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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顾问有关中国式管理的呼声近年来日益高涨，从学术界到

企业界都有不同版本的主张。另外，就我所从事的管理咨询

行业来说，目前大多仍停留在SWOT、PDCA、矩阵模式等具

体的方法论层面，一俟上升到商业管理认识论层面，在与企

业家沟通时便往往无话可讲。在同国内企业家的交流中，我

曾听到不无忧心的感叹：怎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思想和经济大

国，竟然没有自己的商业管理理论？无论从实力、发展前景

还是情感上都说不过去么。 确实，商业管理体系的确是一道

横亘在国内企业发展过程的“天然”壁垒，至少是让很多人

感到困扰的心理障碍。但是，由此而探究所谓中国式管理，

笔者大有怀疑。 首先，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和专业是由

德鲁克等人奠定的，如果我们的对话框架并没有也不能跳出

西方式管理所设定的三大对象、两大职能、八大目标等，那

么，我们所能做到的顶多也就是像日本那样创造出两门半管

理方法，但即便如此，也仍然不过是在西方式管理框架内拾

遗补缺而已。如果想重起炉灶，要么我们所创造出全新的商

业管理理论体系，与现代那个叫管理学的东西完全不同；要

么，国内的企业在管理架构、运作等方面别创一种管理制度

。这似乎不太可能。 其次，很多人，甚至包括像北大何志毅

教授那样，认为中国人不乏创造力，没有西方理论照样造出

了原子弹，甚至猜想中国式管理会在2028年左右形成。但问

题是：一，中国原子弹与西方原子弹在原理上并无本质区别



，最多不过是中间的函数变量或方程解法不同，殊途同归罢

了，否则两者就不能统称为原子弹；二，如果中国能够及早

获得西方原子弹技术，试验岂不可以提前成功？三，中国式

管理在2028年左右形成的种种提法，不免让人觉得避重就轻

。究竟中国式管理外延有多大，至少要让人们看到中国式管

理外延的边界吧。如果可以无限延伸，那就没必要提什么中

国式管理了。中国式管理究竟是要“贴地飞行”，根据中国

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炼丹炉而形成，还是要根据现行的国际

通行管理理论和模式展开？ 相对于种种见物不见人的提法而

言，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理论显然要充实许多，曾先生

的想法是根据国内各区域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来探讨。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一边仍然是在西方式管理的

框架内对话、创造，一边提出“中国式管理”，那么，终有

一天，甚至会形成北京式管理、上海式管理、广东式管理，

随着外延的不断扩展，其内涵也必然趋近于零；退而求其次

，在市场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伴随着管理理论及模式的差异

，贸易冲突恐怕也会越来越严重。 曾先生主张，结合中国传

统哲学来实现管理的有效性。他说，“研究中国管理哲学，

必须对历代先圣先贤，抱持崇高的敬意，没有他们的辛勤耕

耘，便没有今日丰硕的成果。也要对列祖列宗表示虔诚的谢

忱，没有他们的用心传承，就不可能有今日的宝贵经验。”

如此，则要看这种管理是不是真的有效，合不合理。国内企

业在组织行为、消费行为、变革对象、模式等方面，的确大

不同于西方企业，有效性的提法倒是颇符合管理的动态性本

质。但是，如果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便意味着迅速兴起的读

经运动、复古主张，我不免抱以深深的不安。 我们这个民族



，历史上除了诸子百家时代以外，长久处于缺乏思辨的状态

，类似于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几无可见，而与之相随的，则是

盲目的崇尚、莫名其妙的敬畏，这使国人在少不更事时便丢

失了自我，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特征，这可说是当今企业文

化的通病。商业实践中的暴利性诱惑，以及传统文化中对于

个人权利缺乏尊重(极端的例子是近期的山西黑砖窑案件)，

迫切需要我们打破不合理传统、寻求商业管理体系的合理性

、规范性根据。如果再将这种失去主体性特征的哲学强化到

企业管理中，我认为，不啻于一场灾难。 事实上，以当前的

国内企业管理现状，我想，可能更应着力于两方面的思考：

其一，国内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管理实践尚不满30年，商业理

论几无积淀，也就是说，国内企业与西方企业主要还在于阶

段性差别，还需要向现代科学管理模式迈进，正如福特公司

从老福特时代向福特二世时代转轨一般；其二，企业管理归

根结蒂是人的管理，而中国话语中的人与西方话语中的人，

其主体性地位大有分别，因而，企业管理理论的变革，恐怕

还需要进一步上溯到关于人本身的探讨。但这已经不是管理

学能兜得住的了。 总之，我认为，如果将中国式管理限于方

法论层面，就像当初日本创造出二门半学科一样，这种努力

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将传统认识论强加于商业管理体

系，甚至仅仅因由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那么，很可能就像

《等待戈多》一样，等来的只是一场虚无，更要命的，会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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