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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管理三味 

史会学  

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乃至一个人，管理得当则一派形势大好，管理失当则一

片颓废景致。成功的管理者因深喑管理之道而踌躇满志，意气昂扬；失败的

管理者只缘不懂管理之神韵而郁郁寡欢，垂头丧气。从事业成败的角度而

言，要提高管理者的管理素质，致力于杰出事业的领导管理，必须体误管理

三味。 

● 管理意识的培育 

人们总认为管理是谁都可以做的事，其实现生活中鲜活的事例并非如此。一

个组织由于不同的领导和管理方式而显得迥然不同。要成为优秀的管理行

家，首先必须培养自己的管理意识。可以说一个人管理意识的强弱是其能否

管理好的最基本前提。生活中有好些人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人生，他们目标明

确，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并能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时间、兴趣、

爱好（没有的话就竭力去培养），这些人之所以在社会中如鱼得水，就是因

为自己拥有非常强烈的管理意识。尽管有些人并没有学过管理学方面的知

识，但他的所想、所思、和所作所为底底确确实践着管理学的最基本原理和

方法，而生活中最明显的事实是：有些管理学院搞得一团糟，尽管他们中的

好多领导是研究和讲授管理学知识的人。正如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所

言：“经营管理是一种实践，它的重要性在于实行而非了解，它的实践要点

不在推理方法而在于它的结果，它仅有的权威性在于它的绩效。”每个人都

可以被放到管理者的位置上，但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将管理者的职能充分地发

挥出来，管理的好坏并非出自于领导者个人的自我感觉良好，而是来自内外

部人员对组织的整体评价，是不是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是否得到充分地发挥，总而言之，优秀的管理者不仅在思想上，更

主要在实践上善于配置组织中的各种资源（人、财、物，硬性和软性的资

源），并能充分利用并发挥其最大绩效的灵魂人物。 

● 管理智慧的发掘 

具有较强烈的管理意识只是成为优秀管理者的必备条件，要想成为管理界出

神如化大师级的人物，还不得不努力挖掘深层次的管理智慧。首先要加强自

我素质的提高，不仅要熟悉所涉及领域（管理、专业、哲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的知识，而且要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杂家，因为管理工作是随着社会实

践的丰富不断地向高级阶段演化，作为优秀的管理者必须要对未来社会发展

的趋势有较强的预见性和洞察力。其次管理的智慧来自于对管理知识的应

用，要发掘组织的管理智慧，就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管理界的大师们

不仅从书本上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更从社会上和大自然的启迪中努力使自

己的智慧日趋圆满发达。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要求就是要求社会中的成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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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不仅是个人竞争力的来源，而且是所

在组织是否有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最后管理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是科学性的

东西，更在于它必须加以艺术性的发挥。人是最复杂的高级动物，要想创造

性地解决涉及人的社会问题时，科学的计算和处置是无济于事的，要想艺术

地处理这类问题，就得发挥管理者卓越的创造性。在变是唯一不变的高度动

荡的社会中，要想抱着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想法显得很不现实。管理赢家就

是善于动态思维，并能为组织中的成员展现一种诱人的前景，使众人乐于为

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在未来社会中那些能为员工

提供一种美好价值观念和优秀文化的组织将赢得市场的青睐和世人的垂目。 

● 管理能力的锤炼 

管理者的能力大小最终体现在组织绩效的落实上，而管理能力的锤炼也只能

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那些通过在学院学习一些管理技巧和方法，就认为足

以应付实际生活挑战的想法是非常幼稚而可笑的。理论毕竟是理论，实际生

活是非常鲜活而有魅力的，因为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所有的理论

都是对实践的提炼和抽象，它也必须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深化。管理

界那些只能纸上谈兵的唯理派在管理实践的舞台上不可能大有作为，要想创

造自己的天地，必须走实践、学习和再实践的路子，早一日投入管理的实践

活动，也就可以不断提升一个人拥有一般人所不具有处理问题和管理事务的

卓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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