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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社会已经组织化了。
仅仅一个世纪以前，绝大部分社会工作——从提供商品和服务到教育以及照顾老人和孩子——是由家
庭完成的，地点可能在家里、商店或者农田。
但是到了现在，这些工作越来越多地在大型组织内部、由组织来完成。
这些组织——无论是企业、医院、中学还是大学——都设计得环环相扣，并且由专业的管理者来运营
。
因此，经营管理者就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领导者阶层。
过去的领导者阶层——无论是贵族、牧师、地主还是企业界大亨——都已经彻底消失，或退居其次。
　　经营者的首要任务是让他的组织运转起来。
收益总是产生于组织的外部，组织的内部只能产生成本。
即便最高效的制造工厂也依旧是一个成本中心，除非有消费者花钱购买了它的产品。
因此经营者一直都在致力于提高组织的绩效，以免成果被各种内部因素耗尽，也就是在跟官僚主义进
行抗争。
企业经营至少要在市场的控制之下，因为市场可以迫使最强大的企业将其内耗置于外部效应和绩效之
下。
但是在公共服务机构中，由于缺乏市场的考验——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尚未建立市场模型。
所以通常存在着官僚主义吞噬经营绩效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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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被毫无觉察的通货膨胀榨干——在利率高达17％的情况下，超过4年的投资已经毫无价值；    成长
需要投资，而利润只是错觉；    中小企业必须专注于技术、产品和市场，避免分散精力；    一个投机
的时代通常总是会导致经济发生深刻的结构变革；    未来在能源、环境、食品生产和交通运输领域，
所需的资本投入长期来看非常可观；    良性增长与恶性增长——人们曾对增长顶礼膜拜，任何增长都
被认为是好的。
企业不一定要争做第一，但是企业必须在自己的市场中有足够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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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F·德鲁克，社会思想家，集作家、顾问、教授于一身。
1909年11月19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7年移居美国。
一生著有41部巨作。
1939年出版《经济人的末日》，受到丘吉尔高度赞赏。
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则奠定其大师级的不朽地位。
之后的一系列著作构建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因而他被尊称为“管理学教父”。
但其本人则坚持以“社会生态学家”自居，通过管理的哲学思想贯彻落实“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 愿
景。

    2002年获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05年11月11日辞世。
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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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都是不受欢迎的问题。
任伺答案都必然会引起争论，而且很危险。
　　但是，盲目地附和过去50年来的经济政策而回避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加危险。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她没能正视英国的结构性缺陷。
她依靠货币主义政策的万灵药，其政策重点完全放在生产性部门，却没有触及英国经济中的非生产部
门，包括臃肿的政府机构、工资过高的公务员系统和庞大的破产补贴。
无论是德斯坦的供应学派政策，还是施密特的凯恩斯主义，其效果也都和货币主义政策一样是失败的
。
　　“人为的高利率”并不能解释欧洲资本为何到美国投资，实际上，高利率反而可能对投资起到某
种抑制作用。
欧洲资本在美国投资的真正原因，是里根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结构性问题，并且正在做出抉择。
在里根的一系列政策方案中没有多少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
至于降低税率，在这种情况下是任何政府都会采取的措施。
但是，里根先生正在做出切实的努力，试图限制政府的作用，大幅度削减开支和项目。
　　至于这些选择是否正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则希望看到政府在社会保障和食品券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多地侧重于政治上不重要但是经
济上很重要的领域，比如支持科学研究。
然而，里根的预算方案所引起的最大骚动并不是那些抉择本身带来的，任何其他的方案都会激起同样
强烈的抗议，这与是否接受现实、是否认为有必要做出抉择有关。
经济学再次成为忧郁的科学，成为一门关于限制、风险和抉择的科学。
　　过不了多久，欧洲也将不得不效仿美国，让经济学再次成为“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门学科，这种改变对经济学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
但是，经济学家将不再受欢迎，不再是政治家的朋友，因为没有人喜欢给自己戴上枷锁。
然而，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在物质匮乏条件下做出理性选择的学科。
这样的一门学科也许更适合作为人们的良心，而非密友。
　　德国人是迟到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实施的是“需求管理”政策，试图通过大量补贴来创造就业
机会和刺激消费，然而伴随而来的却是政府财政赤字失控。
现在，法国在新总统密特朗的领导下，经济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实行了比德国更为主动的凯
恩斯主义：政府注入大量资金，大幅度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实行高退休金的强制退休制度，而
且大幅度增加政府消费。
西欧的这些做法无一奏效。
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人仍然认为经济政策可以是相对无痛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大西洋两岸都把经济学当做“快乐的科学”。
不管备经济学派之间的分歧有多大，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经济学说可以实现无痛苦的经济繁荣，而无须
面对各种令人厌恶的政治选择。
　　托马斯·卡莱尔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经济学是“忧郁的科学”，因为它时刻提醒我们任何事情都
有成本，因此也都有价格。
另外，任何东西只有先生产出来才能消费，如果不工作、不付出的话就不可能生产出任何东西。
总之，我们不得不在各种对立的欲望之间，在今天和明天之间，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目标之间做出
艰难的抉择。
　　然而，在过去的50年里，经济学——至少是那些非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所理解的经济学——一直在
鼓吹那些相对简单、没有痛苦的解决经济抉择问题的方法。
从本质上来说，凯恩斯主义的万灵药就是对消费需求进行管理，通过政府消费来增强购买力。
货币主义的灵丹妙药则是保持货币供应水平的稳定性。
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降低税率可以在刺激消费增长的同时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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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人到现在仍然相信这些药方。
无论他们的现行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政策还是供应学派政策，他们都抱有同一个希望：一个
国家及其政府无须面对痛苦的政治选择。
　　其实，欧洲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欧佩克，也不是美国的利率。
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结构上和政治上的抉择。
有多少国家收入能从生产者那里转移到非生产者那里？
政府对经济的限制应该到什么程度？
有多少国家收入可以转为工资基金而非资本基金，同时又不会引起失业和经济萧条？
什么样的奖励和刺激才能促进健康出口整个工厂或整个产业。
日本通产省最近宣布的首要优先出口项目就是整个工厂的出口。
在1975年，工厂的出口达到了60亿美元，1976年的目标是翻一番。
日本的一些规划者希望到1980年工厂出口能达到600亿美元（1981年注：这个目标差一点就达到了）。
同时，日本的贸易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因为工厂出口的主要市场显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石油生产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拉
丁美洲的原材料供应国和食品生产国；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其石油生产业务有可能迅速发展（1981
年注：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
　　最后，日本进口的产品也有可能发生改变，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将是最困难的一个改变。
对于原材料匮乏、粮食供应不足、能源匮乏的日本来说，通过扩大出口以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满足现代
经济生活所需的基础，这仍将是日本商业政策的头等大事。
但是，日本也将越来越依靠大量出口，以便从劳动力充足的国家进口消费品，由于劳动力短缺，日本
自己无法生产这些消费品。
例如，一家日本公司正在东南亚某国修建一个鞋厂，建厂的成本将以该工厂产品的形式收回，连续20
年以10％～20％的产量抵消日本出资方的成本。
这样，一方面使得建设一个经济规模超过其所在小国吸收能力的工厂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它为日本
的国内市场和日本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建立在充足劳动力供应和较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消费品来源。
　　这样的政策转变能否奏效，目前尚无定论。
在日本，它将会遭到工会以及数量众多、实力雄厚的小型企业的激烈反对。
这就要求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通产省进行彻底的转变。
因为通产省仍然坚持认为，只要日本在技术上能够生产的东西就必须在日本生产，绝不能从国外进口
。
通产省的这种观念反映了日本根深蒂固的民族信念，这种信念几乎可以追溯到4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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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误读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一代大师，德鲁克留给人类最后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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