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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有人类社会，就有管理实践。
管理随着人类共同劳动的出现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把管理知识体系作为一个独立领域进行研究
与发展只有百年历史。
在管理思想百年发展历程中，大师辈出、星光璀璨，管理智慧和思想火花光芒耀眼，形成一幅光彩夺
目、意蕴深远的管理思想历史画卷。
回顾管理科学历史发展进程，梳理管理思想演进基本线索，提炼管理思想发展主要规律，对于发展管
理科学、传承管理思想、提升管理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作为管理学专业的本科生专业课教材以及研究生人学考试专业参考书目编写的。
本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条分缕析、简明扼要，不仅可供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和初次接触管理学的人
士作为系统学习管理思想史的教材，而且对不同行业的各级管理者同样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可作为
其丰富自身管理学、管理思想史知识的参考书籍。
本书具有以下优势和特点：
(1)梳理管理思想之脉络。
本书以具体年代及具体学派为维度，清晰勾勒出百年管理思想发展脉络，并着重梳理各种管理学派和
思想产生、发展状况及来龙去脉，以帮助读者理清思路、掌握规律和学习记忆。
可以说，管理思想发展脉络清晰，是本书的主要亮点之一。

(2)浓缩管理思想之精华。
管理思想博大精深、纷繁复杂。
本书精选并浓缩管理思想之精华，重点而系统地阐述百年来管理思想发展历程，涉及其背景、其人、
其事、其作、其思想、其贡献、其特点、其关联以及其评论，以方便读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能够熟
悉和掌握主要管理思想及内容。

(3)触摸管理思想之前沿。
本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而且至今仍风靡世界的管理学思想前沿给予重点关注和阐释。
这些思想前沿或体现为管理学大师的最新著述及思想，或体现为包括卓越公司理论、知识管理理论、
创新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团队角色理论、流程再造学派、核心竞争力理论、蓝海战略以及平衡计
分卡等在内的具体学派和理论。

管理思想源于管理实践，又应用于管理实践。
我们相信，通过认真研读本书，读者能够全面系统地理清管理思想脉络、掌握管理思想精髓、透析管
理思想前沿，并将学习到的先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自觉地应用到管理实践当中去，必定能够提升管
理实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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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四节 其他管理思想及发展一、管理过程学派发展20世纪50年代，管理过程学派得到
了重要的新发展。
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1908-1984）发展了法约尔等人提出的管理要素和管理职
能学说，提出了管理过程学派（又称管理职能学派），是50年代以后公认的管理过程学派代表人物。
此外，孔茨还首次提出“管理理论的丛林”说法，对管理理论及管理学派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研究，在
管理思想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关于孔茨管理理论的丛林学说，参见第五章第八节相关内容。
孔茨把管理解释为“通过别人使事情做成的各项职能”。
他强调管理的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认为管理工作是一种艺术，其基本理论和方法可应用于任何
一种现实情况。
至于管理职能，被他划分为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和控制五项。
他指出，有人认为这些职能是顺序执行的，但事实上管理人员是同时执行这些职能的；这些职能中的
每一项都对组织的协调有所贡献，但协调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职能，而是有效地应用了这五种管理
职能的结果。
第一，计划职能是五项管理职能中最基本的职能，是指从各个抉择方案中选取未来最适宜的行动方针
。
它要在未来的各种行为过程中作出抉择，而其他职能都必须反映计划的要求。
计划的种类很多，包括目的和任务、策略、政策、程序、规则、规划、预算等。
计划工作的步骤主要包括：估量机会；拟订目标；确定前提（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情况）；确定备选方
案；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比较；选定方案；制定辅助计划；通过编制预算使计划
数字化。
第二，组织职能的目的是设计和维持一种职务结构，使人们能为实现组织目标而有效地工作。
组织结构必须反映企业的目标和计划、管理人员可利用的职权、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经济、技术、
政治、社会以及伦理条件），同时必须为组织配备恰当的人员。
组织中的部门是指企业中某些管理人员为了完成规定任务而有权管辖的一个特殊的领域、部分或者分
支，如生产分公司、地域分公司、销售部、市场研究部等。
第三，人事职能包括对员工的选择、雇佣、考评、储备、培养和其他一些有关员工的工作。
常用的员工测验方法包括智力测验、熟练和适应性测验、职业测验和性格测验四类。
第四，指挥就是引导下级人员有效地领会和出色地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
因此，要理解指挥与领导的性质，就要先考察企业目标及人的性质。
企业目标是生产某种产品或劳务。
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就要把生产中的各种因素（土地、资本、人员等）组织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人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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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理思想史》是21世纪工商管理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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