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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奋进的中国管理科学》即将问世，我乐为之作序。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的管理科学也应如此。
我们已经有了两个30年的过去，更需要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层望未来。
历史是在保守和改革之中前进的，学问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扬的，要想知道将来，就要明白过去，所
谓温故而知新也。
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就中国的管理科学而将这番话阐述得更详尽一些。
　　既然写的是中国的管理科学，那么首先就要说清楚中国的管理是什么，以及中国的管理科学是什
么。
本书的作者已在书中就他或她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写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此我只想从个人的角度提一个
看法，供读者参考。
朱镕基同志有一句名言，“管理科学，兴国之道”，他的这句话贴切地说明了管理科学在中国的作用
和地位。
这里，我想改几个字，将其变成“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前一句说的是管理科学，后一句说的是管理工作。
同时，我想到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打天下易，坐天下难”；又想到了郭重庆院士就任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时主张的一句话——“学以致用”。
我希望读者能从书中看出或者悟出这些话的精髓。
当然，我也必须向读者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对管理科学的见解，即“管理科学是
研究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动客观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科学，为人类高效率地使用有限资源提供
有力的支持”。
我希望，读者能够从书中了解到中国的管理科学工作者是如何做到为中国人有效使用资源提供支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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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30年，也是中国管理科学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本书以时间为“线”，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30年来中国管理
科学的发展历程及关键“点”，通过“点”、“线”结合的表述方式，展现了学科发展的全貌，并展
望学科发展的未来，对完善学科理论框架与学科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书将中国管理科学的理论成果与史料融为一体，极具收藏价值，适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企事业单
位的管理人员阅读，亦可供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与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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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7）1940年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家开始研究劳工问题，史国衡的《昆厂劳工》报告
以及1943年费孝通去哈佛大学从事的研究工作，竟然与梅奥人际关系理论暗合且有所深化。
　　（18）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指导和推动在公营企业、事业机关开展“工作竞赛
”，出版《工作竞赛》（1941一1948年）期刊。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资源委员会和军工署系统的企业已经注意到成本会计和质量管理，曾
派出人员到美国学习工业工程。
　　（19）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也结合“大生产运动”，开展劳动竞赛，评选赵占魁、沈鸿、钱志道
、李强为特等劳动模范，并将此命名为“赵占魁运动”（1942年）。
毛泽东于1942年12月出版《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系统总结了边区政权对工业、农业、畜牧业、手
工业合作社及军队、学校的生产等方面的管理经验，强调经济核算、提高效率、互助合作，也注意奖
励制度。
　　（20）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指导战争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基于调查统计，进行数量分析，准
确地部署和预计了各阶段的进程。
特别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运筹思想，在三大战役中得到了光辉的体现。
他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对革命政党和领导机构的管理方法的科学总结。
此外，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还率先引进了苏联的工厂管理和经济建设经验。
　　其中，以上两条是革命根据地独立自主的管理成果。
二、经济恢复时期的宏观管理和计划经济的初步尝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接手的是一个
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剥削长达百年、经过多次战争破坏的一副烂
摊子，百废待举。
中国共产党积28年的革命和战争经验，拥有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久经锤炼的政治军事机构，领导和组织
过数以亿计的群众实施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
此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解放区立即恢复生产，稳定经济，镇匪反霸，完成全国性的土
地改革；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企业，迅速掌握了控制着全国经济命脉、居于优势地位的国有经济部门；
对广大的民族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在几亿获得土地的农民中及时地引导
他们开展变工互助，发展农业生产。
以上是三年（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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