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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人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

现代社会 “管理”被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它象一种神奇的强化剂,极大地强化

了社会各种组织的功能,成为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指出:

“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

段的主要支柱。”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日标都迫切需要 现 代 化 管

理。而现代管理的中心在于人。因此,我们重视、研究管理,必须首先了解、把握人在管理

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便有效地推动管理实践和管理科学的发展。

一、人是管理要素中唯一
“
活
”

的要素

管理是一个人或集体有效地运用集合起来的各种资源去实现组织的预定目标的活动。它

是一种十分广泛而长久的社会现象。凡是某个人或数人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运用集合起

来的人力、财力、时间、信息等资源去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都属于管理活动的范畴。

管理作为伴随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有机系统。它由管

理主体、客体、手段三大要素或子系统构成。而管理主体系统中有决策系统、智囊系统、执

行系统、监督系统,这些系统都主要由人组成;管理客体系统 中有 物、财、人、信 息、时

间、环境;手段系统中有机构、法律 (包括政策 )、 人。在这三大子系统中都有人,而且在所

有要素中唯独只有人才具有思想意识,其他一切物、财、时间、信息等等都是无 意 识 的死

物。它们离开人就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客观存在。只有人才是一种有生命的类的存在物,他是

世界上最具有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实体。这主要表现在 :

第一,人具有目的性,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主体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社会以满足自己某种

需要的活动。因此,它一开始就要求人既认识自己的需要,又认识自然、社会的属性和规律

以及自身改造客观对象的能力。只有对自身需要的认识,才会有从事活动的内在动力,才会

有从事某种活动的要求和欲望。因此,在管理活动中,人们总是首先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一种

既体现对自身需要的认识,又体现对客观对象一定认识的自觉意识或观念。这就是人活动的

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人从事活动的动力,就没有世间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变化发展。恩格

斯说: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

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第二,人具有选择性。人对活动的对象、目标以及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步骤、方案、

计划,具有能动地进行选择的特性。现代控制论表明,事 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多方面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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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事物向丨吐:苷 物的发展杜式和诌径J1勹 多种可能性。四此”要达到一种¤i煳 h油 ,就必

须从多种可能性中选择出能够实现口的的那种可能性,并主功作用于它以促吱 r扌 的实现。这

种选择性是人比其它存在物优越的地方。

笫三,人 具亻氵创迕性。这七人比其它存在物更具能动性的最离表现。人能根据白身 H益

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娶9不 晰改变客观对象9使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物质财宙衤l栝神

财富等的每-因素、每一方面,在质和量上都不断更新承l增殖。迄今为止,丿、通过白己的劳

功,创造出了世间原本没有的灿烂辉炷的物质、精神财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

上述种种特性表明了人作为 “万物之灵”,他与皙理中的其它要亲不一样,他足唯一卞

生命有灵性的类存在物。他表现出的强烈的目的性、进择性、创造性9丹 眢垤活功的灵魂,

因而也豳此决定了他在管理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三、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管堙要紊中唯∵的有生命的因素,他具有世问一切物质所不具有的意

识能动性,因 而他在管理中也起着主导作用,处于支配地位,是管理的主体。

首先,人是甘理活动的创造者。管理作为人类的一种有组织、有洱的的活动,它是随首

人类的产生雨产生,随着入类的发展而发展的。地球上有了人和人的生产劳动就有了管理。

因为管理活动足寓于生产实践活动中的,它不能独立存在。人类要生存就要生产,耍生产就要

协调人们 F洵行为,就必然有管理。事实表明,在人类历史发展初期,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落

中的人们为了共同进行生产劳动和共同生活,结成以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都在实

际上从事若一定的管理实践。进入阶级社会后,各阶级、阶层的人们以至每一个人为了白身

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各个社会、国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9无不在一定范围和

层次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自觉的管理活动。在现代社会中,管理活动已在很多国

家中得到空前发展9渗透驷l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起着十分广泛雨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的社

会中,管理活动将更加显示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 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将成为一个有效的管

理系统。它与人类的生产实践以及其他实践活动同始终。人类的一切其他实践活动都离不开

管理活动,而管理活动也要以其他实践活动为载体,寓于其他实践活动之中。哪里有人的实

践活动,哪里就有管理。管理是在特定的实践条件下人为地创造的,又是为入创造的。

人不仅创造了管理活动,雨且推动管理实践活动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类

的实践活动无论从内容、范围、规模,还 j△从水平、层次上菅,都起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

时管理活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仅就早期的工厂管理到现代企业管理的演变,就 可 窥 见 一

斑。早期的管瑶足在适应手工业生产向机搭生产转变中产生的。这时的管理主要是工厂老板

和工头对工人的严加管束,残酷剥削,管理只是凭老板个入的经验办事,工人的技术培训只

是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老坂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便尽量延长工作时间和加 重 劳 动 强

度。到了十九世纪末”随誊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管理水平也随之提高 ,

这时便产生了美阗人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方法。这种方法要求科学地分析入在劳动中的机械

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精确的工作方祛,实行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度等。在社

会实践的推动下,管娌进入第三个阶段即现代管理氵逑就是衣科学管理基础上突 出 经 营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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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推广使用电丁计算机等现代管理 ∫段”这时把运筹}、 数学和统讨γ}的丿苷忄理、方法运用
于符理过程中;冂时重视企业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用各种方法调劝人的生产枳极性。

到本世纪70年代,随着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管理也发展到最新阶段:系统整体铮理。这

种方法兑服了过六各种管理的局限性,综合了各种管理的长处,它要不断地与其他企毖和专
业冉!位 以至社会发生联系,使企业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技术系统。这走一种崭新而高水平

的管理,它大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总之,人 有意识卞冂的的活动创造了历史9也创造了

管理,发展了管理,人是管理的主体。

其次,人是管理四种职能的主导者。管妞有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职能。计划是管

理对客观系统的未来活动遨行规划和安排;组织是管理对计划执行中的系统的各种要素及其

关系进行配置和组合;指挥是管理推动系统的活动过程按目标要求进行;控制是管理对系统

活动过程的监督、检验和调节。这四种职能综合起来,就使管理成为系统活动中的一种特殊

的运行机制。这一系统活动的运行全由人主持、起动、指挥。无论足对未来活动的规划、安

排以及对计划执行中各要素及其关系的配置、组合还是指挥系统活动过程以及对活动过程的

监督、检验和调节,都是人在承担,离开管理中的人,管理是无法担当起并完成这四种主要

职能的。

第一,计划是人通过调查研究、分析、预测等复杂的的脑力劳动后,对未来活动进行的

规划和安排。一切计划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对各种资源实际拥狗
勹
清况、过去工作已取得

的成绩和存在问题,目 前状况、现在的处境、未来向何处发展等闷题有事实分析,才能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因此说,计划实际上就是调查、预测、预见以及规划等,这一切工作非

人莫属。

第工,组织是人为了实现 H标 ,对人们的活动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配各 和 使 用 资

源,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工作。为了实现管理目标和计划,必须要有组织保证,必须合理地

组织、
∮
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人们在管理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以保证供应、生产、销售

等各环节统筹衔接。而且,任何组织都有领导者、被领导者和领导活动;领导奋、被领导者

都是人,领导活动则是人与人、人与物的有序活动。没有人就不成其为组织,没有人的主体

性就没有管理活动及其组织职能的存在。

第三,控制是人 (管理者 )对实现计划 日标的各种活动进行检查、监督和调节的工作。

由于人类活动的复杂性、变动性,无论事前计划制定得多么全面、周密、切实可行,在管理

过程中仍然会出现各种预料不到的变化,产生偏离日标计划的现象。这种管理过程中的随机

现象是较为平常的,为了实现计划就必须由人采取应急措施加以调节,以保证目标实∷现。控

制的基本程序足:① 削定控制标准 (主要是方针、政策等 );②衡量实际成果;③将实际成

果词预定目标比较,并清是否发生了偏差;④采取纠正渚施。有效的控制应根据管理者和胥
理对象的不同情况,采取预先控制、现场控制和反馈控制等不冂的控制方法,以愎能倮证质
量又节省开支、时间,顺利地完成决策目标所规定的任务。控制是一件变动性、应息性很强

的工作,只 有人才能胜任。

笫四,指挥是主管人员刈
·
}计划进行监测、纠偏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人制定一个或∵系

列标准9并运用各种监测手段测度系统或个人的工作情况,对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从两有针

对性地采取手段或实施行动去矫正重大的偏离。虽然有时组织内包含
一

个自行矫正偏差的:控



制系统,但自控系统也要人注入信息密码才行,而且在其他场合,则 必须由管理人员确定需

要采取什么行动矫正偏差最恰当。实践证明,控制职能的主导者只能足有意识的人。

综上所述,人是管理四大基本职能的主导者,离开人这一活的创造性因素,管理就无法
进行。只有人才能使一切无生命的物、财、̌信息、时间、环境等有机地联系起来,活动起来 ,

形成生气勃勃的社会生产力。

最后,人 以主体姿态从事管理,改变环境也改变自己。

第一,人通过管理实践改变自然和社会。人不仅认识管理客体、环境及其关系,而且使

他们为着一定的目的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作用,正常运行,并实现自己的目的,从而改变

自然、社会,使它们更好地满足人的需妾。从人类早期的简单工具的制作、运用到现代电子

计算机的制造、使用;从古代万里长城、古运河的修建到现代长江大桥、葛洲坝水力发电工

程及其通讯卫星发射基地等等建设成果的出现,都是人通过不同规模、层次的管理而极大地

改变着 自然和社会的面貌的证明。今天,丿\类正在通过各种高水平的现代管理,使社会实践

有效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建设着越来越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二,人 以主体姿态面对自己,改变自已。人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 自己。人

在管理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具有主体 “我”和客体 “我”的双重性。人能够把自身当作客

体,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改造自己、确立自己、管理自己、发展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这表现为人通过管理有目的地创造、占有有用物体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使这些物转化为

主体生命结构因素和主体本质力量因素,从而进一步改变和发展主体 自身,不断造成新的力

量、新的观念、新的品质、新的情操,使主体更完善、更充实,向全面而自由的方向发展。

人的自我创造性证明,人是人自己的主宰者,这是人所特有的。任何管理主体都需要在对管

理客体实施管理的同时,也要对自身客体的 “.我 ”进行管理。如果无法对自身进行有效管理

的主体,便不可能对客体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不能管理自己的人首先就不能适应自然和

社会环境,当然也就不能从事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工作。人 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能动性始终

是沿着 “适应、改造、再适应、再改造”
的方向,辩证地向前发展的。人的素质和创造力也

就随之得到不断提高。

总之,人是管理的主体,人通过管理实践把实践主体、对象、手段等要素结成一个具宵
改造 自然和社会功能的有效系统;通过一

·
整套监督反馈系统将偏离目标的实践活动反馈给实

践主体,使偏差得到及时纠正;通过各种组织机构发挥其协商、调节等功能,使各种社会实

践活动之间、实践活动内部各要素之间,实践活动系统与环境之间互相配合、步调一致地工

作,最终使整个社会也处于有序运动之中。离开了人 ,离开人的主体性,一切实践都将不复

存在,就更说不上社会的有序发展。

三、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主体性作用

管理水平的高低从根本上说,在于人,在于人的主体性发挥情况,而主体性发挥的好坏

除受管理体制等的影响外,则取决于人的素质的高低。只有提高人的素质,才能推动管理体

制的改革、环境的改善,管理水平的提高。管理中的人虽然有主体人、客体人之分,但对于

物,他们始终是主体氵而且任何人总是处于社舍大系统和管理的具体系统的不同层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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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攵必然都是圭体人和客体人的绕一。囟此,我扪谈人的素质提高,圭妾指圭 体 入 的案

质。从我国日前的管理水平和实际状况出发,管理者的素质需强调以下几方
、
面 :

第一,品格素质。这包括政治素质Ⅱ思想作风、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内容。政治素质包括立
场、方法和信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管理中的人应有向人民负责,做人民公仆,为人民牺

牲的最基本的政治立场,而不应有特权思想和腐败行为;政治方向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思想作风,在当前主要是指要立志改革,积极进取。在管理活

动中要襟怀坦白,忠实正直,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9廉洁奉公,反对小团体主义。有了

以上品格,就能使人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社会实践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心理素质
主要是指管理活动中的意志、气质和性格。管理中的人应有坚强的意志,在纷繁复杂的管理

系统中表现出坚定性、自制性和果断性,既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言行,又要

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当机立断。

第二,知识素质。这包括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等。专业

知识主要指所在单位的生产、经营等工作各方面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经济法律方面

的知识。管理者有了丰富的专业知识,既可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推动ェ作,又可以与群众有
更多的共同语言,从而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增强其影响力。社会科学知识 主 要 指 政

治、经济、历史、法律、宗教等多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管理者有了这些方面的知识可以做

到审势度势,排忧解难,高瞻远瞩,胸有全局,制定出妙计良策,充分实现自已 的 主 体 意

识。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指数学和系统理论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先进管理 手 段 的 引

进、运用,数学已广泛地运用于管理实践中,它已成为量化的管理手段,而系统知识也为管

理的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方法。管理知识主要指懂得并掌握管理的规律 ,

更好地了解人的需要、利益 ,了解他们的倾向和心愿。这涉及行为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

识。管理者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实行有效的管理。这些知识是衡量一个现代管理者是否内

行的起码标志。总之,管理中的人,特别是管理者,只有具备系统知识,才能对管理中出现

的问题提出正确的决策,有效地影响被管理者。管理主体的知识越丰富、见识越广,他的思

路也就越宽,办法就越灵活,作风也会更民主,就能成为一个受人尊重、信赖,具有权威的

管理主体。

第三,能力素质。这主要指管理能力,它包括专业技术能力、人事组织能力和综合分析能

力。专业技术能力指的是管理者对某-特殊活动的理解和熟练程度,包括运用专业知识在专

业范围的分析能力,以及灵活地运用专业主具的技能技巧,这是管理者的基本功。人事组织

能力指的是管理者要善于体察人心的能力,与人交往的能力和动员组织群众的能力。体察人

心就是要善于观察、理解人,随时把握职工的思想脉博,了解职工的愿望和需求,把他们的

思想统-到实现企业总目标的轨道上来。与人交往的能力,这是要求管理者能妥善处理自己

与职工的关系,善于同各种人交往,团 结绝大多数人,使管理工作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

支持。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能力,这主要指管理者要善于在各种情况下都能鼓动职工的工作热

情,以适当的形式把职工组织起来,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总之,人事组织能力的核心是

要求管理者要有爱才之心,用才之能,容才之量,举才之德。综合分析能力是指管理主体把

他所管理的组织看成一个整体,作为一 个系统加以管理的思维能力。管理主体助面临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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