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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BC_8F_E7_c123_289324.htm 西方管理学界有一

种说法：无法量化，就无法管理。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

实：当一项模糊性的工作被分解成若干可以量化的数字指标

后，管理起来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一些凭借个人直觉和经验

而无法察觉的缺陷与不足，就会在客观事实的数字下清晰的

显现出来。在传统农业的小手工作坊时代，一是人员数量稀

少，二是没有复杂而精密的工业机器，所以，仅仅凭借个人

生活经验和直觉，就可以应付自如了；但是，自工业革命中

诞生出大型厂商组织后，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就显得捉襟见肘

了。 原因很简单：早期的工业企业组织，首先面对的是令人

生畏的、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生产机器，因此，“人与

机器”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最为紧迫的管理难题。事实上，

当一个传统商人忽然面对一架架复杂的工业机器、一个个陌

生而群体庞大的面孔时，总是显得那么的紧张局促和盲目无

助，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理性管理出现，才拯救和消除了他的

手忙脚乱和焦头烂额，使得管理变得通顺流畅和简单易行。 

“数字化管理”是传统商业和现代企业之间的标志 一个被忽

略的事实是：“数字化管理”是传统商业与现代企业转弯处

的显著标志，或者说，“数字”既是区别于传统经营和现代

管理的技术性标志，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管理

手段。 事实上，在现代企业组织出现之前，“效率”对于商

业利润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商业计谋、

或是一次大胆的投机冒险，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但



是，工业革命中诞生出现代企业组织后，彻底的颠覆了传统

商业管理逻辑：传统的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感的、一对一

的交流，被大批量的工业产品在更广阔范围内的销售所取代

；商人们传统的“行商”习惯，开始被现代企业的“坐商”

逐渐替代；曾经夸耀商人随机应变所谓的商机意识，成为了

今天无头苍蝇式乱闯乱撞的贬义词。 显然，在传统商业和现

代企业之间，似乎转眼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个人

的商业智慧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忽然被科学、理性和严谨

的组织效率所取代。在几乎透明和同质的市场环境下，在机

器设备一样、人员一样的状况下，谁更有效率，谁就是市场

的胜利者。因此，现代企业竞争的本质，其实就是企业效率

的竞争。当一个依赖密而不传的手艺或秘方的传统商业组织

，很轻易的就被拥有现代机器设备的现代企业组织所击败，

这并不是现代机器设备击败了传统商业秘方，而是“高效率

”击败了“低效率”。 这其中，“数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实际上，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管理”，演示了工作要素的

可辨识性和可重复性，并由此造就了大量的数字化管理工具

。事实上，“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创造的工作方法，不但

成功的解决了“人和机器”之间的协调性关系，而且在短短

的一百年间，将劳动效率提高了50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的、伟大的管理成就！今天中国的一些管理者，常常蔑视泰

勒而推崇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实际上，仅就提高“劳动效率

”的角度而言，是泰勒的科学管理、而不是什么人性化管理

，才将劳动效率提高到如此的成就。 假如没有数字意识和数

字化管理，那么，今天的企业管理将寸步难行，甚至连最基

本的企业管理成果和个人业绩成就，都无法估算和衡量，更



遑论如何管理企业了。事实上，假如你愿意的话，几乎一切

的管理要素、模块和结果，都可以数字化。在今天已经成为

了我们经常使用的现代管理词语词，“企业战略/市场分

析/4P销售/人力资源”等等词语，都是“组织数字化”在具

体管理问题上的应用；确认消费需求购买心态消费模式购买

方式，也不再是凭借个人感觉、来自于数字分析。 毫不夸张

的说，今天的企业管理，已经几乎全部“数字化”了，从企

业战略设计到人力资源管理，几乎无所不在。各种管理和业

务的指标数据收集/生成/处理/分析报告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工

作，从而形成对于企业组织战略/业务流程/岗位职责等等一

系列精确分析、合理配置与准确评估，这是一系列科学严谨

的“数字游戏”。在企业之间的效率竞争时代，“数字”成

为了支撑企业管理最关键的技术性手段，因此，“数字”本

身既是效率产生的关键技术手段、也是效率实现的结果衡量

标准，没有严谨准确的数字意识，也就不存在效率管理意识

。 “蔑视数字”的中国式管理的传统由来 中国的传统商业管

理，一直习惯于毛估估的个人经验式的感觉，缺乏对于“数

字”最起码的尊重。这种状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延续和强

化，不但使得忽视数字、甚至是蔑视数字成为了事实，而且

还被当作管理遗产继承了下来。 事实上，中国传统商业管理

蔑视“数字”的恶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不争的事实。首先

，中国传统商业之间的竞争，并非是商业组织之间的“效率

竞争”、而是发生在人际关系层面之间的竞争。中国传统社

会一直缺乏理性的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当中国传统商人将

亲戚/朋友/熟人/官员/权力/垄断等等，都当作了商业利润的

可能来源，就意味着“效率”失去了管理的价值，通俗的说



，假如一个官员、一纸批文能够带来巨额暴利，那么，没有

人会费劲力气的去面向企业内部挖掘组织效率----当组织“效

率”变的毫无意义，“数字”也就同时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历来缺少经济效益的

“数字化”概念，即没有投入产出的基本概念，也没有机会

成本损失的管理意识，而是习惯于以纯粹的道德道义为标准

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因此，商业成本意识常常成为了

“斤斤计较”贪财小人的代名词，商业资金周转运行意识常

常被冠以“小气精明”的恶名，使得传统商人仅存的一点点

数字意识原始本能，也被压抑得无影无踪。实际上，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道德因素，一直在封杀“精打细算”式的商业行

为，并视他们为无耻商人。 显然，枯燥乏味的数字管理同中

国传统的温和人情之间，不但相互抵触而且相互排斥，通俗

的说，在中国人看来，用“数字”来衡量和管理一个人的工

作业绩，是滑稽可笑的，因为“数字”本身即无法衡量一个

人的奉献精神、也无法判断是否具有忠诚的品德，而判断一

个人的忠诚与奸诈、奉献与偷懒等等道德范畴的价值标准，

才是中国传统商业的主流管理。事实上，“数字”不但对于

中国传统商业的道德化管理毫无帮助，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

用，因为数字意识越是清晰明确，就越是意味着斤斤计较的

小人行为，而越是刻意强调数字管理，就越是意味着无私奉

献精神的丢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