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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曾仕强教授纵横古今，打通中外，首次提出M理论亦即中道管理理论，对其多年精研的中
国式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建了易知易行的人性化管理体系。
所谓中道管理，即中庸之道的管理，就是依循仁、义、礼的道理，实施合乎人性的合理化管理，目标
在求恰到好处，以便安人。
    曾仕强教授在详细剖析人性及西方X理论、Y理论的基础上，依据大学之道，提出管理的三向度，即
“安人之道”、“经权之道”和“絜矩之道”，并用M理论来代表，认为中国式管理应以安人为目标
，依经权而应变，用絜矩（将心比心）来促成彼此的和谐合作。
其目的就是要正本清源，洞悉人性，帮助各界管理者实施真正适合中国人的中道管理。
    本书思想圆融通达，堪称曾仕强教授中国式管理系列的巅峰之作。
通过它，中国管理者不仅可以把握最具智慧的中国管理哲学的精髓，而且也可以清醒头脑，应“时”
而造“道”，达至人性管理的最高境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道管理>>

作者简介

曾仕强教授，中国式管理之父，当今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与培训大师。
年轻时负笈欧美，系统研究西方现代管理科学；近三十年专研中国管理哲学，首倡中国式管理，名动
政、商、学界，享誉海内外。

    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行政管理硕士。
历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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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看西方的很多科学家，研究到最后，他会信神，为什么？
21世纪刚刚开始时，科学家就已经觉悟了，说科学应该受到相当的限制。
科学家已经了解到，科学再这样盲目地发展下去，人类会灭亡，世界也会毁灭的。
而且他们也认识到科学发展是一条渐进路线，就是说科学只能到达真理的边缘，永远无法掌握真理。
科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最起码科学不是一定能带给人类幸福的。
因为许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人们的自杀率往往是世界上最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了解科学家会信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感觉到有一只隐隐约约的
、看不见的手，但他们始终搞不清楚是什么。
　　我相信许多人在做任何经营管理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有一只看不见的芋，但是永远搞不清楚。
可见科学并不能概括全部的学问，所以人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哲学”。
“哲学”这个名词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老实讲，当我们真正学习了西方完整的哲学体系之后，会感觉中国是没有哲学的。
我们汉字中的“哲学”这两个字，是日本人把它创造出来的。
在我们中国人还没有翻译之前，日本人用中国的汉字，去翻译西方的名词，就把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
成“哲学”。
后来中国人觉得好像也部错，于是我们就叫“哲学”，其实是大错。
　　西方的科学家是不太信服哲学的。
虽然西方讲得很清楚，哲学是母亲，所有科学都是母亲的儿子，但是这些“儿子”长大以后，都翻脸
不认“母亲”了。
西方科学家认为科学才是实际的，而哲学是虚幻的。
哲学这个老妈妈，抚养了这么多小孩子以后，自己却连一个传人都没有。
所以我们现代管理刚开始的时候，是从美国开发出来的，但那个时期正好是美国反“形而上”的时代
，他们认为既然看不见的手不可知，就不要去管它，于是美国发展出一套有形的管理科学。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管理科学就遭遇了很大的冲击。
我们都知道美国式管理是管理科学，它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发展的最高峰。
可是突然间冒出一个日本来，大家如果仔细去了解，就会发现，日本人的管理方式和美国在很多方面
是相反的，例如日本人是终身雇佣的，美国人是随时跳槽的。
美国人的观念就是：我在你这家公司，只要你两年不升迁我的话，就表示你不看重我，那我就要走人
了；日本人是没有走的观念的，他在一家公司一待就是一辈子。
美国人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上班是公司的时间，下班是个人的时间；日本人只有工作完没
完的观念，从来没有什么上下班的观念。
美国人有专业，日本人没有专业。
你想想看，一个在一家公司待一辈子的人，他有什么专业？
所以假如你跟日本人谈专业，他会觉得很可笑，可是你跟美国人讲什么都能做，他也觉得挺奇怪。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管理只有一套，其实管理是各有一套。
德国人不太讲管理，因为德国人是技术挂帅，他们认为只要技术好，其他的都不重要了，为什么一定
要管理呢？
我们不能说他们错，因为假如技术不好，管理再好也没有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哲学也不能代表全部的学问，人类能否定宗教吗？
我不鼓励大家信仰宗教，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不需要宗教的，但是世界上就有那么多的宗教并存，你又
怎么去解释呢？
难道有那么多无知的人吗？
可见宗教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因为西方人过分重视科学，最后他的人生是茫然的，因此他只好去信
神。
西方的文化是神本位的，认为君主的权力都是神授的，叫做君权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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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是人本位的，中国的神也都是人封的，我封你为神，你就是神。
因此西方社会是神比人大，中国社会却是人比神大。
在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人的思想实际上和西方是不太一样的。
西方是各有一偏的，我们是整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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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M理论简单明了，真正实施起来，威力强大。
以安人为目标，依经权而应变，用絜矩（将心比心）来促成彼此的和谐合作。
这种合乎人性的需求的中道管理，实际上已经超越时空的限制，符合当今地球村的共同发展需要。
　　——曾仕强　　M理论 安人之道 安人第一 以人为本。
　　M理论 经权之道 权宜应变 与时候进。
　　M理论 絜矩之道 将心比心 共创和谐。
　　中庸之道简称“中道”，中道代表中庸之道。
合乎中庸之道的管理，称为中道管理，目标在求恰到好处，以便安人。
中道管理依照“老天爷赋予人的本性”来管理，最合乎人性的需要，所以是人性化的管理。
　　安人之道，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表现；经权之道，是与时俱进的有效途径；而絜矩之道，则是和谐
社会的基本条件。
三者简单明了，易知易行，完全符合重点管理的要旨，符合人性需求。
我们运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丝毫都不会觉得困难。
三者合一，即能合乎中道，无往而不利。
　　简要说来，中国式管理便是依循“仁、义、礼”的道理，以求得其中（合理）的中道管理，也就
是“将现代化管理”妥善运用在中国社会，以求合理有效”，成为中国式的合理化管理，并和中华文
化充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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