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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世界是多元统一的整体，

管理学的发展必将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

化。彼得 . 德鲁克强调管理会受到文化传统、习俗及社会

价值的支配。西方管理学如何在中国情景中进行应用，本

文以哲学的视角在对中西方管理学研究范式根源探讨的基

础上，对中国管理学研究提出探索性思考。

中西方管理范式探源与比较

戴国斌认为管理实践包含哲学、艺术和科学 3 类学

科元素，对管理实践的研究可以采用哲学研究方法和科学

研究方法。广义的哲学研究和广义的科学研究结果是实现

哲学研究方法与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据此通过基于

哲学视角进行中西方管理范式的理论根源的探源与评析，

探索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哲学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结

合路径。

1. 基于价值根源维度

在价值根源的哲学命题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经历了

从唯心的宗教创世说到机械唯物论的演变过程，究其根源

是因为对西方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基督教教义中崇尚性恶

论，即人生下来是有原罪的，人生活是为了赎罪。所以管

理的价值根源在于制定严格的制度来防止人性的恶念，相

信制度控制而不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西方管理学的价

值根源。中国的价值根源从诸子百家兴起，发展至儒学之

独尊，儒家学说相对诸子百家学说涵盖政治、哲学及实践

方法。儒家学说在哲学层面上注重对人的心理关照，性善

论是儒家之核心价值根源，也是中华民族的处事之根源，

从而中国管理理念更多的依赖人治而非法治，相信人的主

观能动性而弱化了制度控制的管理标准化。

2. 基于价值观维度

在西方价值观形成发展过程中，哲学经历了由唯心

到唯物的追求宇宙观演化过程，对物质的追求被无限的放

大。20 世纪初尼采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这导致了资

本代替了上帝，人异化为工具的社会形态。从而在管理理

念上演化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对物质索求，使人沦为经济

人，产生追求工作标准化体系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的的

科学管理思想，同时立足于个体人权的价值观进一步削弱

群体的形成和团体的团结。即使后来出现了社会人和知识

人假设，都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其哲学价值观基础上的物质

索求。中国价值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发展观，

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经以易理来说明宇宙人生现象和道

理，即世界是不可分的，世界是由天、地、人相互关联的

统一整体，是在实践与理论之间相生相胜的协调过程。使

中国管理思想的理念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总是兼顾人情和相

关利益，儒家的舍利取义思想对经营理念影响巨大，从而

也使儒商文化烙印深重。

哲学视角的中西方管理范式的比较与展望

刘嘉华 ｜文

发端于不同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方管理思想，无论在理论形态抑或管理本质上都存在差
异。本文从管理学的社会形态根源出发，以哲学视角探索中西方管理范式的形成根源，并据此从管理
哲学的角度对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发展进行展望，以期对中国情境下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拓展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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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核心价值体系维度

西方管理学构建于天赋人权的西方价值体系之上，

由基督教引发的天赋人权及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形成了

强调自我，崇尚分权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商业价

值体系，虽极大地调动了主观能动性却导致了缺乏社会责

任感，进而极易引起责任危机的发生。中国儒家的传统思

想，以义为其核心逻辑，讲求君子重义轻利，强调义的重

要性，强调本我，君子为义可舍生忘死。从而使中国的管

理核心价值体系孕育了浓厚的人情世故，在考虑自身的利

益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习俗及道义和规矩，从而出现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集权管理情境。

4. 基于哲学史体裁维度

西方哲学史的叙述式体裁形式对逻辑性的重视，致

使西方管理理论以形式的逻辑性阐述问题，即对管理现实

的来龙去脉进行描述，运用具体的方法和模型进行精量表

述，形式上科学严谨，但往往缺乏内在逻辑的关照，其对

西方管理学的影响在于其注重理性的实证定量研究；而中

国哲学史的选录式体裁更关注的是具有超现实意义的本质

索求，以对本质的哲学思考为主，确定事物的本质属性而

忽视了其具体形式的逻辑性，其对中国管理学的影响在于

其以定性研究见长，而对定量研究注意不够。研究方法不

易掌握，其普世意义也引发商榷。

5. 基于思维逻辑维度

受西方哲学体裁的影响和传承，使西方的思维逻辑

更注重于外在的直线性思维，对事物的处理以客观事实为

直接逻辑依据。不强调融入人的客观情境，其对管理思维

的影响是对规章制度的高度执行，对管理理论的坚决贯彻，

强调管理的规律性和科学性。而中国哲学的思维逻辑受儒

家的影响，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受易经的影响，认为世界

万物，相生相胜，往复不息。对中国管理思维的影响主要

是对人的管理和控制，认为一切以人为中心，事在人为。

从而忽视了对规章与制度的要求，对事情的管理更多的考

虑融入人的因素的情境，处理事情更加强调因人而异的柔

性管理。

6. 基于方法论维度

文艺复兴之后，太阳中心说的建立使西方世界由宗

教神学转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人与神，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都变成了对立的不可调

和的关系，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在主观和客观之间界限清晰，

其割裂性表现在对问题的分解，分解到能够客观量化操作

为止。西方管理学重点在法、器即方法和技术，因此西方

重视管理的科学性，即技术化、工具化、程序化、模式化，

具有操作性强的理性特点。而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上相

对于西方重视法、器研究，则更重视道、术的修为，强调

对管理内在规律的感悟和实践，强调知行合一、天人合一、

阴阳合德的理念。更重视对整体的把握，强调管理的内在

统一及人性化决策的特点，具有执行力强、行动迅速的特

点。能更快地适应市场，但主观因素过于强大，易陷入决

策的简单化、感性化的误区，对操作层面控制略显不足。

从哲学视角的六个维度依次推演可清楚地知道西方

管理的关注重点是管理的外延层面，是对管理规范的追求、

具有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在经济基础层面具有科学的方法

论，但缺乏对人性、整体观的深刻思考。中国管理的关注

重点是人，关注管理的内涵层面，关注管理现象的本质侧

重于和谐思考及对人的关注。但其在操作层面上灰度技巧

有余而规范化不足。诺贝特 . 艾利亚斯认为社会中固有现

象的相互密切交织规律，既不能与个人思维的精神规律性

等同，也不能和自然的物质规律性等同，尽管事实上所有

方面无可替代地在功能上相互联接在一起。因此，如何很

好地在中国情境下实现中西方管理哲学的有机结合，使物

质与精神实现统一，完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完美对接，

以期对中国情境下的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探索路径开拓新的

视野。

基于哲学视角的中国管理学研究范式展
望

赫拉克利特认为相反的事务有机结合在一起，不同

音调可构成最美的和谐。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和谐，没有对

立面的结合就不会有统一。从对中西方管理哲学根源与管

理范式的探源和比较可以看出，哲学影响着相应管理范式

的基本走向和发展模式，中西方管理学之间并不是简单地

被取代，而应是被有机组合，从而产生新的状态。中西方

管理范式的融合与借鉴将会成为今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基

本趋势。

基于中西方管理哲学根源与管理范式的对应关系，

探索出中国管理学研究可采用四轮驱动模式，四轮驱动模

式的中国管理学具有管理范式应具有的三要素，即理论、

制度和方法论。其中，前面两轮代表管理理论即管理思想

及原理，分别由中国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原理构成，后面

两轮代表管理方法即管理技巧与技术，分别由中国管理方

法和西方管理方法构成。前面两轮是主方向轮，后面两轮

是主动力轮。即管理理论的进步离不开方法论的驱动，而

方法论的发展离不开管理理论的指引和制约。四轮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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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关系为：动力轮是方向轮前进的动力，方向轮引导动

力轮前进方向。而链接四轮和谐互动顺利前行的就是制度，

制度是实现理论到方法的途径，是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衔

接。不同的管理情境塑造了不同的制度链接方式，此模式

亦具有哲学的易经四象关系内在关照，西方管理范式偏重

刚性，视为阳爻。中国管理范式偏重于柔性，视为阴爻。

太极化为两仪，两仪生成四象（四轮），四象中的阴阳关

系，为四轮驱动模式提供内在的逻辑机制指引，在中国管

理学研究中通过太极思维阴阳合抱互相转化互动，重化解

而不是解决，通过四象的运转涵盖中国管理学范式存在的

时空二维世界，通过阴阳结合内化互动演绎 , 形成适应中

国情境下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应用于中国管理实践可

运转无穷。

李昆认为企业管理应是道法术器的有机统一体，管

理的实践不能脱离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基础。中国

管理思想内在关照是道，西方管理原理内在关照是法，中

国管理方法的内在关照是术，西方管理方法的内在关照是

器，中国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四轮驱动模式很好地实现了内

儒外法，由人治回归到法制的一种规范研究范式展望。形

而上的道必须借助于形而下的器才能彰显功用。中国许多

企业成长过程中用术居多而无法体现道的指引，中国企业

管理升级完全西化向法的转化过程中，极易导致向法的跃

进失利而惨遭淘汰。究其原因，术到法的跃迁必须经过道

的调和，中国管理学四轮驱动模式通过用阴用阳的指引实

现术、法的良性链接，以化为变完成术到法的跃迁；并有

由器到法到道及由器到术到道的两条路径的支撑，以迂为

通实现器对道的彰显，辅以管理实践加以校验，可实现中

国企业管理道法术器的统一，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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