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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9B_E8_B5_84_E6_c67_295114.htm 【按言】人性假设：

人性就是人的本性，人性假设是对人性的设定。无论是管理

理论还是管理实践，均面临着如何对人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

，但要实施有效的管理，必须首先对人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

识，换句话说，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的。因此，著名

的管理学家麦格雷戈认为：每一种管理决策或管理措施都以

关于人性及人的行为的假设为后盾。而这也正是本篇的立意

所归。 正如穿长衫的看不惯穿西装的，穿西装的看不惯哈韩

的，80代的同志毫无例外地为60、70代所诟病，有人甚至归

纳了80年代生人的八大缺点：虚荣，盲目攀比；缺乏爱心，

不懂得感恩；懦弱、缺乏责任感；自私自我，孤独颓废；享

乐主义、自理能力差；精于算计、过于现实；缺乏诚信；浮

躁，急功近利。甚至也有人断言，80代将是会跨掉的一代。 

尽管有点危言耸听，但大家认为这便是“80后现象”最好的

定义。 价值观的分流与对立 80后现象，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所

特有的一个现象，其根源在于整个社会背景的断层式变迁，

可以说78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因为78年我们国家正式开

始实行计划生育，78年之后出生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伴

随着家长的过分溺爱成长，自我中心思想，自私不自立的个

性开始萌芽； 同时，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也正是80代开始形

成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西学东渐，西方的个

人英雄主义开始对这一代潜移默化，为后期80代个人主义冲

击中国几千年来的所倡导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埋下了



伏笔； 再接下来，96年左右，高校纷纷并轨，由公费读大学

到自费读大学，这种教育体制的改革为形成80后现象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试想，60代的大学生一定是享受着国家的

津贴完成学业，当时尤其是农村的学生，从拿到录取通知书

的那一刻，考上大学就等于“跳出‘农’门”，就几乎已经

过上了衣食无忧，仕途通达的美好日子，而这一切无疑会

让60代对社会和国家怀着感恩图报的心理，投桃报李的逻辑

也勿庸置疑塑造了这一代人的奉献型价值观，自然他们对社

会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感都很强烈。而在80代后，尤其是农村

的孩子考上大学，首先不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而是对眼前

高额学费甚感堪忧，毕竟在占据中国绝大人数的农村，高校

的学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在千禧年前后，国家在大学生

分配就业政策上一刀切，实行双向选择，这给这一届（正好

是78年左右之后出生的）之后的毕业生传达了一个信息，即

“高校教育不再是国家培养，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种知识投资

行为，对学生个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这一点，

在MBA教育上尤为明显，MBA更多的不是深造和研究，而是

经营自我的一种商业性投资，在这点上，连学院派教授都已

经达成了共识，教育上的不同待遇，让这些80后学子的经济

型价值观更加根深蒂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对

两代人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如此，就拿住房政策而言，回顾一

下98年到现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处在有史以来最快的城市

化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城市福利分配住房向全面住宅商品化

的过渡，伴随着这种过渡，80代又沦为房奴族（house poor）

的主力军，不言而喻，住房给80代的巨大压力，由不得他们

不把经济学的思维将自己武装到牙齿。 到此，对“60代奉献



型的价值观和80代之后的经济型价值观的对立关系”的论证

几乎已经初具雏形，但是还没完，往前追溯和往后展望，这

种对立关系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论证。 60代的同志在三年自

然灾害之后的艰苦年代，能吃苦耐劳；家有兄弟姐妹，懂得

相互照顾；受过马列思想的启发、毛泽东观点的熏陶、革命

精神的教化、雷锋精神的感染、中国女排五连冠精神的激发,

经历了当代最为激烈的各种政治运动；而80后对这些几乎没

有多少概念，相反在90年代，网络的盛行、信息的爆炸，使

得80代的自我学习、知识积累速度空前性地增加，加上国际

化程度愈来愈高，80代的英语优势使得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如此种种，让80代的思想愈发的多元化、个性化以及早熟

化。而与此同时，60代大多不会或不擅英语和计算机，在某

些方面，使得他们的学习能力跟不上新一代，尤为明显的是

，80代的职场成长速度明显高于60代。而在60代的眼里，无

疑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不平衡的心理，觉得自己辛苦打的

江山，让70代或80代“不劳而获”，甚至他们还没有任何感

激的意思。 当然，60代的不平衡心态也有比较客观的理由，

一是高校扩招，使得高校教育高中化，现在的大学生质量开

始良莠不齐，其大学生的含金量不能跟早期的大学生同日而

语；而且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给80后的同志更多快速实现

自我价值的机会，譬如，网络的兴起，造就大批年轻的成功

企业家和专业人才，这些会让80代在心理上更加过高估自己

的价值，在外表上难免会表现得过于自信，甚至自负，所以

招致60代的“鄙视”、抑或“不屑”也不足为奇，拿李宇春

的例子来说，会理解得更加深切一些，李宇春一夜成名，05

年度个人价值排行榜上以近亿元（9620万，数据来源：中国



品牌研究院）个人品牌价值跻身前三甲，她的离奇成功史会

给刚进入社会的80代带来什么？对社会还没有很多概念的80

代，无疑会从李宇春现象中看到更多成功暴富的希望，从而

淡化成功的难度，高估对自己的期望值。 归根结底，60代

与80代的价值观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特定的历史环境造

成的，当然也必将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固有属性继续发展和

演化下去。二元文化下的管理冲突 既然80代现象是社会文化

的一种固有属性，这种现象是不是社会问题，属于社会政治

概念的范畴。 但关键的是，他已经着实引发了种种企业管理

矛盾和问题。 譬如，让60年代感受最为深切地是“政治动员

”这一管理工具的失灵，在60代进入社会的时候，正值“农

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那时的情形是，振

臂一挥，应者云集，大家不讲回报，干劲十足，“农业学大

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然而时过境迁，这种革命

精神对于未曾经历苦难的80代没有纹丝的触动力，当管理者

激情动员大家要勒紧腰带，奋力拼搏，共建美好未来时，他

们却不以为然，并一针见血地质疑那是在“画饼充饥”，这

种强烈的反差固然让60代觉得不可理喻。 也难怪管理者常常

泄愤：“80代没有责任心，生怕多做事，没有一点革命精神

，没一点奉献意识”。然后用自己的成功经验来反证前述观

点：自己能坐上高管的位子，得益于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

当自己的主管给自己布置任务时，自己不仅完成本职工作，

还会尽心尽力完成相关的更多的工作，并积极思考更多的创

新办法，一来，事情完成得更加漂亮，上司更加肯定；二来

，也是通过干中学来实现快速自我成长的诀窍。这是60代成

功经验的典型写照，在经济型价值观的同志的眼里，这种成



功的方法是先讲无私奉献，其实质是先投资，在未来收益；

他们会认为，收付对等、立马兑现更加现实一些，既能解决

眼前的经济压力，其“投资”风险也更低，毕竟如今不同往

日，人才和劳动力的高流动率已经不允许更加动荡的80代做

这种长线投资，尽管的确有点功利和近视，但是也是符合市

场经济思维的。 “80后现象”背后的新管理 造成如此矛盾，

并不能一味的归结到80后的头上，责任是双方的，因为矛盾

的根源在于60代和80代各执己见，相互间缺乏理解和包容。

个中的逻辑常常是这样的： 首先，价值观的“分流、反差、

对立”，造成企业文化形成了典型的二元文化格局。一方面

，60代占据高管的主流，而企业文化更多的是一种老板文化

，是上层管理者意志的表现，这一现象，在中小企业尤甚，

因此，目前大多企业家将自己的价值观－－诸如无私奉献观

念－－置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思想予以推而广之，但是这种文

化与80代的经济型价值观格格不入，老板文化自然会失去群

众基础，而80代浓郁的“多得多劳、不得不劳”的市场经济

思维方式，会有意无意形成一股潜文化力量与之抗衡。 意识

决定行为，高层的价值观决定了其管理思想，其管理思想进

而会反应在企业的制度体系当中，显然，这样的制度体系

与80代的思维方式，个人追求是不相匹配的。这种不匹配性

进而导致基层员工对制度的消极抗拒，不仅人浮于事，而且

上下不能协调一致，也就谈不上合力。 依循这种逻辑，意识

层面的价值观差异最终导致行为层面上的管理矛盾。 80后现

象既然是个社会现象，企业在管理80代的时候，首先应该尊

重80后现象的事实和规律。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寄希望

通过要教化80后来适应自己固有的管理模式是不现实的，或



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80代也是不公平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穿长衫的看不惯穿西装的，穿西装的看不惯哈韩的，

但是依旧没有阻挡历史前进和文化进步的车轮；相反，回顾

历史，当大家都看得惯的时候，恰是文化进步停滞的时期。 

可见，对80后的新管理便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既新

又老的课题。 化解二元文化冲突现象，最根本的是双方要在

价值观上达成统一，两种价值观并非完全绝缘，其间必有交

集的部分，大家至少能在企业与个人双赢的观念上达成一致

，譬如，当管理者在要鼓励员工多奉献的时候，跟他提“想

当年”的字眼，效果常常不佳，如果转而阐明“多做事、多

学本领，而干中学与投资到学校里学，在本质上讲是一回事

”这么一个道理，想必比“为什么要学雷锋”更容易讲通。 

思想上的统一只是和谐共事的必要条件，要发挥员工的主观

能动性，关键在于要因势利导，譬如在制定激励政策时，要

在换位思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激励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对

于60代和80代生人，大家的需求是不一致的，感觉很明显的

是，60代衡量自己是否职业成功，主要看职位，而80代看80

代，更多看收入，将来80代的需求层次怎么变化和升级还很

难准确判断，至少目前是这样的。60、70代的管理者在制定

激励政策时，既然能认同价值观差异的存在，就不能以同理

心的思维方式去约束或管理80代。 尽管对80代的新管理是一

个复杂的课题，但还是有解决问题的基本心法——双方能换

位思考才是关键；另外，值得重申的是，60、70代在批评80

代的时候，更多应该带着包容的心态，毕竟，批评的本质是

一种关爱，而不是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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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