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的管理思想始于 18 世纪 80 年代的工业革命,
 

止于 19 世纪末。 虽然经历了 100 多

年,
 

但由于人们只把管理当作是一门技能而不是一门学科,
 

因此进展很慢。 从管理的技能到

系统的管理学科普遍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不同的发展阶段, 形成了不同的管理

学派以及代表人物。

第一阶段:
 

产生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古典管理学派

第一代表人物是号称“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泰

罗(1856—1915)是美国古典管理学家,
 

代表作是《科学管理原理》。 泰罗从机械工人做起,
 

历

任车间管理员、
 

小组长、
 

工长、
 

技师等职,
 

在米德维尔钢铁厂工作时重点开展了劳动时间和

工作方法的研究, 他认为:
 

“管理就是确切地知道你要别人干什么,
 

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

干”,
 

提出了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
 

定额管理、
 

标准化管理、
 

提高劳动效率等科学管理来代替

经验管理。
第二代表人物是号称“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的亨利·法约尔。 他出生在法国一个资

产阶级家庭, 担任过工程师、 总经理, 晚年担任过大学管理教授。 法约尔受命于危难之际,
 

担任过一家矿业公司的总经理。 其间, 他对公司进行了大改组。 法约尔凭借自己出色的才能

把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 现在这个公司仍然是法国中部最大的采矿和冶金集团的一部

分。 其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给出了“管理”的概念, 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具有重

大的影响力。 法约尔区分了“经营”与“管理”,
 

并强调了管理的普遍性,
 

提出了管理活动的计

划、
 

组织、
 

指挥、
 

协调和控制 5 项职能和提出了一般管理的 14 项原则。 管理的 14 项原则的

提出标志着其管理理论的形成。 他认为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都有的一种活动,
 

这种活动由

5 项要素组成, 即计划、 组织、 指挥、 协调和控制。 法约尔对管理的看法颇受后人的推崇与肯

定, 形成了管理过程学派, 也称管理职能学派。
第三代表人物是号称“行政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M. Weber)。 在其代表作《社会组织与

经济组织理论》中, 他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他认为行政组织是“对人群进行控制的

最理性的、 众所周知的手段”,
 

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应具有如下特点:
 

明确的职位分工;
 

自上

而下的权利等级系统; 人员任用通过正式考评和教育实现;
 

严格遵守制度和纪律;
 

建立理性

化的行动准则, 工作中人与人之间只有职位关系, 不受个人情感和喜好的影响; 建立管理人

员制度, 使之具有固定的薪金和明文规定的晋升制度。 他认为, 具有高度结构的、 正式的、
 

理性化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 才是对员工进行强制性管理的最合理手段, 才是达到目标、 提

高劳动效率最有效的形式, 并且在精确性、 稳定性、 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形式。

第二阶段:
 

产生于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行为科学理论学派

20 世纪 30 年代,
 

美国学者梅奥等人开展了著名的霍桑实验研究,
 

开启了对组织中人际

关系的研究。 该实验结果指出,
 

组织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技术结构,
 

也是一个社会和心理结

构。 人不仅是传统组织理论认为的只受物质刺激、 追求完善理论的“经济人”,
 

而且首先是愿

意合群、 通过合作取得工作成果的“社会人”。 决定组织工作效率的首要因素是群体士气,
 

而

不是相对重要的金钱或工作条件, 由此提出了“非正式组织”的概念。
20 世纪 40 年代,

 

马斯洛基于人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
 

他认为人的需求由

低到高可分为五个层次,
 

依次为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社会需要、
 

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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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更高需求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提出了“人本至上”的管理思想。
20 世纪 50 年代,

 

赫茨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管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引起人们工作动机的因

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激励因素,
 

二是保健因素。 激励因素能够给人们带来满足感,
 

而保健因

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 但不会带来满足感。 基于双因素理论形成的激励原则不仅对搞好奖

励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而且对如何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管理

中, 不仅要处理好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的关系, 更应该充分发挥精神鼓励的作用。

第三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90 年代末的现代管理理论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企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企业

生产过程自动化的程度空前提高;
 

技术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生产社

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许多复杂产品和现代化工程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 系

统理论和运筹学由此进入管理理论中, 形成了众多的现代管理理论。 如以赫伯特·西蒙为代

表的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决策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 决策分为程序化决策和

非程序化决策;
 

用满意原则代替最优原则;
 

组织设计的任务就是建立制定决策的‘人-机系

统’”。 以美国的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结合力”的理论。 以卡斯特

和罗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理论认为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观点来研究企业的管理问题。
以伯恩斯、 伍德沃德、

 

劳伦斯、 洛希等为代表的权变理论认为管理要善于应变, 要根据内外

条件随机应变, 不存在一成不变的、 无条件适用于一切组织的最好管理方法, 必须针对不同

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案和方法。 以安索夫为代表的战略管理理论认为指导企业全部活动的是企

业战略, 全部管理活动的重点是制定战略和实施战略。

第四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后到现在的企业文化管理

二战后, 日本工业企业迅速崛起, 美日贸易导致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 美日之间的差距

主要不在技术方面, 而在管理方面。 美国注重理性管理, 日本注重社会层面、 文化层面。 美

国注重管理中的“硬”因素和“硬”技术, 日本则较重视管理中的“软”因素和“软”技术。 由此

带来了企业文化管理理论的出现。 其代表人物彼得·德鲁克认为组织应以其价值观为成长边

界,
 

每一个企业都有其管理个性, 文化管理就是企业的个性管理, 企业文化管理是企业更高

层次的核心管理和系统管理, 能不断拓展公司成长上的价值观边界, 谋求客户企业在更高精

神境界范围内的持续成长。

3.管理的发展阶段及主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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