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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院校经管类本科生管理学的基础课教学。
    全书从学以致用的角度出发，按照管理过程的逻辑体系安排教材的章节内容。
在讲述管理理论的沿革和管理本质、管理者角色、领导方式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教材依据愿景规划
、决策制定、行动计划、组织设计、流程再造、沟通、控制、绩效评价、激励安排、文化建设的管理
工作推进程序，深入浅出地教授了管理学的基础理论。
这一结构安排符合初学者的需要，使初学者易于理解和掌握管理学知识。
    教材还充分吸收国际管理学界和企业界在管理学方面的最新成果与经验，在全球视野下撰写管理学
的基本概念、原理、规律和方法，使读者学习本教材之后，不但为进一步学习管理学专业课程奠定基
础，还能了解现代管理的最新知识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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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本质就是如何在变动的环境中激发人的潜力，将组织的有限资源进行有效
配置，以达成组织既定的目标与责任。
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是管理分工后的一些职能性管理活动，它们的存在将大大提高管理的
效率。
管理有5个重要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创新性。
在管理过程中，由于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管理方式的选择实际上与组织对成员人性的假定有很大的相
关性。
假设人是经济人，便有科学管理；假设人是社会人，便有行为科学，等等。
人是有限理性的，故对环境的变化无法作出确切的估计，环境对人和组织而言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这就影响到人们决策的正确性，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人们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资源状况选择管理模式，以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
第一节 资源与资源配置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组织可以帮助人们实现他们个人想实现而无法实现的某
些需求。
现实中的人们可能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加入不同的组织，如企业、学校、医院、党团组织、工会、球
迷协会、读书会、俱乐部、消费团体等。
组织良好的生存与发展，既是组织本身的需要又是组织成员的需要。
要达成组织的既定目标，实现组织成员的需要，组织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资源，必须对自己的资源善加
利用。
一、资源的有限性每个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尽管在数量、质量、种类上都不尽相同，但一定是有限的。
组织资源的有限性首先在于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其中许多还是不可再生的，
用一点就会少一点；其次，组织赖以生存的人文社会资源也是有限的，如人类的知识文化积累是有限
的，虽然有信息大爆炸的说法，但总体上说信息仍是有限的，组织不知道的信息还十分多；再者，人
们从自然界摄取资源后创造的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也是有限的。
实际上，后两个方面的有限性首先取决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其次取决于人们现时的认识能力和创造
能力的有限性。
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仅对每个组织而言是正确的，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也是正确
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对资源有限性的认识，约束了人类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欲望，也约束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首先，组织资源的有限性对组织目标的确定有很大的影响。
组织目标若要实现，必须有资源的支撑，组织目标的确定必须以组织的有限资源为考虑的出发点，以
组织可调动的资源为限。
其次，组织的有限资源与组织可调动的资源可能是不相等的。
可调动的资源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组织自己拥有的资源。
当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有密切合作关系时，在考虑自己偿还能力的条件下，可向其他组织借用或利用
它们的资源来实现本组织的目标，此时，组织可调动的资源大于组织自己拥有的资源，这种情况下的
组织目标就可以确定得更高一些，从而使组织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
反之，当组织所拥有的有限资源中还有一些滞存的、无法启用的资源，且又无法获得其他组织的支撑
时，那么它可调动的资源就比它名义上拥有的有限资源还要少，此时组织目标的确定必须小心谨慎。
一个组织能否调动更多的其他资源来支撑本组织目标的实现，充分表明了该组织调配资源能力的高低
。
一个成功的组织不仅能够将自己的有限资源运用好，还要广泛调动社会其他资源帮助自己更好地实现
目标。
第三，组织资源的有限性要求组织应该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使之发挥最大的效用。
在不考虑调动他人资源为自己组织目标的实现服务的前提下，充分有效地利用组织有限的资源，实现
组织目标，可以有两个基本的方式：一是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使组织目标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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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式在企业中就变为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使利润最大化；在学校方面就变为在既定的资源条件
下，培养更多更好的各类优秀人才和产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用投入产出术语，这一方式可表达为：在投入资源既定约束下使产出最大。
二是在既定组织目标条件下，尽量少地占用有限资源。
这一方式在企业中就是在既定利润目标条件下使成本尽量小；在学校方面就是在既定人才与科研成果
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下，使投入的费用尽量少。
用投入产出的术语，这一方式可表达为：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使投入资源最小。
尽管上述两个方式的表达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即有效地利用组织有限的资源，以便更好地达成组
织的目标。
第四，组织资源的有限性导致组织需要一些活动或工作来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安排，以便以尽量少的资
源使用获得最大的收益。
这些活动或工作就是所谓的资源配置。
安排具体资源配置活动时存在机会成本。
所谓配置活动A的机会成本是指，安排或选择配置活动A就不得不放弃安排或选择配置活动B预计所获
的价值，反之亦然。
假定组织资源是无限的，那么安排配置活动A时也可同时安排配置活动B，也就无所谓放弃什么价值。
实际上，如果资源是无限的，资源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一切的成本、价值、利润等概念就都不需要了
。
现实中组织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配置活动的安排就不得不比较它的成本与收益
，选择更合适的配置活动。
资源配置是有成本的，本身也要消耗一定的资源。
如果不重视配置活动本身的资源消耗，组织很有可能因此失去资源配置优势，丧失与同类组织相比的
竞争优势。
“资源有限，创意无限”，这才是现代组织在面对自己有限资源时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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