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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谢斌同志的《人本生态观与管理的生态化》终于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借着祝贺该书的出版，我也有一些自感重要的话要说，因此答应作者的请求写这篇序。
　　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有人说，21世纪将是管理学的世纪；同时又有人说，21世纪将是生态
学的世纪。
其间的道理不用在这里赘述。
本书回应了新世纪人类必须走生态文明之路才能摆脱“人类危机”的呼声，把管理学与生态学结合起
来，提出营构现代管理学的新境界——人本生态管理学的学科创新目标。
在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作者从这种生态观出发对流行管理学的基本学理加以
梳理、深化与提升，展示出将管理学生态化的鲜明意向和整体格局，使人本生态管理学的学理构架呼
之欲出。
　　近十来年，我主要关注的是人本生态观与美学的关系。
针对法国社会学家J.M.费里在其《现代化与协商一致》一书中认为，环境整体化“只能靠应用美学知
识来实现”的观点，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并非任何一种‘美学原理’或‘美学知识’都能发挥
这种作用。
”“所谓生态危机，从深层上说就是人性危机，人的素质的危机。
而自来被看成人学的美学，不可能不受到人性危机的影响。
那种为人性的分裂和异化张本的‘美学’并非就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要真能对人类的生态优化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从生态学中吸取智慧，获得必
要的学理启示和价值诱导，使美学自身生态化。
”①其实管理学也是一样——真正能够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管理和管理学，也必须是生态学化的
管理和管理学；这也就是手段必须与目的一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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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积极回应新世纪人类必须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呼唤，把管理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提出营构现代
管理学的新境界——人本生态管理学的学科创新目标。
上篇从系统论、生成论和价值论三个维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生态世界观，以确立管理生态化的理
论基础。
下篇具体论述管理生态化的内涵、对象、过程、主体、创新和原则等问题。
其基本观点，无论在生态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意蕴的探讨方面)，还是在当前的管理理论
领域，都具有鲜明的前沿性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书适合关注管理学理论创新和生态哲学的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管理工作人员学习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本生态观与管理的生态化>>

书籍目录

序 绪论 开创现代管理的新境界 　一、人本生态管理学的创新性追求 　二、人类生存现状对管理学的
要求 　三、现代管理学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四、研究人本生态管理学的基本原则 上篇 人本生态世界
观 　第一章 人类生态系统论 　　第一节 生态系统的构成和性质 　　第二节 人类生态系统的构成和特
征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生态观 　第二章 生态生成论 　　第一节 生态平衡的动态生成 　　
第二节 生态文明与人类未来 　　第三节 生态生成的自觉实践 　第三章 生态价值观 　　第一节 生态
价值观念的提出和意义 　　第二节 为自然的价值和为人的价值 　　第三节 生态价值的基本性质和内
涵 下篇 管理活动的生态化 　第四章 管理生态化的含义和意义 　　第一节 人类管理活动的生态内涵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反生态特性 　　第三节 管理生态化的概念及其内涵 　　第四节 对管理原理的
认识的生态化提升 　　第五节 管理生态化的重要意义 　第五章 管理对象的生态化 　　第一节 管理对
象生态化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管理对象生态化的三个层次 　　第三节 对生态系统诸层次的整合和
界面控制 　第六章 管理过程的生态化 　　第一节 管理决策的生态化 　　第二节 管理组织的生态化 
　　第三节 管理领导职能的生态化 　　第四节 管理控制的生态化 　第七章 管理主体的生态化 　　第
一节 管理领导者素质的生态化 　　第二节 组织文化的生态化 　第八章 生态化与管理创新 　　第一节
生态化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和特点 　　第二节 生态化管理创新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生态技术创新 
　　第四节 循环经济——生态化管理创新的新模式 　第九章 生态化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高扬
以人为本的全面主体性原则 　　第二节 按照生态规律进行管理的科学性原则 　　第三节 坚持环境与
发展相协调的双效益原则 　　第四节 坚持以生态和谐为前提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节 实施
生态系统运行的全过程控制原则 　　第六节 法制化管理与生态伦理普及相结合的原则 附录一 环境保
护法规的若干具体要求 附录二 环境绿化使用植物的若干参考数据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本生态观与管理的生态化>>

章节摘录

　　管理的社会属性蕴涵着人类的社会生态适应性。
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协调的管理必然是伴随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并必定产生于社会组
织之中；管理者的意识形态总是要在管理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不同的指导思想必然产生不同的预期
目标，并导致不同的管理行为和管理结果。
这是管理的社会属性。
然而，人类生态学和人类的社会实践（知识、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管理者的意志不能是不受制约
的，人类活动不能超越人的自然性，对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协调必须符合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
要求。
因此，人类管理的社会属性必然内涵于社会生态适应性之中。
这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生态内涵。
　　管理活动中的客体蕴涵着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性。
管理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协调，管理活动协调的对象是人的活动。
因此，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客体。
但是，人作为管理的主体具有唯一性，而作为管理的客体却不具有唯一性。
因为管理协调的对象是人的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以自然为对象的，所以管理的客体是一个多元
性的整体：它包括作为人类活动主体的人、人类活动的对象——自然，以及由人类活动产生的与人和
自然相关联的若干对象性因素。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作为管理主体的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的生态主体，与自然的生
态关联是其自身具有的最本质的属性；而管理的客体，则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网络的多元的整体。
因此，管理的主体和客体的特性之中皆蕴涵着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性。
　　管理协调的本质特征归根到底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协调是管理活动最本质的特征。
在管理中，协调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目标的，每一项管理职能，每一次管理决策都要进行协调，都是为
了协调。
在管理中协调的对象和关系方方面面，就其最终结果看，人类活动最本质的特征是将自然价值转化为
文化价值。
因此，管理协调的本质特征，归根到底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协调，是为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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