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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竞择

浅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是兵家、儒家、道家。墨家、
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的管理思想也有可取之处，但还不够

系统和深刻。兵家长于决策；兵家和道家都善于权变；儒

家重视人性和人际关系，企图用道德修养与教化解决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如果从精神实质上衡量，儒家

的管理思想类似现代西方的行为学派，兵家的决策思想类

似现代的决策学派，道家的“与时迁移、因物变化”的思

想类似西方的权变管理。兵家讲韬略，道家尚权变，儒家

贵和谐，这些积极成分对管理现代化均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都富有治国安民的管理思想。下面仅对儒家、道家和法家

的管理思想作简要阐述，便可以窥其一斑以见全豹。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文化的特点是关心人生、社会问题，在伦理道德

方面建立了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

管理和人事管理思想。
其一，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

在儒家看来，治国首先是人的管理，而人的管理又可

分为“修己”的自我管理和“安人”的社会管理两大部分。
首先，“修己”的自我管理，强调管理者只有不断提高自

身个人修养与人格魅力，才能赢得部下的尊重与信任，管

理过程才能有效地开展。提醒管理者一定要重视自身的品

行修养，必须做到安人先正己。其次，“安人”的社会管

理，是立足于自我修身的基础之上，其内容包括齐家、治

国、平天下，即天下之本在于过，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

在于身的道理。儒家学说把政治与伦理相结合，把国家、
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构成了社会管理系统。从管理角度

看，要把天下治理好，就得使国家安定；为使国家安定，

就需要人人从自己做起。
其二，民为邦本的管理意向

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也就是说，给民众以恩

惠，就能很好地指使民众。强调以民生为本的管理思想不

失为古今中外均被看好的管理智慧。儒家的管理思想从群

体之“人”这个中心展开，关注民生、民心和民信是儒家管

理思想的重要取向。另外，就如何发展生产、缩小贫富差别

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行探讨时，其基本思路也是如何让

老百姓安居乐业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其三，贵和中庸的管理方法

在儒家文化中，“和”既是管理的目的，也是管理的方

法。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主张

在无关原则的小事上，要讲协调、重和睦，不要小题大做，

闹不团结；凡事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则要坚持原则，不应苟

同。怎样才能做到“和”呢？“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促进人际和谐、实现良好道德的一种法

则，是再好不过的了！孔子的本意是无论做人、处世还是办

事都不能过分，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可见，孔子提

倡中庸，是反对在处理问题时走极端、防止片面性。适中办

事才是“正”道，才符合事物常理。这就是“执两端而用其

中于民”的中庸之道。
二、道家的“柔道”管理

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儒家思想，并对儒家

和法家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道家的基本思想是强调顺

应自然、以柔克刚，这就决定了其管理思想的“柔道”特色。
其一，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

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提出了一整套的道家管理

战略。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道家认为，按照“无为”的原则办事

和管理，天下就没有不能治好的事，管理就一定上轨道，取

得预期的成效。正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
其二，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方略

“处下不争”，这是老子倡导的在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

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时的基本方略。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

中，老子一贯主张“居后”、“处下”，认为这是处理人和

人、国与国之间关系所普遍适用的原则。这就要求领导者、
管理者在名利面前谦虚退让，淡泊名利，力求做到克己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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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公无私。老子虽然主张“处下不争”，但他并没有否

认“争”的存在与目的性。这是道家的一种管理方略，“处

下”是为了更好地居上，“不争”则是为了更好地争得。这

也就是道家所强调的“不争而善胜”的道理。
三、兵家的管理思想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了人类就有了竞争，即人与人

之间的竞争、人与自然之间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就

产生了谋略。兵家的管理思想就是在竞争中产生的。中国古

代的兵家管理思想丰富、系统、精深、独特，深得中外管理

思想者的赞许。兵家的管理思想以“谋略”或“运筹”为中

心，强调“人谋”，要求“谋定而动”。
其一，目标管理思想

《孙子兵法》强调：“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

顾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真正善于用兵的人，

使敌人屈服，占领敌人的城池，毁灭敌人的国家，可以不必

让军队长期作战而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一定要向全胜的目标

努力。所以这样的人一定能够做到：在军队不受挫折的前提

下使目标利益能够保全。孙武的“全胜而非战”的思想，是

兵家目标管理思想的最高境界。
其二，战略管理思想

孙武认为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

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是攻城。在这

里，孙武强调了战略致胜的重要性。
其三，行政管理思想

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兵家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的行政管理原则和方法。所谓“文”，就是“仁”，即反复对

被管理者进行政治道义教育，包括怀柔和重赏，使之亲附；

所谓“武”，就是“法”，即用法纪手段约束被管理者，包括

强迫和严刑，使之畏服。管理者采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

原则治理军队，就能使“上下同欲”。先文后武，文武结合，

才能管理好军队。为了实施“文武”结合的原则，需采用如

下具体做法：第一，要仁爱士兵。第二，要赏罚分明。第

三，要严格管教士兵。
其四，信息管理思想

《孙子兵法》中包含着古代朴素的信息观，揭示了信息

联系的规律。按照孙武的认识和设计，运用信息主要靠

“算”和“知”。第一，算。孙武认为，要打有准备之仗，就

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计算、思考和比较。第二，知。
孙武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

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其五，人才管理思想

孙武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以择人

而任势”。所谓“择人而任势”，就是要求军事指挥员重视选

用人才，利用形势，以战胜敌人。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

的主导思想应放在依靠、运用、把握和创造有利取胜的形势

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士，这样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发

展变化出发，选择适于担当重任的人才，从而取得决定全局

胜利的主动权。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更加重视将帅的选拔和

使用。孙武的具体主张是：第一，择人任势，以德择将。将

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第二，用人不

疑，信任部下。将帅有才能，主君就要放手让他施展才华。
四、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其一，将“以人为本”的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许多管理思想中

一个论述最多、运用最广且较为成功的管理思想。我国古代

的管理思想中很重视知人善任，任人唯贤。选材用人先要有

知人之明，即所谓“知人者哲”；“知人者智”。然后还要善

于用人。一是要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即所谓“任人之

长，不强所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二是量才使用；三是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四是用人不疑，疑

人不用。此外，在择人的标准上还要强调德才兼备。恰如司

马光所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其二，将“信息效用”引入现代管理

管理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地从外界获得信

息，并对其进行变换、传递、存储、处理、比较、分析、识

别、判断和提取的过程。关于信息的作用，孙子提出了“知

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

不知己，每战必殆”的著名论断，在信息的采集上，孙子在

《用间篇》中指出：“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

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

宝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

可不厚也”。“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
其三，将“和为贵”的思想引入现代管理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核心的内容。儒家认为，要想保

持国家的兴盛和社会的稳定，就要妥善处理好社会各阶层、
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要保持和谐。“礼之用，和为

贵。”要用爱护、尊重、宽容、诚信、高效、实惠来保持人

际关系的和谐。尽管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组织内存

在一定规模的冲突、竞争，但“和为贵”的思想不仅能帮助

组织成员明确目标、期望值和行为，而且能帮助组织对如何

实现组织的目标进行良好的决策。
古为今用是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课题，中国古代虽

然没有专门的管理学著作，但古代管理家们在论述人生观、
社会观、兵法等问题中，都涉及管理学的重要原则。对于中

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思考，我们必须严格甄别，从中国古代管

理思想中区分出对现代化管理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索，然后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中国古代

管理思想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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