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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管理的三大特征 

史会学 

21世纪是管理的世纪，“管理是决定一切事业盛衰成败的关键，重视管理、

加强管理是全体人类的需要和整个时代的呼声”。 凡有人的地方就必然存在

着管理活动。实际上，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管理网络的影响之中。从呱呱落

地到走向坟墓，每个人都要管理自己、管理他人或接受他人管理。正如霍金

森所言：“当今的社会生活，被如此多的组织所统辖，正式性的组织或非正

式性的组织，在后工业化社会，以至于我们生活的质量全部都依赖于管理者

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管理是最能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的行为和事业，社

会日益变成为组织化的社会。” 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实践以及科技变革

浪潮使现代管理活动呈现开放性、创新性和对人性的价值关怀特征。 

什么是现代管理呢？所谓现代管理是指代表未来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

能适应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需要的高度社会化、专门化以及符合特定管理对

象特征的个性化管理。现代管理不仅反映着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管理中的

科学内容，而且包含着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总趋势属于社会主义管理的价值因

素。本文所研究的现代管理指社会一般的管理，当然也内涵着各类组织的管

理内容。至于特定对象的具体管理内容及管理技巧，则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

和重点。研究现代管理必须了解现代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管理的自

然属性指管理所具有的组织、指挥和协调的特性，它反映了当今社会化大生

产过程中协作劳动本身的根本要求。它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劳动，完全具有一

定的借鉴性并可成功移植。管理的社会属性指管理所具有的监督职能，是一

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下社会劳动过程的一种特殊职能，它反映了生产资料占

有者的意志，受一定生产关系的影响制约，基本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一般

不具备借鉴性和可移植性。 

一、现代管理的开放性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因特网构筑的网络世界，已使整个地球成为一个小小的

“地球村”。管理全球化与本地化的矛盾，管理复杂化对管理者素质提升的

要求，都使管理时空得以扩展延伸。以地域特征为管理特色的传统管理方式

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管理开放性的发展要求。开放是时代发展的特征和对管理

的要求，任何组织、国家和社会不适应这种开放性的管理发展潮流，不做适

时调整就不能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竞争优势。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大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和相互改造，使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下

的发展主体必须善于吸纳那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管理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社会各类组织在日益开放的外部环境中，能否保持自身的开放，注重

利用全球市场分工的比较优势，借助组织内外的各种资源培育自身发展的动

态竞争优势，以便赢得未来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现代管理的开放性特征使

组织日益呈现“扁平化”趋势。虚拟网络战略联盟的组建，正是对管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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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和对外界动荡变革挑战的应对，管理决策也日益从高层延伸到基层及

前沿人员。竞争战略从注重自身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到开始着力培育未

来竞争所要求的动态优势。 

管理的开放性要求各类组织必须对外界保持迅速的反应能力，组织成员必须

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学习型组织” 正是适应管理开放性挑战的结果。因

为传统管理模式是建立在亚当·斯密提倡的分工理论和泰勒的科学管理基础

之上，因此形成“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已经愈来愈不适应开放性的时代特

征。以任务或项目工作组灵活型的组织应运而生。市场竞争迫使管理者必须

关注人的创造性智力因素的挖掘，一个社会、一个组织和一个人必须善于创

新、系统性地、有组织地、有目的地学习，才能应对管理开放性带来变革的

挑战。管理的开放性要求管理者一是对外沟通的“参与式开放”

（Participative Openness）；一是对内的沟通的“反思式开放”

（Reflective Openness）。当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经工业文明进入知识文

明社会之际，知识的学习、加工和创造日益成为管理的现实。“信息爆炸”

的指数般增长和“知识更替率”的加快，知识主管（CKO）和信息主管

（CIO）实际上是为增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而设立。 

世界性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组织使主权国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更加频繁。市

场的日益开放使那些企图想脱离世界而封闭式发展的国家和组织，显得既不

可能，也不现实。因为，闭关自守、自我封闭的管理方式只能导致自身日益

的落后和不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任何国家和任何组织，必须

融入世界的大市场，充分组织、发挥并不断开发自身的动态竞争核心能力。

管理者能否有效利用世界分工的专业化比较优势，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

产力，将直接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变革是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质。政治、

经济及科技文化的变革要求组织必须对外和对内开放，组织必须及时同外界

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如此，管理才能适应社会变

化，顺应时代发展。管理的开放性要求任何组织必须体现公平、公开公正和

透明的价值原则，管理者也必须强化自身所拥有的核心价值理念。德鲁克认

为：社会各类组织“有着大量的机会使人们得以借知识而谋生、借知识而作

出贡献、借知识而有所成就。” 人们也把组织作为安身立命的场所，那些不

能赢得成员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腐化组织，将逐渐被市场所淘汰。成功的管理

者将实现共生共赢的局面，即基于利益相关者目标价值实现的最大化。 在不

同管理文化、具有不同管理精神的管理模式相互砥砺和相互影响下，现代管

理文明体现出基于民众利益的管理价值实现。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

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

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不发达、落后的管理现

状迫使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能采取自我孤立、盲目排外的管理模

式，管理的开放性要求管理者必须大胆吸收那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管理文化

和管理方法，大胆借鉴先进文明国家宝贵的管理经验。 

二、现代管理的创新性 

现代管理的开放性特征加速了不同管理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相互交流。不同社

会、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管理力之间的竞争推动着管理的持续创新。在这个

变革创新并追求时尚的时代，人们经历着眼花缭乱的加速度变化而彷徨不

安；在这个追求个性张扬和注重自我实现的社会，人们渴望在混沌的世界中

寻找属于自我的一方净土；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激发着人们贪欲的无限膨胀



和感 官享受，人类还是迷失在丧失真我的恶性循环中。急速变革的社会潮流

推动管理者在管理制度、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等全方面的整体创新。变革创

新不仅是时代的号角，而且是现代管理者的神圣使命。江泽民同志指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

永葆生机的源泉”。 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都是现代社会管理

创新的体现，而管理创新还表现在战略、观念、组织、体制、机制及管理方

式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创新。 

创新的管理实践推动着管理理论的推陈出新，而管理实践者对管理理论莫衷

一是的现实窘境，要求管理者在变革创新的时代，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原则，

即一切管理上的变革创新必须为人类创造价值和实现人类的价值理想服务。

为创新而创新，为变革而变革，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希望，而且只会导致心

灵的疲惫和组织的混乱。人决不会为满足自身的猎奇癖而创新，创新变革的

时代不仅要求管理者有变革的知识，而且更需要管理者变革的智慧。组织的

重组精简不仅需要领导者的直觉和激情，而且更需要领导者的科学理性。个

体成员不仅追求一定的有序和安宁，而且更需要获得创造性的破坏——一种

自由的实现。这个看似充满悖论的时代，实际上呼唤着一种管理哲学——新

管理智慧的诞生。 

现代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人们提供了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也为今人和后

代创造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管理创新必须体现一定的价值，民

众能否更好地进行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意义重大。在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

主流的时代，在这个需要充分宏扬人的主体精神而且可以发挥人的主体精神

的时代，在这个可以分享全球网络智慧文明的时代，管理的挑战指管理者如

何创造性地实现人、财、物有机结合的价值最大化，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人

潜在的创造性和人本身的无限财富，这就是现代管理创新的价值实现着眼

点。 

三、人性的价值追求 

管理一是管人，一是理事。二者都要通过人来完成一定的管理价值目标。管

理指管理者利用一定的人、财、物达到一定目标的有组织的过程和行为。世

界上任何奇迹都是人创造的，而世界上最宝贵的也是人。为了实现人的价值

最大化，现代管理日益关心人的需要，注重人的利益，发挥人的激情，体现

人的意志和满足人的诉求。从西方发达国家优秀企业对员工工作环境超乎想

象的周到安排，到社会主义国家民众对管理活动的监督和参与，都表明现代

管理充满对人性价值的追求。现代管理的目的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因

此，柔性和民本的管理思想日趋流行。社会主义管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管理，那么，管理价值的实现要求“把人当人看”。社会主义管理归根到底

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们各种需要的满足，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

文化管理的内在要求。 

对人性需要的满足，一是管理者必须尊重组织成员成长发展的需要，为各类

成员提供成长的机会和舞台；一是要尊重组织管理对象的个性化需要。“顾

客就是上帝”、“顾客永远正确”服务口号都表明，现代管理发展的个性化

趋势是要满足组织成员和服务特定对象的个性化人性需求，这才能使管理富

有成效并充满价值。因为个性化管理对人的不同的需要满足有重大价值。松

下幸之助认为：“人就是万物之王，是伟大而崇高的存在。人可以根据生成



和发展的自然规律，自己给予自己生机，而又活用万物。” 管理者必须避免

科学主义在管理实践的泛滥，避免一味注重数量化、模型化，一味推崇科

学、知识的理性、逻辑和客观性标准，而排斥主体、意志和价值等标准，这

种管理唯科学主义倾向实际上忽视了对人性的价值追求。因此，弥补“科学

崇拜”和“技术统治”的做法就是重新找回人固有的价值，从而达到辨证的

现代管理价值实现。所谓辨证的管理价值实现指管理活动更关心人、尊重人

性需求的价值追求和管理方式，把人当人看，而不是把人当作实现自身目的

的工具和手段，就是把结果和原因、效果和动机、目的与手段、现象和过

程、可能和条件结合起来，从管理主客体现实的、完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来

考察管理价值的全面实现。 

现代管理活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活动管理中，时代变革进

步性的要求迫使管理者必须尊重民意和还政于民，当今最发达的美国也日益

成为“半人民主权”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活动管理领域，社会管理

的价值就在于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以便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并

为人类创造更大的物质财富和提供高效率的全方位市场服务。得市场者得天

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面临着获得市场服务的权利资格竞争。在文化活动管

理中，社会管理的价值就在于开发民智，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舸争

流的局面，从而能使人们更好地进行精神价值创造和享用更多更好的精神文

化产品。社会变革对管理的挑战意味着管理者，必须在传统管理思维及管理

模式上进行创新。不变革就灭亡已成为管理面临的严酷铁律。因此，了解现

代管理发展的趋势和基本特征，就是要管理者在实践中避免无所作为。否

则，管理就不能适应民众对现代管理价值实现的要求，管理有可能失灵并走

向误区。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前提就是哲学思想的创新，而哲学思想上

的创新则是管理创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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