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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系统介绍了管理活动或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并在
继承传统管理学教材体系的基础上重点选用了传媒组织的典型案例，突出了传媒组织管理的特点，使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更加容易。
　　《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可作为各类管理学科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以作为传媒类专业学生选修
管理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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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管理工作不同于作业工作　　管理是独立于作业活动进行的，是为作业活动的有效进行提
供服务的活动。
只有管理活动和作业活动并存于一个组织之中，才能保证组织目标的圆满实现。
不过对于管理活动与作业活动的概念区分，并不意味着这两类活动二定要由截然不同的两批人分别去
做。
事实上，组织中有不少被列为&ldquo;管理人员&rdquo;的人，在有些时候也做些作业工作，如医院院
长有时也做些外科手术，学校校长有时也搞教学工作，企业销售经理也可能参与业务谈判和签订销售
合同。
在某些时候，管理者参与作业工作并非坏事，这样往往有利于促进领导者与下属人员之间的沟通和理
解。
但是，如果一位管理者把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从事作业工作而不是管理工作（刚从基层提
拔上来的管理者易于出现这种情况），那他要么忘记了自己的管理者身份，要么还不了解管理工作与
作业工作的区别。
这样，他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管理者。
　　（三）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究竟该从哪个角度、什么层次去理解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意义，人们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
反观管理实践领域，很多问题和差距恰恰反映出对管理二重性的理解和把握不当，因此仍有进一步研
究的必要。
　　1.管理的科学性　　科学是经过整理的知识。
任何科学的根本特点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发展知识。
科学的方法应该是通过观察确定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分类和分析后，找出因果关系。
如果这些概括或假设经过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也就是反映了或说明了实际，从而有助于预测在类似环
境下将发生什么情况，这些概括或假设就称为原则。
理论是将概念和原则系统地组合起来，从而构成重要知识的框架或组合。
在管理领域里，理论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手段，对重要的有关的管理知识进行分类。
　　管理的科学性表现在：管理作为一种活动，要遵循一系列基本客观规律，要在管理活动实践中不
断发现和认识客观规律，并升华和抽象出管理理论、原则与一般方法；然后，利用这些理论方法来指
导自己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丰富。
管理的动态特性并不意味着管理活动没有科学规律可循。
管理活动尽管是动态的，还是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程序性活动，二是非程序性活动。
所谓程序性活动是指有章可循、照章运作便可取得预想效果的管理活动。
所谓非程序性活动就是指无章可循、需要边运作边探讨的管理活动。
实际上程序性活动也是通过对以前非程序性活动与管理对象规律性的科学总结转化而来的，这体现的
就是管理的科学性。
而对新管理对象所采取的非程序性活动也要依据过去的科学结论进行，否则对这些对象的管理便失去
了可靠性，而这本身也体现了管理的科学性。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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