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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9_E4_B8_8A_E5_c25_21005.htm 第七章人的管理与物的

管理 第一节人的管理 一、管理的根本是管人 管理就是要使被

管理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他们按照

管理系统整体要求他们做的去做。对人的科学管理就在于充

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到人尽其才。管理

系统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行为准则诸

因素在内。造就被管理者正确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行为

准则，需要通过教育的手段。 二、根据人的特性实施管理 积

极的管理就在于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

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认识和理解组织成员的个性、社会性和

能动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人的不同情况进行管理，从

而使对人的管理具体地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人的个性。人

的社会性。3.人的能动性。 三、人的管理的具体要求 管理系

统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是衡量管理者管理活动的标准，管理者

只有做到如下几个方面，才能有效地协调人际关系：（1）确

保命令一致。（2）减少管理环节。（3）促进一切组织间的

沟通联络。（4）善于运用激励手段。 第二节物的管理 一、

物是管理系统中的基本要素 管理系统中的物是与人相对应的

客观存在，是管理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成分、物质条件和物质

基础的总和，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财和物。我们把财也看

作物，即看作物的价值表现，除此之外，物还应包括：在管

理系统的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管理活动所赖以在其中展开的

时间和空间，以及其它必需的介质或媒介。物不仅仅是指经



济管理中的物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产力中的物的因素

，而是指在管理系统中作为管理对象的一切物质成分。其中

，也包括已经物化了的和可以物化的技术。 二、物的特性与

物的管理 管理系统中物的要素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的，其

内容也是非常复杂的。对物的管理是管理的一项基本内容，

特别是现代管理的效益原则要求，任何管理系统都不能再通

过高消耗来获取组织发展的机会，而应当把降低生产成本和

管理成本作为挖掘组织发展潜力的基本途径，从而使组织更

适于在严酷的当代环境中存在和发展。 客观性是物的因素的

根本特性，任何时候这一特性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对于

管理活动而言，物的因素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现实条件，它

有自己存在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不依管理者的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复杂性是现代管理系统中物的要素的特性，因为，

在现代管理系统中，物的要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不

仅现代管理所面对的物的数量非常庞大，而且物的种类门类

都越来越多。 物的管理是对管理系统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所必

需的各种物质要素的供应、保管、合理使用等各项管理工作

的总称。物的管理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任务：（1）保证管理

系统的正常运行。（2）提高管理效率。（3）节约物资消耗

。 三、管理系统优化的基础 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是对管理

的高水准追求。但是，管理不可能无视人与物的关系，因为

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是管理的基本要求。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一种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是由管理的内容和管理

系统的性质所决定的，不同的管理系统对人与物之间的比例

要求是不同的。科学地认识管理系统中人与物的合理比例关

系，并根据这种比例关系来进行人与物的相对配置，是管理



系统优化的基础。 同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人与物的关系更具

有客观性，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人尽其才和物尽其用的客观要

求。影响管理系统中人与物的比例关系的因素是很多的，有

来自系统外的环境因素，也有来自系统内的各种因素。由于

人与物的比例关系是管理系统优化的基础，所以管理者任何

时候都应当把人与物之间的合理比例作为优先考虑的内容。

在传统的管理理论那里，“重物轻人”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而在当代的管理学家们的眼中，则是“有人无物”，这也是

不可取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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