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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回顾了西方管理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管理学家关于人性研究的理论成果 ,并将各理论成果进行了比较分

析 ,进行了个人评述。

[关键词 ] 　人性 ;经济人 ;社会人

[中国图书分类号 ] 　C9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8 - 9144(2004) 04 - 0010 - 02

　　在人性探索方面比较早且较著名的应属亚当·斯密的

“经济人”假设。斯密基于“人是一种趋利的动物”的假设 ,从

而剖析了劳动分工的出现与发展 ,讨论了资本的积累 ,进而

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学说。

这一学说为后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自由

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尽管斯密以

其在经济学上的贡献而闻名 ,而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却是以其

对人性的探究为基础的。他曾研究过自然神学、伦理学、法

学和经济学 ,由于他对人文科学的长期关注 ,在 1759 年他的

《道德情操论》出版 ,这部著作为他以后写作《国富论》奠定了

心理学基础。[1 ] (P527)

西方管理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研究的兴起源于梅奥著名

的霍桑实验。这一实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 :企业员工是社

会人 ,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管理

效率。由此梅奥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说 ,他认为 :人们之间

重要的在于合作而不是无组织的竞争 ;组织中个人的行动主

要是为保护自己在集团中的地位而不是为自我的利益。“社

会人”假说并非是对“经济人”假说的否定 ,而是对人性认识

的进一步深化和补充。“经济人”假说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出

发提出来的 ,而“社会人”假说是基于人的社会性的一种认

识。他们不是矛盾的 ,是互为补充的。

在霍桑实验的影响下 ,逐步拉开了管理学界研究人性的

序幕。以人的需求与动机研究为出发点 ,亚伯拉罕·马斯洛

于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要

归为五大类 ,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尊

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一理论既体现了人的自然

属性也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 ,它说明了人不仅是有需要的动

物 ,且他的需要是有轻重之分的 ,各层需要之间是有联系的 ,

只有某一层需要满足后才会出现另一需要。尽管各个层次

需求并非是泾渭分明 ,但他还是追究了人的行为产生的原因

是因其不同的需求与动机 ,这说明人的行为是可以被预测和

判断的。“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与此相比是比较笼

统的 ,他们在个体行为产生原因的判定上与需要层次理论相

比是比较模糊的 ,不明确的。尽管需要层次理论被广为接

受 ,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用 ,但对它的层次划分是否符合

实际仍遭到许多人的质疑。并且也有人认为这一理论在人

的动机方面观点并不完整 ,忽视了不同个体对同一需要在反

映方式上的差异性。此理论只说明了需要与激励之间存在

关系 ,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激励方法 ,而且也忽略了工作与工

作环境之间的关系。需要层次理论对激励理论的发展有重

要贡献。

同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相类似的还有美国心理学家弗雷

德里克·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和麦克米兰的成就需要理

论。1959 年赫茨伯格出版了《工作与激励》一书 ,正式提出了

激励的双因素理论。他认为影响工作绩效的主要是激励因

素和保健因素 ,保健因素不能起激励的作用 ,但他可以防止

员工的不满 ;激励因素多是与工作相关的方面 ,他能明显地

改善员工的工作热情 ,但不具备此类因素时也不会引起员工

的不满。赫茨伯格的激励因素类似于需要层次理论中的第

四层次和第五层次的需要 ,而它的保健因素则相当于需要层

次论中的低层次需要。他们的不同在于马斯洛着重对人的

需求和动机进行分析 ,而赫茨伯格则侧重于对需求目标和诱

因的分析。事实上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是对需要层次论

的有益补充 ,它明确地提出了激励工作的方向在于工作本

身。这一理论不仅使对人性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 ,同

时它也表明管理工作者应按人性本身内在的特点和规律来

寻求激励方法与管理方法。

1966 年美国的行为科学家麦米兰在他的《促使取得成就

的事物》一书中提出了成就需要理论。他认为人有三种基本

需要 ,即权利需要、社交需要和成就需要。这三种需要在不

同层次人员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他指出管理人员应根据人

员需要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 ,尤其应尽量提高人的成就需

要。这三种需要类似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中的后三种需要

和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 ,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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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只是关于人性认识的出发点不同而已。

马斯洛、赫茨伯格和麦克米兰都是从人的需要的角度出

发探讨人性的 ,而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等人却根据人的行为

的不同提出了 X、Y、Z理论及超 Y理论。

1957 年麦格雷戈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的管

理观念和方法归结为 X 理论 ,X 理论的要点为 :认为人都是

懒惰的、不负责任的 ;人更重视安全与安稳 ,反对变革 ,对人

应采取严格的控制与监督。在此观点指导下管理学上曾产

生了“大棒加胡萝卜”的管理方法。针对 X理论 ,麦格雷戈提

出了 Y理论 ,他认为 :人不是天生懒惰的 ,正常条件下他们都

愿意承担责任 ,人们更愿意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 ,控制

和威胁并不是使人努力工作的最佳方法。X、Y理论的差别

在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 ,从而采取的管理方法也不同。X理

论主张以严格的强制的控制方式 , Y理论则更注重工人的需

要 ,努力创造一个能多方面满足工人需要的环境。尽管许多

人不赞同 X理论 ,更支持 Y理论 ,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企业采

用 Y理论在效率上都优于 X理论。

Y理论是许多人所欢迎的 ,然而其在某种情况下的低效

性又让人产生了困惑。基于此 ,美国的乔伊·洛尔施和约翰·

莫尔斯提出了超 Y理论。该理论认为 :一些不愿参与决策和

承担责任的人 ,更愿意以正规化的规章条例指导自己的工

作 ,以 X理论作为管理的指导原则 ;而一些更有自制力、需要

发挥个人创造性的人 ,则更欢迎 Y理论的指导。此外 ,工作

的性质、员工的素质也影响管理理论的选择。

20 世纪 80 年代 ,日本经济迅速崛起 ,整个国际经济形势

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企业界感到倍受威胁 ,开始纷纷研究

日本企业的管理之道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威廉·大内的 Z理

论。Z理论主要是针对员工的需要提出来的 ,该理论认为 :

应鼓励职工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 ,对其进行全面培训 ;对职

工进行长期全面的考察与稳步提拔 ,采用含蓄的控制机制和

正规的检测手段。此理论更加注重职工的社会需要和个人

发展需要 ,更加尊重人 ,给人以一定的发挥个人才能与创造

力的机会。Z理论使管理更加人性化 ,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管

理思想 ,它使管理由刚性阶段迈向柔性的发展阶段。

对人性认识比较完整的应属美国行为科学家爱德加·沙

因 ,他提出了四种人性假说 ,即理性经济人假说、社会人假

说、自我实现人假说和复杂人假说。这四种人性假说将人的

需求性、动机性和社会性相结合 ,系统地论述了人的需求、动

机以及社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说明了这三种因素对管

理效率的影响。此理论为激励措施的采取指出了方向 ,为权

变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该理论认为根据不同人的特点

及环境的不同应采用灵活的管理方式 ,这是对管理思想的重

要发展 ,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以上的这些理论外 ,在西方管理思想史上比较著名

的还有弗鲁姆的期望理论、波特和劳勒的综合激励模式、奥

尔德弗的需求和激励理论 ,以及斯坎伦和林肯的计划。这些

理论通过对人性的探讨 ,结合人的需求动机关系 ,提出了许

多有益的激励措施和管理方法 ,为行为科学的建立和管理理

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又有一些人提出

了“文化人”假说、“观念人”假说及“创新人”假说 ,这些假说

都结合当前企业管理发展的实际力图对当前管理中的人性

做出比较完善与贴切的概括 ,但他们的局限性在于要么没有

将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相结合 ,流于片面化 ,

要么比较笼统缺少相应的管理方法。

关于人性的认识 ,无论是曾经的、还是现在的管理思想 ,

他们大多是从单一个体的角度来探讨的 ,而对人的群体所表

现的行为方式及处于群体中个人的人性的变化探讨的较少。

关于人的群体性、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性的研究在东方文化中

比较早 ,尤其是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更多一些 ,但其系统性、

理论性却不强。例如 ,中国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 ,

它表现了群体与个体密不可分的关系 ,表现出个人权力需要

在群体需要面前的脆弱性 ,而这一管理思想也只如一颗寒星

孤零零地闪烁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长河中 ,没有形成系统

的理论体系。人是自然的产物 ,而更多的却是其社会性。人

性不仅有其与生俱来的为生存而表现的逐利性 ,也表现为其

在社会系统中为社会利益、集体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牺牲 ,这

种努力和牺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价值性受到社

会一致的认同和崇尚 ,成为自我实现的原动力。因而对人性

的研究是不能脱离人的群体研究的 ,人的群体对个体人性的

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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