度管理、能本管 

理的关系 

3．1 人本管理与制度管理 

在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 

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本管理 

与制度管理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论者在肯定 

制度管理与以人治为主的经验管理相比，是 

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一大进步的同时，指出了 

制度管理的明显局限性I忽视人性，忽视不 

同个体需求上的差别，削弱了人的工作积极 

性，压抑了人的创新精神。论者认为，人本管 



理代替制度管理是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又一 

巨大进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本管理与制度管 

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不可分离。多数论者 

秉持这种观点，并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有 

的论者认为两者具有功能互补的关系：制度 

管理是人本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完全没有规 

章制度约束的企业必然是无序的、混乱的， 

人本管理也必然丧失其立足点；人本管理则 

是制度管理的“升华”。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 

起来，刚柔相济，才能相得益彰。嗍也有论者 

从人性 自身的弱点出发，论证了两者相互结 

合的必要性。论者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复 

杂性、多样性，加之人性中消极阴暗的一面， 

使得人为满足 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行为经 

常会有悖于管理目标的实现。所以，人的行 

为要通过制度来加以限制、改造和扬弃。认 

为两者的最佳结合点是通过制度管理来限 

制和摒弃人类自身的弱点，通过人本管理来 

充分发挥人性的光辉，从而达到人的行为的 

最佳效果，最大限度地实现管理目标。129]还有 

论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论证了人本管 

理离不开制度管理的原因：源于西方的人本 

管理是内在地包蕴着科学管理的人性化管 

理模式，而中国传统文化重血缘、亲情和人 

情，容易导致中国企业在注重非理性层面的 

“人性化”成分时，往往忽视其理性意义上的 

“规范化”内容，偏离现代人本管理的本义， 

难以在企业中体现出公平、公正的原则。因 

此，论者强调不能离开制度管理来谈人本管 

理。[3Ol 

3．2 人本管理与能本管理 

就人本管理与能本管理的关系，学者间 

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能本管理是人本管理发展的新阶段，是更高 

层次和更高意义上的人本管理。有的论者认 

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 

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在实行以人为本的管 

理过程中，逐步转向对人的知识、智力、技能 

和实践创新能力的管理，这是现代企业发展 

的需要。能本管理源于人本管理，但又高于 

人本管理。[31 还有论者指出，人本不等于“人 

人均等”的平均主义，真正的人本应以平等 

为前提，基于个人能力的大小、素质的高低 

安排工作岗位；以能、职、绩作为依据获取劳 

动报酬，从而使人得其所，事得其人，人尽其 

才。论者进一步认为，“人本”应包含以人的 

能力为本；以人的知识、智力、技能为核心内 

容的“能本管理”是人本管理发展的新阶段， 

是更高层次和更高意义上的人本管理。圆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能本管理坚持以人 

的能力为实施管理的根本立足点和根本依 

靠力量，建立严格的“能级制”作为管理措 

施，实质上是物化人的本质，把人看作是组 

织实现自身功利目标的一种能力资源，把人 

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因此，它与人本管理 

的本质与目标相悖离。[321还有论者认为，在人 

本管理的内涵中提出“能本管理”，是把人本 

管理思想中对人性的关注移植为对能力的 

关注，这其实是混淆了人本管理的差别。论 

者进一步指出，用人才管理取代人本管理， 

这是对人本管理认识的一个误区。嗍 

4 关于人本管理实践途径的探索 

4．1 有关人本管理实施方式的探索 

关于企业如何实施人本管理，论者从不 

同视角、不同方面进行了探索。 

(1)从实施人本管理的指导思想着眼进 

行探讨。有论者指出，实施人本管理需要全 

面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和外延，并力求从 

内涵和外延的统一上来构思和运行。一要坚 

持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管理的统一，在企业 

内部树立“员工为上”的观念，在企业外部树 

立用户至上的观念；二要体现理念扩充与制 

度安排的统一，把人本管理理念转化为制度 

安排，以此真正确立“人本管理”的管理体系 

和管理战略，真正发挥人本管理的作用。[211还 

有论者认为，企业实现人本管理，必须做到 3 

个坚持：坚持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统一、 

坚持激励子系统与管理母系统的统一、坚持 

实践经验总结与理论探讨相结合。 】 

(2)把人本管理看作一项系统工程进行 

探讨。有论者指出，人本管理是一项多目标、 

多因素、多功能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 

括行为规范工程、领导者 自律工程、利益驱 

动工程、精神风貌工程、员工培育工程、企业 

形象工程、凝聚力工程、企业创造力工程 ，实 

施人本管理要从以上8个方面着手。 也有 

论者把这一系统概括为铸魂工程、用人工 

程、利益驱动工程、学习工程4个方面。 

(3)还有论者从人本管理的实施机制出 

发 ，强调有效地进行人本管理，关键在于创 

建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和环境，促使每一 

个员工始终处于自动运转的主动状态，激励 

员工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精神。因此认为， 

人本管理的实施机制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 

系的方面：动力机制、压力机制、约束机制、 

保证机制、选择机制和环境机制。嗍 

(4)也有论者认为，激励是实施人本管 

理的核心，也是人本管理实施的主要方式， 

实施人本管理要从激励人手。激励归纳为8 

个方面：目标激励 、领导行为激励、情感激 

励、榜样激励、奖惩激励、成就激励、危机激 

励、物质激励。 此外，还有论者提出真正实 

现人本管理有赖于组织整体道德水平的提 

高、闭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探索有中国特色 

的人本管理的实现方法口日；要借助不断发展 

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人本管理提供原则与方 

法论基础等有价值的思想。网 

4．2 有关人本管理实施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研究中，少数论者在探讨人本管理实施 

途径的同时，也对人本管理实施中存在的一 

些障碍性因素进行了分析。有的论者认为， 

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 

化，企业是在一定财产关系支配下按照利润 

最大化原则行动的经济行为主体，是为获取 

利润面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 

人本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就会受到企业价值 

观、人是趋利避害的错误观点、劳动者财产 

权的被剥夺、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局限性等 

现实条件的制约而难以落到实处。【 q还有论 

者指出，由于我国国情、文化背景以及企业 

成长经历与国外先进企业存在着较大的差 

别，所以人本管理理论在我国企业的应用存 

在着大量的障碍性因素，导致鲜有企业能够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因此认为这些障碍性因 

素主要表现在：尚未具有凝聚力的个性化的 

企业文化；企业内部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 

管理者对员工的定位存在误区；企业缺乏实 

施人本管理的制度保障。网 

4．3 有关人本管理模式的探讨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人本管理模式的研 

究不是很多，有的论者即便使用了“管理模 

式”的提法，但也多是从人本管理的内容或 

实施方式的角度进行阐述。芮明杰等在综合 

考虑了人本管理在价值观、行为与{隹l度 3个 

层面的管理诉求的基础上，提出的“主客体 

目标协调一激励一权变领导一管理即培 

训一塑造环境一文化整合一生活质量法一 

完成社会角色“的管理模式，被大多数研究 

者大体认可和接受。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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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综观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 

现，近 l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人本管理的研 

究势头较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 

存在着一些问题。概括起来，存在的问题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研究上缺乏系统性 ，即对人本 

管理的研究尚未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理论。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多采用定性分析法和比较分析 

法 ，大多是一种纯理论的推演，少有人采用 

案例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二是研究的角度 

比较单一，未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 

(3)从研究成果看，一方面，论文较多， 

而专著较少。除了2001年前出版的4本专 

著外，最近几年再没有专著出版，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对人本管理研究的力度还不 

够大；另一方面，低层次的重复研究多，不少 

研究论文论述的是同一个思想，或是相近的 

意思，创新和深入发展的势头不明显。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人本管理的“必要、 

可行、有效、乐意”性的足够确切可信的量化 

揭示论证，以及有关政策思想倾向相对确切 

简明的量化描述表达，宜充分利用数字化、 

网络化的现代技术手段，群策群力，协同进 

行仿真观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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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e Study about Human-Oriented Management 

Abstract：Dealing with four aspects——the theory source，the connotation，the approach of implement of human— 

oriented management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uman—oriented management-- and system—oriented manage‘ 

ment and ability-offented management，this essay cards systematically the production of study about human—ori· 

ented management in recent tem years，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of theory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bout hu‘ 

man—oriented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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