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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第2版）》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曾经支撑了中国
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持续发展，由此形成的传统和合管理有着值得继承的合理成分。
作者多年来对传统的和合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致力于打造体系完整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合管理
理论。
作者指出，和合管理把“以人为本”与“和合”作为叠生的价值准则，二者相辅相成，不仅形成了和
合管理的更为坚实的价值观体系，而且可以使和合管理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
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和合文化之上的和合管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的适应性，尽
管在理论研究上是一家之言，但是和合管理理论创新，对于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合理内核与基
本框架应该说是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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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前言 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和合管理1.管理要有自己的方式、方法2.管理创新必须从国情实际出发3.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孕育的和合管理一、冲出“百慕大三角区1.现代管理学走到了哪里1.1 “羊吃人”
的秘密1.2 从竞争走向竞争1.3 犹抱琵琶半遮面2.管理学研究中的“百慕大三角区”2.1 难道只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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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2.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2.1 人体和电脑2.2 不能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2.3 必须学会弹钢琴3.管理是一门
艺术3.1 怎样才能事半功倍3.2 实践出真知与敏而好学3.3 博采众长与融会贯通⋯⋯四、永葆活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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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

章节摘录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
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
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　　列宁认为：“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马克思说过：‘实际运动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胜过一打纲领。
”一’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
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
切的知识。
“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
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
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　　如果不是无知，或者门户之见，都可以从革命导师的这些精辟的语言中得到这样一些感悟：　
　（1）成功的实践，“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2）“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或者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是来源于实践，“应
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经
济学中去寻找”。
　　（3）正确的认识不可能轻易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
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4）即使是“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也要“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不要
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
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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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最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而最合适的管理就是本土化的管理。
　　——本书节义　　　　中国的治国之道强于西方，而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
　　——莱布尼茨　　　　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都只是知识的隐喻物，我们用它们来解释事。
　　——弗雷德里克·涅兹克　　　　隐喻比事例更有生命力。
　　——保罗·德曼　　　　除非你能借恰当的隐喻来帮助对事物的感知，否则你对某些事物将视而
不见。
　　——托马斯·S·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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