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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管理哲学基本定位研究：变迁、实质与趋势

李培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管理哲学研究中心）

　　摘要：国外管理哲学研究已近９０年。管理哲学是面向管理实践的，这其中既有省思的研

究取向，又有构建管理理念的研究取向。管理哲学在思维上有整体性特征，在内容上有价值分

析特征。研究者对哲学的定位深深影响着对管理哲学的定位，管理哲学对人的问题的关注程

度逐渐拓展。管理哲学借用哲学的思想因子来深度剖析管理理论，利用哲学思维构造新的管

理理念以及有针对性地革新旧的管理范式，这些将是未来管理哲学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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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已近３０年，中国管理哲

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与国外管理哲学界保持密

切的沟通，并适当借 鉴 国 外 管 理 哲 学 的 研 究 成

果。引介国外管理哲学的研究成果是中国管理

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管

理哲学界热议管理哲学基本定位之时［１～６］，尤显

必要。虽然国内相关研究也涉及管理哲学的基

本定位，但还 有 待 于 进 一 步 拓 展 和 深 化。就 管

理哲学的基本定位来说，国内对其研究状况、研
究态势，特别是近２０年来的相关研究论文及近

１０年来的相关学术专著，还知之甚少。国外相

关研究者是如何定位管理哲学的？他们在关注

哪些问 题？国 外 管 理 哲 学 的 未 来 研 究 趋 向 如

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助于对国外管理哲

学研究的梳理，更有 助 于 为 国 内 管 理 哲 学 探 讨

所借鉴。

１　国外管理哲学研究态势基本点分析

１．１　管理哲学学术轨迹

自谢尔登１９２３年 出 版 第 一 本《管 理 哲 学》
专著以来，他就被尊为管理哲学第一人［７，８］。虽

然在谢尔登之前，科 学 管 理 的 创 始 人 泰 勒 基 于

管理原则、管理 原 理 的 定 位 对 管 理 哲 学 有 所 指

认，在ＴＡＹＬＯＲ［９］１９１１年 出 版 的《科 学 管 理 原

理》中“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出现过１８次之多，但只有谢

尔登才使管理哲学“获得了备受尊重的、专业化

的”［８］学科 声 誉。自 他 以 后，直 到５０多 年 后 霍

金森（ＨＯＤＧＫＩＮＳＯＮ）［１０，１１］才出版《管理哲学》
和《领导哲学》。ＫＩＲＫＥＢＹ［１２］在１９９８年用德文

出版专著《管理哲学》，此书在２０００年被翻译成

英文，其核心既是从哲学视角论述管理，又在于

阐明领导问题。关于管理哲学的专著还有Ｋ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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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ＬＯＷＳＫＩ［１３］在２０１０年主编的关于管理哲学的

论文合辑《管理与组织哲 学 辑 要》，其 中 收 录 了

ＫＯＳＬＯＷＳＫＩ对管 理 哲 学 基 本 定 位 的 相 关 研

究。

以管理哲学 为 题 目（或 在 题 目 中 涉 及 管 理

哲学）的研究论文较多：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三大

引文库（ＳＣＩ／ＳＳＣＩ／Ａ＆ＨＣＩ）检 索 数 据 库 为 例，

其 中 以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为 关 键 词

（含标 题 用 词）在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 间 至 少 有１４０
篇，当然还不包括１９８０年以前的以及未收录上

述引文库的。其中就管理哲学的基本定位研究

来说，发表最早的要数ＦＥＴＺＥＲ［１４］发表于１９４８
年的论文，学术价值较大的有ＳＴＯＶＥＲ［１５］以及

ＬＩＴＺＩＮＧＥＲ等［７］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后者

对１９６６年以前 的 管 理 哲 学 研 究 有 非 常 专 业 的

综述和评析。在 管 理 哲 学 方 向 的 博 士 论 文，有

ＫＯＨＡＭＡ（２００５年 发 表）［１６］等 人 的。在１９６０
年以后专门讨论管理哲学基本定位的像ＬＩＴＺ

ＩＮＧＥＲ等所写的那样专业的文章逐渐变少，而

更 多 是 从 某 个 侧 面 讨 论 管 理 哲 学 的，像

ＭＡＳＬＯＷ［１７］的《优 心 管 理》。ＤＲＵＣＫＥＲ［１８，１９］

也被指认为管理哲 学 家，其 对 管 理 本 质 以 及 后

资本主义的定位颇有深度。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末以 来，ＨＡＮＤＹ［２０，２１］对 组 织 以 及 整 个 管 理 实

践走势的论 述 也 颇 有 管 理 哲 学 意 蕴。另 外，对

组织的管理哲学研究有些比对管理哲学本身的

讨论更受学者的青 睐，如 对 组 织 的 技 术 理 性 批

判研究［２２］，对组织的后现代视角的研究［２３］。

以上并非下文要论述的所有文献，更不 是

管理哲学变迁史上 的 所 有 文 献，但 这 些 反 映 了

管理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献。

１．２　管理哲学传播媒介

国外管理哲学传播媒介有多样化趋势。２１
世纪之后，管理哲学 在 传 播 平 台 建 设 上 有 了 新

突破。自２００１年以来，英国管理哲学相关研究

者开始定期出版专业性的管理哲学期刊。每年

３期，一 般 定 期 发 行，从２００１年 发 行 以 来 没 有

间断过。它以管理哲学家、管理理论家、管理从

业者为读者和作者 群，致 力 于 开 辟 一 个 管 理 哲

学的研究、交流平台。它每期主题鲜明，大约有

１２０页，以讨论管理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分析管

理哲学领域中的重 要 命 题 和 相 关 思 想，引 介 著

名管理领导者及其管理经验为主。该期刊的编

辑大都是致力于管理哲学研究或对管理哲学感

兴趣的研究 人 员 和 管 理 经 理 人。自２００１年 以

来，在英国大约在 每 年 的７月 份 召 开 世 界 范 围

内的管理哲学研讨 会，这其中在牛津大学的Ｓｔ

Ａｎｎｅ’ｓＣｏｌｌｅｇｅ召开的大都是国际性会议。该

研讨会已常态化，２０１１年的年会已于２０１１年７
月１４～１７日 在 牛 津 大 学 召 开。自２００３年 以

来，管理 哲 学 研 究 也 有 了 专 业 性 网 站（ｗｗｗ．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ｃｏｍ），这更加方便 了

相关信息的发布。

当然，就国外管理哲学的发展态势来看 不

仅仅局限在英美，在 整 个 欧 洲 大 陆 也 有 相 关 研

究者，如ＫＯＳＬＯＷＳＫＩ。他早年关注过经济伦

理学，近年也对管理哲学有独到看法，还积极创

设管理哲学交流平台、组织管理哲学研讨会，如

２００７年就以 德 国 哲 学 联 合 会 的 名 义 召 开 管 理

哲学研究会议，并在２０１０年将其会议论文集出

版［１３］。

可惜的是，作为重要传播媒介的工具书，尤
其是哲学类的工具书对管理哲学的介绍十分有

限。已有的纸质版哲学类大型工具书中并没有

查到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以 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相关词条。如剑桥 版 的 哲 学

大辞典 中，“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为 词 组 的 词 条 就 有

１６个 之 多［２４］，但 没 有 管 理 哲 学，这 一 点 值 得 深

思。然而，自１９６０年以后，从广度与深度来说，
管理哲学的发展已 多 样 化，用 很 精 确 的 定 义 已

不能对其全面概括 了，至 少 对 管 理 哲 学 的 精 确

界定已不是 管 理 哲 学 研 究 的 主 流。当 然，对 于

网络版的工具书，尤 其 是 新 兴 的 维 基 百 科 中 还

是有商业哲学词条。除了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哲

学思潮、哲学概 念 以 及 哲 学 家 的 思 想 与 现 代 的

管理思想 的 对 比 研 究 以 外［２２，２５］，大 部 分 管 理 哲

学论文在讨论管理 哲 学 时，工 具 书 中 对 哲 学 的

界定（如把哲学 划 分 为 本 体 论、认 识 论、价 值 观

及相关假设），深深影响着研究者对管理哲学基

本定位的讨论［７］。

１．３　管理哲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管理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紧密地结合，这

种研究特色既 成为 哲 学 研 究 的 新 领 域，也 成 为

管理哲学研究新的增长点。管理哲学用哲学的

思想因子来深度剖析管理理论中的某些重要范

畴，利用哲学思维构造新的管理理念、新的组织

形态以及有针 对性 地 革 新 旧 的 管 理 范 式，这 些

将是未来管 理 哲 学 的 增 长 点。此 外，管 理 哲 学

将更加关注组织中个体人 的 工 作（生 存）状 态；

更加关注竞争时代、消 费 时 代 大 背 景 下 的 组 织

人与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更加关

注管理理论中 核心 概 念 的 内 涵 剖 析，以 及 为 管

理实践构建新的管 理 理 念；更 加 关 注 组 织 中 个

体休闲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平衡。

·７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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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思想 特 质 及 目 标 人 群 的 特 定 指 向，
管理哲学不仅仅是 书 斋 式 研 究，管 理 哲 学 研 究

者也为管理从业者 提 供 相 关 咨 询；为 企 业 发 展

提供战略理念咨询；为 企 业 员 工 更 好 地 处 理 工

作、家庭之间的关系提供咨询，这也有可能成为

管理哲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２　国外管理哲学基本定位

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国外管理哲学的讨

论首先着眼于管理哲学的定义问题，此后，管理

哲学的相关探讨更多地关注管理哲学的基本定

位，如问题关切点、探讨领域、基本特征等，这是

用探讨基本单位的 方 式 来 定 位 管 理 哲 学，而 非

仅仅用精确定义的方式认定管理哲学。

２．１　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

管理哲学是面向实践的。不管是学院式管

理哲学研究，还是面 向 管 理 实 践 的 管 理 哲 学 咨

询。虽然其侧 重 点 不 同，但 大 都 不 否 认 管 理 哲

学的实践性特征。学院式管理哲学研究侧重于

实践的理论，其理论化程度较强，更强调概念分

析；面向实践的管理哲学以案例分析、剖析具体

问题为主，更关注理论的实用层面，尤其是在对

领导者的管理理念启发上。学院式管理哲学研

究侧重于向上追溯 的 成 因 式 分 析；面 向 实 践 的

管理哲学则侧重于最终的 结 果（目 的）性 分 析。

但这二者都面 向 实 践。有 时 还 有 “本 土 化 的”
倾向，如美国的管理 哲 学 侧 重 于 与 其 实 用 主 义

文化相关联，日本的 管 理 哲 学 则 侧 重 于 东 方 或

日本特有的文化。
对哲学的定位深深影响着对管理哲学的定

位。已有的管理哲学文献，尤其是早期的，其特

点是先着眼于哲 学 定 位。如 谢 尔 登 在 其《管 理

哲学》的 序 言 中，首 先 对 引 入 哲 学 目 的 给 出 说

明。后来专 门 研 究 管 理 哲 学 的 论 文［７，１５，２６］也 是

首先讨论哲学的 定 位 问 题。小 乔 治 的《管 理 思

想史》，霍金森的《管理 哲 学》也 涉 及 这 个 问 题。

霍金森的《领导哲学》一书更是用第一章来讨论

“为什么要对管理进行哲 学 探 讨”，这 从 一 个 侧

面揭示出管理哲学研究还是重视哲学对其思想

指导意义的。对 哲 学 的 定 位、利 用 哪 种 哲 学 来

分析管理将左右着对管理哲学的定位。有些管

理哲学家如福利特综合利用多种哲学思想来分

析管理问题，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兴起的组

织伦理学、组织文化 学 的 讨 论 则 是 引 入 某 种 哲

学思潮来分析管理问题、组织问题，如后现代组

织研究。
管理哲学在思维上有整体性特征，在内 容

上有价值分析特 征，这 也 是 管 理 哲 学 的２种 功

能定位。管理哲学中的哲学向度决定着管理哲

学的基本研究倾向———管理哲学的整体性向度

与价值向度。整体性思维是针对管理学本身侧

重于定量分析，反其道而行之，以宏观理念为基

点分析管理案例，这 是 对 管 理 实 践 以 及 管 理 理

论的一种批判性分 析，有 助 于 提 炼 具 有 整 体 意

义的管理理念。而管理哲学的价值原则自谢尔

登开始就比较重视，以后的小乔治、霍金森等多

有涉及，把哲学 引 入 管 理 的 重 要 作 用 之 一 就 是

对管理进行“价值审查”［１０，１１］。

ＳＨＥＬＤＯＮ（谢尔登）［２７］对管理哲学的功能

定位是，一种能从整体上把握、“鸟瞰”工业社会

的能力；对于他来说，管理哲学又是一种价值原

则：是 关 注 工 人 的 生 存 状 态 的。而 对 于 霍 金

森［２５］来说，管理哲学可以使行政人员了 解 管 理

的逻辑、管理目标，在“组 织 与 管 理 实 践 的 水 平

上”“对事物进行分析与综合，描述与界定，穷根

追底地探究事物的意义所在”，这是对管理的实

证分析丧失整体意义感的 一 种“哲 学 补 偿”；在

其《管理哲学》一书中又对此进行了肯定。他认

为，“管理 哲 学 能 够 塑 造 和 决 定 组 织 行 为 的 本

质”，“分类组织，综合并揭示作者管理的知识”，

为“管理寻找灵魂所在”，为“改进集体生活提供

一种整体性、实用性的”方法［２６］。对这２个向度

的论述在其他相关研究中也有涉及［７，１２，２８］。令人

感兴趣的是，ＫＯＳＬＯＷＳＫＩ［１３］的相关文章在强调

以上２种功能的情况下，又强调了一种新功能：

通过管理哲学促进哲学的研究和管理的发展。

２．２　管理哲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管理哲学产生在管理学专业化之前———具

体说 管 理 学 是 二 战 之 后 逐 渐 成 为 专 业 学 科

的［２９］。二战之前的管理学不是被归为组织工程

学，就是被归为工业心理学，而一开始的管理哲

学讨论还存有大量 社 会 学 因 子，笔 者 在 考 察 谢

尔登的管理哲学后发现，其 实 质 是 一 门（工 业）
社会哲 学。谢 尔 登 虽 然 较 早 的 阐 发 了 管 理 哲

学，但没有 人 高 度 关 注 其 思 想，在 威 策 尔［３０］的

《管理的历史》一书中称管理哲学只是阶段性话

题，“管理哲学 可 以 被 理 解 为 一 种 哲 学，这 种 观

点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 纪 早 期 并 不 少 见”，“谢 尔

登出版了《管理哲学》一 书，使 这 个 观 点 达 到 了

它的鼎盛时 间。然 而 从 那 时 起，管 理 哲 学 这 一

观点多少显得有些过时”。即从管理学视角看，
管理哲学被管理学 家 讨 论 过，但 不 是 管 理 学 的

主流，被 遗 弃 了。然 而 上 述 观 点 具 有 片 面 性。
其实，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管理学讨论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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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管理学丛林的时代”［３１］，这意指管理学很 难

再被整合以形成统 一 的 管 理 理 论，管 理 学 也 无

主流可言，只 有 多 样 化 的 讨 论 热 点。霍 金 森 已

认识到此问题。这也许就是他的《领导哲学》一

书中为什么一开始就论述“为 什 么 要 对 管 理 进

行哲学探讨”的 缘 由。他 认 为，管 理 的 一 般 性、

普遍性特征应该引 起 更 多 的 哲 学 关 注，因 为 这

个社会日益成为组 织 化 的 社 会，管 理 已 成 为 普

遍性的事物和行为，而 哲 学 本 身 的 特 点 就 是 要

关注一般性、普遍性的问题。从管理着眼，霍金

森［３２］认为，“管理哲学是对组织事物中权力的一

种理性理解并使 之 文 明 的 企 图”。即 哲 学 进 入

管理领域是大势所 趋，因 为 在 消 费 决 定 并 引 领

生产的时代，管 理 理 念 就 是 生 产 力。管 理 理 念

深深影 响 着 企 业 的 竞 争 力。只 有 更 加 了 解 社

会，更加透析人的消 费 心 理 才 能 引 领 新 的 消 费

热点；只有构建企业特有的、专业的企业文化以

吸引并留住人才，才 是 知 识 型 社 会 背 景 下 提 高

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而这些与采用什么样的

管理理念有 关，理 念 决 定 成 败。这 些 都 体 现 了

管理哲学的重要性，为 管 理 哲 学 的 兴 起 并 突 破

其旧的范式带来了契机。

通过以上管理哲学的引介、阐发，我们了解

到管理哲学虽有过 被 精 确 定 义 的 时 期，但 这 种

静态的界定模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管理哲学的

自身定位。因为管理哲学是管理学与哲学交叉

形成的，又由于目前哲学、管理学本身的发展态

势，决定了其 并 没 有 统 一 化 的 必 要 和 可 能。处

于哲学、管理学互动之中的管理哲学，其定位应

处于动态平 衡 中，才 更 合 理。它 应 有 自 己 的 研

究主体、研讨方向和问题域。在这些定位下，管

理哲学不像自然学科那样 要 求“强”客 观 性，来

确证自己是一门科 学，但 通 过 对 管 理 哲 学 基 本

问题、基本特征、基本功能的讨论可以对其有一

个大体定位，通过管 理 哲 学 研 究 模 式 可 以 分 辨

出其哲学、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性。当然，那些固

守学科应严格分界 的 人 士 可 能 认 为，这 样 没 有

精确的定位，有可能使管理哲学面临二元学科以

至四不像的学科境地，使管理哲学的研究日显尴

尬（对此，国内管理哲学研究者已有亲身感受）。
但随着交叉学科研究日益广泛，这种因缺少精确

的学科归属感的尴尬境遇可能有所消解。

３　对管 理 哲 学 研 究 状 况 及 其 基 本 定 位 的

评析

３．１　从管理哲学的语词使用看管理哲学

中文“管理哲学”概念相对应的英文有以下

几种：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ｈｐ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ｈｐｙ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

ｈｐ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ｈｐｙ。在 这 些 概 念

中，随着所指主 体 的 不 同，大 体 又 分２类：虚 指

型与实指型。虚指型意味着把管理哲学当做一

种标签来使用，有 时 也 作 为 一 般 行 文 言 语 而 非

专有词汇来 用，即 它 是 无 实 际 内 涵 的 指 称。本

文主要考察 的 是 实 指 型。实 指 型 又 分２种，其

划分与对管理哲学实践向度的特征理解和具体

定位有关，与使用者的心态、职业角色有关。一

个管理实践者所使用的管理哲学指称与一个有

着哲学研究背 景者 使 用 的 管 理 哲 学，会 有 不 小

差异：管理实践者 一 般（仅 仅 是 一 般 情 况，也 有

例外）会侧重于实践经历的总结，更注重管理哲

学实用性的一面；而 后 者 一 般 会 侧 重 于 理 论 分

析。由于诸多因素造成了管理哲学在指称上的

“任意性”，管理哲 学 处 于 一 个 较 松 散 的 学 科 体

系之中，管理哲学有多种研究倾向，各研究取向

之间可以相 互 照 应，但 其 关 系 并 非 固 定 化。这

个学科体系有不同 的 结 构 层 次，有 些 还 可 以 自

由结合以产生新的理论体系。其原因与管理哲

学体系不同有关；又与管理哲学本身处于哲学、
管理学的互动之中有关。

笔者认为在管理哲学研究中，若不首先 界

定管理哲学语词指向：所研究对象的理论倾向、
所研究主体使 用管 理 哲 学 的 境 遇、是 实 指 还 是

虚指，此项研究内容将变得一团糟，其理论也无

一致性。这是管理哲学研究者应该谨记的。

３．２　在哲学、管理学互动中的管理哲学

哲学 的 定 位 影 响 对 管 理 哲 学 的 定 位。如

ＬＩＴＺＩＮＧＥＲ等［７］既重视哲学认识论分析，又结

合美国的实用主义 文 化 背 景，大 力 强 调 管 理 哲

学不能被理解为“管理形 而 上 学”，而 应 理 解 为

“如 何 通 过 管 理 获 得 结 果”的 知 识。而ＳＴＯ
ＶＥＲ［２４］界定的 哲 学，既 注 重 理 论 哲 学，又 关 注

管理实践者所理解的世界观、价值观，因为他强

调管理的实 践 倾 向。当 然，管 理 学 理 论 对 管 理

哲学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

（甚至更早）就有一股侧重总结管理原理的知识

论倾向，这也影响到当时管理哲学的研究取向。

后来管理学又转向批判科层制、构建团队模式、
强调分权、非线性组织等多种层面，这使管理哲

学有了新内容。即当研究某一阶段的管理哲学

时，有必要关注同时期相关哲学、管理学的研究

动态，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管理哲学的脉络。

３．３　从问题意识反思管理哲学

在谢尔登提出管理哲学伊始，管理哲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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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就有极强的社会问题意识。谢尔登强调管

理哲学应是社会管 理 哲 学，而 不 仅 仅 向 科 学 管

理那样，仅仅 局 限 于 车 间 中。他 还 关 注 工 业 社

会管理中的一线工 人 的 工 作 状 态，强 调 管 理 首

先是人的管理。关注一线工人如何提高工作积

极性 以 提 高 工 作 效 率。而 同 时 代 的 ＦＯＬＬＥ
ＴＴ［３３］更关注组织体制如何运作、如何更好地发

挥组织中所有人的能力，对领导权、矛盾冲突解

决等方面也 有 独 到 的 看 法。ＭＡＳＬＯＷ［３４］从 人

性假设方面关注组 织 人，他 尤 其 关 注 自 我 实 现

人作为积极人性假设的可能性。德鲁克追问管

理“是什么”而非仅仅关注管理的具体操 作［１７］。

ＨＡＮＤＹ［３５］从组织如何使人工作得更舒适视角

来设计组织的具体 运 作 模 式，这 不 仅 仅 为 组 织

中的个体人提供方 便，更 着 眼 于 组 织 效 能 的 提

高。以上说明，关 注 组 织 与 人 的 互 动 是 管 理 哲

学研究问题的一个特色，只是侧重点不同、论述

的层级不同而已。对此，既要着眼于根本问题，

又要针对具体思想具体分析。

３．４　研究方法与管理哲学定位

管理哲学的 一 大 特 点 就 是 研 究 的 多 样 化，

因此管理哲学研究方法也随之有所变化。在这

种研究态势下，如何 把 握 管 理 哲 学 的 研 究 方 法

就是一个问 题。如 何 反 思 管 理 实 践、解 读 管 理

理论、审视管 理 思 想；以 什 么 样 的 心 态 处 理、整

合已有的文献，尤其是综述类的研究，这些值得

推敲。既要深 入 剖 析 已 有 理 论，又 不 能 先 入 为

主以免造成过度诠释。管理哲学的侧重理论层

面的研究方法应以 文 本 分 析 为 主，尤 其 是 对 已

有管理理论的管理 哲 学 的 阐 发，更 应 该 从 文 本

的问题意识、逻辑脉络出发。基于文本，又不仅

仅局限于文本，才能把握已有的思想，抓住其思

想本质、其问题着力点、其思想归类等。

４　结语

管理哲 学 自 谢 尔 登 以 来 其 研 究 历 程 已 近

９０年。在这９０年中，既有研究的高潮，也存在

研究的低谷；既有集中一个热点的分析，又有一

些冷僻 的 研 究 方 向。由 于 其 研 究 态 势 随 着 哲

学、管理学的 互 动，以 及 研 究 主 体 的 不 同，管 理

哲学研究有多样化、多层次性的趋势，这为管理

哲学界定带来很大 挑 战，使 管 理 哲 学 不 能 仅 仅

局限于静态的精确 定 义、构 建 体 系 化 来 确 证 自

己。总的来说，管理哲学可以从其问题关注、研

究模式、关注 群 体 等 方 面 来 大 体 定 位。在 这 种

背景下，管理哲学基 本 定 位 将 处 于 动 态 平 衡 之

中。总的来看，管理哲学是面向管理实践，思考

已有的、当下的 以 及 将 来 可 能 出 现 的 管 理 中 的

哲学问题，这其中既有省思的研究取向，又有积

极提供管理 理 论 的 研 究 取 向。在 这 其 中，管 理

哲学对人的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深度在逐渐拓展

和加深。

参 考 文 献

［１］坚喜斌，李 剑．“全 国 管 理 哲 学 创 新 论 坛”会 议 综 述

［Ｊ］．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７（７）：９４～９６．
［２］张守 连，胡 克 明．哲 学 智 慧 与 企 业 管 理 的 相 互 提

升———“中国管理哲 学 创 新 论 坛·２００９”综 述［Ｊ］．哲

学动态，２０１０（１）：１０８～１０９．
［３］周可真，张薇．论 管 理 哲 学 的 产 生 及 其 学 科 性 质［Ｊ］．

江海学刊，２０１０（１）：９０～９８．
［４］邓济乾．管 理 哲 学“元 理 论”及 其 合 法 性 研 究［Ｄ］．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２０１０．
［５］蒋显荣．现 代 西 方 管 理 思 想 哲 学 方 法 论 研 究［Ｄ］．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２００９：１～３．
［６］刘敬鲁．西方管理哲学［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７］ＬＩＴＺＩＮＧＥＲ Ｗ Ｄ，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Ｔ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ｎｉｇｍａ［Ｊ］．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６６，９（４）：３３９～３４０．
［８］ＧＥＯＲＧＲＣ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７２：

１３１～１３６．
［９］ＴＡＹＬＯＲＦ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Ｓｈ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ｍｏｎｙ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Ｈｏｕｓ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Ｒｏｗ，１９４７：

１０３．
［１０］霍金森 Ｃ．领 导 哲 学［Ｍ］．刘 林 平，译．昆 明：云 南 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００．
［１１］ＨＯＤＧＫＩＮＳＯＮ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ａｌ

ｕｅｓａｎｄ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ｆｅ［Ｍ］．Ｏｘ

ｆｏｒｄ：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ｔｄ．，１９９６：４，１１．
［１２］ＫＩＲＫＥＢ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Ｒａｄｉ

ｃａｌ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Ｂｅｒｌｉ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０．
［１３］ＫＯＳＬＯＷＳＫＩＰ．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０．
［１４］ＦＥＴＺＥＲＷ．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Ｏｆｉｃ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１９４８，３３（８）：１４～１５．
［１５］ＳＴＯＶＥＲＣＦ．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５８，１８（１）：２１～２７．
［１６］ＫＯＨＡＭＡＪ．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ｉｎ

Ｅａｒｌ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Ｄ］．Ｔｏｋｙｏ：

ＭｏｍｏｙａｍａＧａｋｕ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下转第８６９页）

·０３８·

管理学报第９卷第６期２０１２年６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４９（２）：２６３～２８０．
［４］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Ｂ，ＭＩＬＧＲＯＭＰ．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８７，５５（２）：３０３～３２８．

［５］ＴＩＲＯＬＥＪ．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６］ＴＩＲＯＬＥＪ．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Ｗｅ

Ｓｔａｎｄ？［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９９，６７（４）：７４１～７８１．
［７］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Ｄ，ＳＴＵＡＲＴ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ｉｎＢｉｏｔｅｃ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５０（３）：５５９～５９６．
［８］费方域，李 靖，郑 育 家，等．企 业 的 研 发 外 包：一 个 综

述［Ｊ］．经济学，２００９，９（３）：１１０７～１１６２．
［９］ＲＯＩＪＡＫＫＥＲＳＮ， ＨＡＧＥＤＯＯＲ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Ｒ＆Ｄ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ｉｎ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ｉｎ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ｉｎｃｅ１９７５［Ｍ］／／ＤＵＮＮＩＮＧＪＨ，ＢＯＹＤＧ．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Ｅｃｏｎｏ

ｍｉｅｓ，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ｎ：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０３：６３～９１．
［１０］ＬＥＲＮＥＲＪ，ＴＳＡＩＡ．ＤｏＥｑｕｉｔ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Ｃｙｃｌｅｓ

Ｍａｔｔｅ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３，６７（３）：

４１１～４４６．
［１１］ＬＡＩＥＲ，ＲＩＥＺＭＡＮＲ，ＷＡＮＧＰ．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９，３８（３）：

４８５～５１５．
［１２］ＵＬＳＥＴＳ．Ｒ＆Ｄ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Ｒ＆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３０（１）：６３～８２．
（编辑　丘斯迈）

通讯作者：杨治（１９７８～），男，辽 宁 锦 州 人。华 中 科 技 大

学（武汉市　４３００７４）管 理 学 院 副 教 授。研 究 方 向 为 企 业

战略、创新管理。Ｅｍａｉｌ：ｚｈｉｙ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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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ＭＡＳＬＯＷＡＨ．Ｅｕｐｓｙｃｈｉａ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Ｏ

ｓａｋａ：ＩｒｗｉｎａｎｄＤｏｒｓｅ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１８］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９５４．
［１９］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Ｆ．Ｐｏ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９９３．
［２０］ＨＡＮＤＹＣＢ．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６．
［２１］ＨＡＮＤＹＣＢ．２１Ｉｄｅａｓ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ｆｏ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Ｙｏｕｒ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Ｍ］．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２０００．

［２２］ＭＣＫＩＮＬＡＹＡ，ＳＴＡＲＫＥＹＫ．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ｍ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Ｓｅｌｆ［Ｍ］．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Ｐｕｂ．，

１９９８．
［２３］ＨＡＮＣＯＣＫＰ，ＴＹＬＥＲ Ｍ．Ｗｏｒｋ，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Ｐｕｂ．，２００１．
［２４］ＡＵＤＩＲ．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５８２～５８３．
［２５］ＫＵＲＺＹＮＳＫＩＭＪ．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ｅｒＦ．

Ｄｒｕｃｋｅｒ’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ｓｔｏ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

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Ｄ］．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ｏｙｏｌａＵｌ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４．
［２６］ＤＡＶＩＳＲＣ．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１９５８，２５（３）：１～７．
［２７］ＳＨＥＬＤＯＮ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３．
［２８］ＬＡＵＲＩＥ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Ｃ．Ｗａｎｔｅｄ：Ｔｈ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１（１）：４５～４９．
［２０］德鲁克ＰＦ．管理：使命、责任、实物（使命篇）［Ｍ］，王

永贵，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２～２６．
［３０］威策尔 Ｍ．管理的历史［Ｍ］．孔京京，张炳南，译．北

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１３．
［３１］ＫＯＯＮＴＺＨ．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Ｊｕｎｇｌｅ［Ｊ］．

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６１，４（３）：

１７４～１８８．
［３２］霍金森Ｃ．为 什 么 要 对 管 理 进 行 哲 学 探 讨［Ｊ］．国 外

社会科学，１９８６（３）：３３～３８．
［３３］ＦＯＬＬＥＴＴＭＰ．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Ｐａｐｅｒｓｏｆ ＭａｒｙＰａｒｋｅｒＦｏｌｌｅｔｔ［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３：３０～５０．
［３４］ＭＡＳＬＯＷＡＨ．Ｍａｓｌｏｗｎ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８．
［３５］ＨＡＮＤＹＣＢ．Ｂｅｙｏ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编辑　予衡）

作者简介：李培挺（１９８２～），男，山 东 济 南 人。中 国 人 民

大学（北京市　１０００８２）哲 学 院 管 理 哲 学 研 究 中 心 博 士 研

究生。研究方向 为 管 理 哲 学。Ｅｍａｉｌ：ｌｉｐｅｉｔｉｎｇ２２２＠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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