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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收入29篇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大致有三类，产生和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管理理论
、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及产生于“二战前后直至现在的当代管理理论，介绍全
面，分析独到，是系统了解西方管理学的较好读本。
      面对浩如烟海的西方学术经典，任何人竭毕生之力也无法读尽。
由各学科权威学者主编的西方学术名著提要丛书，为读者铺就了通向西方学术殿堂的捷径。
《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被中央党校及多所地方党校选为辅助教材，发行量超过5万；《西方心理学
名著提要》《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也已被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院校选为素质教育教程的
参考教材，初版发行即逾万册。
本书共有提要管理学名著29种。
这些提要包含了西方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当代各种管理理论（如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
管理等）的主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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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既然管理是通过别人或同别人一起去完成工作，那么，对管理学的研究就必须围绕人际关系这
个核心来进行。
这个学派把有关的社会科学原有的或新近提出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用来研究人与人之间和人群内部的
各种现象，从个人的品性动态一直到文化关系，无所不涉及。
这个学派注重管理中“人”的因素，认为在人们为实现其目标而结成团体一起工作时，他们应该互相
了解。
       这个学派的学者非常注重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尤其是作为社会心理学对象的个人和激励个人的
事物。
这一学派的成员，有的把处理人际关系看成只是管理者职务的一部分，只是一种工具。
管理者借助于这种工具可以理解人们的需要，并通过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进行激励来使人们作出最大的
贡献。
另一些成员则把个人和团体的心理学行为看成是管理学的全部内容。
    这个学派中的有些人强调处理人的关系是管理者应当很好地加以领会和运用的一种技能。
另外有些人则集中注意于管理者的领导职能，有时甚至把管理等同于领导。
这样实际上就是把一切群体活动都看成是“受到管理的状况”。
有的人把对群体动态和人际关系的研究干脆看成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关系的研究。
    无可否认，研究人际关系，无论对管理工作还是其他工作，都很有用，很重要。
但是，不能说人际关系就包括了管理的一切。
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公司所有的管理人员都精通心理学，但就是不会进行有效的管理．美
国一家大公司的一个主要的分公司，对上下各级管理人员都施以敏感性训练(讥者称之为“心理上的脱
衣舞”)，结果发现这些管理人员只不过学到许多有关人的感情的知识，而对于如何进行管理，所得无
几。
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单只有人际关系的研究，远不足以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科学。
    (三)群体行为学派。
这一学派是从人类行为学派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同人际关系学派关系密切，甚至易于混同。
但它关心的主要是群体中人的行为，而不是人际关系。
它以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为基础，而不以个人心理学为基础。
它着重研究各种群体行为方式。
从小群体的文化和行为方式，到大群体的行为特点，都在它研究之列。
它也常被叫做“组织行为学”。
“组织”一词在这里可以表示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其他任何一种事业中一组群体关系的体系和类
型。
有时则按切斯特。
巴纳德的用法，用来表示人们间的协作关系。
而所谓正式组织则指一种有着自觉的精心筹划的共同目的的组织。
克里斯。
阿吉里斯甚至用“组织”一词来概括“集体事业中所有参加者的所有行为”。
    不难想见，实际管理人员是不会同意让“组织”包括如此广泛的群体行为类型的。
可是，管理人员碰到的许多问题又的确是由群体行为类型、态度、愿望、偏见所引起的。
有些问题来自企业内部的群体，更多的问题来自公司、部门、机构之外人们的文化环境。
这个学派的最大问题也许是它的成员总想把“组织行为”和“管理活动”人为地等同起来。
群体行为是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等同于管理。
      (四)经验(咸案例)学派．这个学派通过分析经验(常常就是案例)来研究管理。
其依据是，管理学者和实际管理工作者通过研究各色各样的成功和失败的管理案例，就能理解管理问
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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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学会有效地进行管理。
        这个学派有时也想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往往只不过是把它当成一种向实际管理工作者和管理学
者传授经验的手段。
典型的情况矗，他们把管理学或管理“策略”看成是对集例进行分析研究的手段，或者采用类似欧内
斯特·戴尔的气比较法”。
    端也不否认研究管理经验成分析过去管理过程的重要意义。
伹是，管理学毕竟不是法律学，不能，以前例为依据，顸且未来的情况同过去正好相似的现象是非常
罕见的。
过于根据未经提炼的过去的管理实践经验是很危险的。
理由很简单；过去行之有效的技术或方法，不见得适用于来来的情况。
只有以探求基本规律为目的去总结经验，才有勘于管理原则或理论的提出或论证。
     经验学派的倡导者们可能会说；他们分析实例或历史，实质上正是要从中得出某些一般性的销论?用
来有效地指导未来的思想和行动。
事实上歐内斯特，戴尔在声称*万能论者吁(指管理过程学派)所标榜的原理“很少实用价值’以后，却
又很奇怪地从他自己对许多伟大的组织者的很有价值的研究中拇出一些尸结论’和“准则”来。
人们不禁要问。
除了在提炼基本道理的方法上有所不同以外，究竟戴尔的“比较法”同他所贬斥的“万能论者”的观
点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    由于经验学派强调研究经验，由此而进行的研究和产生的思想的确可以促
进对管理原理的验证。
而且垃个学派的成员所提出的原理，可能比管理过程学派所提出的原理更为有用。
可是，只要经验学派是在从它的研究中探求普遍性的结论(由于经验学派的人满足于交流毫无意义的未
定形的经验，他们就不能不这样做)，那么他们就是在干同管理过程学派所干的一样的事情。
    (五)社会协作系娩攀派。
它与行为学派关系密切荫且常常互相混同。
有些人，如马奇和西蒙，把社会系统(即一种文化的相互关系系统)只限于正式组织。
把“组织”这个词同企业等同起来。
而不是指管理学中最常用的那项职权活动概念。
另外一些人则不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而把所有人类关系的各种系统都包括进来。
     这个学派带有浓厚的社会学气味。
社会学所进行的各种研究它都进行。
它确定各种社会团体的文化关系的性质，井设法把这些关系作为山个相觅联暴而且常常妊结成一体的
系统表示出来。
    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切斯特。
巴纳德·他富宁思想、热情善辩。
他为了从根本上说明管理过程，提出了一种协作理论。
其依据是。
个人需要通过协作来槐服他自己及其环境在生物，物理，社会的，还必须注意其技术方面。
他们发现，企业中的技术系统(如机器设备和采掘方法)对社会系统有很大的影响。
个人态度和群体行为都受到人们在其中工作的技术系统的重大影响。
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把企业中的社会系统同技术系统结合起来考虑，而管理者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
要确保这两个系统相互协调。
    这样，这个学派的著作大都集中于论述生产、办公室工作等技术系统与人及其工作关系等方面，因
而它也特别注意工业工程问题。
这个学派虽然不像其倌奉者所认为的那样包含管理的一切，但的确对管理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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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孙耀君    1我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导下进行
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到下个世纪中叶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再继续前进。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进程中，改进和加强管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于管理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国内外的许多学者所阐明，也被我国
和国外的经济现实所证实，无需我们多讲了。
现在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同我们编写这本《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编写这
本书?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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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为2007年1月第15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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