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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管理科学而努

王流

}摘要 l 本文认为管理科学是一门
“

真正的科学
” 。

提出了管理科学的意义
、

研究领域和分类
。

讨论了

竹理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

适应我国国情的管理科学的特征
、

需要澄清的概念以及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

当前需要澄清的概念主要是 : 1
.

财产所有权问题 ; 2
.

民主在管理中恰当分寸的问题 ; 王急体

和整体
、

竞争和竞赛的问题
。

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
。

一
、

别 青

当今我国管理科学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为深化改革
,

为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服务
。

为此
,

我

们不得不为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管理科学而努力
。

人们通常认为
,

管理科学是一门
“

科学加艺术
”

的科学
,

是一门目前
“

科学性
”

还不足的科

学
。

随着现代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和结合
,

随着新颖技术工具的发明和创

新
,

人们已经看到并将更明确地看到日益显露出来的大量事实
,

表明管理科学是一门
“

真正的

科学
“ ,

它蕴含着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规律
,

它具有伟大的社会功能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161
.

它的

难度比起其他门类的科学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

也正因为如此
,

这门具有悠久历史的管理科

学至今尚未成熟
。

由于
“

人
”

又是管理科学研究对象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

可以预见
,

随着
“

人
”

的

舀益发展
,

管理科学的难度必将与 日俱增
。

我们的态度和任务就是
,

要尽最大的努力
,

揭示其

具有普适性的规律
,

积极推动这门
“

科学加艺术
”

的科学跨越潜在状态而及早转化成为一 门
“

真

正的科学
” 。

二
、

定义
、

领域和分类

一

们科学的定义一般应能简明地框定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

遵循这样的思

路 管理科学的定义是 : 管理科学是以由人
、

物
、

能量和信息等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为研究对

象
,

以分析
、

综合
、

协调和优化等的理论
、

方法
、

技术及其应用为研究内容的一门科学
。

管理科学的研究领域可以涉及人类的生产活动以及其他有目的的活动的一切领域
,

诸如

农业
、

I 业
、

能源
、

交通
、

通讯
、

贸易
、

金融
、

科学研究
、

技术开发
、

建设工程
、

人力资源
、

文化教育
、

政治思想
、

法律道德
、

文艺体育
、

医疗卫生
、

公安国防等
。

管理科学的学科分类
,

可以从研究对象的因素
、

研究对象的范围
、

研究内容的深化程度和

研究内容的抽象程度的四个角度来划分
,

形成学科分类的四维立体结构
。

按研究对象的基本

因素可以划分成人
、

物
、

能量
、

信息和各种组合的大类 ;按研究对象的范围可 以划分成政
、

经
、

军
、

文等的大类 ;从研究内容的深化程度可以划分成分析
、

综合
、

协调
、

优化等大类 ;从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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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程度可以划分成应用
、

技术
、

方法
、

理论等大类
。

这些大类还可进一步划分成一系列的

小类
。

例如在经济范围内着重于物资因素
,

研究的深度为协调
,

而研究的抽象程度只是技术
,

这时相应的四维分类就是
“

经济
、

物资
、

协调
、

技术
” 。

三
、

对象的复杂性

管理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由人
、

物
、

能量和信息等基本因素组成的系统
,

涉及人和社会所有

的活动和运动
。

社会大系统乃是当今世界上各种系统中最复杂的一个
,

笔者这个看法曾得到

国外学者的首肯
。

如何研究好管理好这个系统乃是人们面临着的一项艰巨的划时代使命
.

从系统的角度看
,

社会这个有机整体是一个特殊的
,

带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的
,

带有正负
反馈作用的

,

动态自增殖非线性大系统川
。

如果忽视了这些基本特征
,

轻率地操纵这样的大系

统
,

那末势必会遭受这个大系统的报复
。

例如当今的改革
,

改革的动力形成正反馈
,

改革的阻

力形成负反馈
,

正负反馈的消长导致改革进程中的波动
。

这就是正负反馈同时并存的实例
。

再如
,

由于管理者是人
,

被管理者也是人
,

由于人的发展及其复杂性的提高
,

管理的难度也必与

日俱增
。

真所谓
“

道高一尺
,

魔高一丈
” 。

这里存在着难度自增殖的
“

魔环
” 。

社会系统又是多种非线性混杂的大系统
。

非线性是指人们实践所获得的结果
,

并不正比

于其实践努力的程度
。

非线性有着很多种典型的特性
,

例如局限性
、

饱和性
、

失灵区
、

记忆滞后

性
、

平衡态的多样性
、

突变性等
。

在局部试验成功的经验并不一定能推广到全国范围
。

例如个

别省份可以采取高价政策吸引国内的人才和物资
,

从而既平抑了物价又发展了经济
。

但是
,

如

果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这么干起来
,

势必出现物价攀比而形成恶性循环
。

再如 日本和亚洲四小

龙可以依靠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
,

成效显著
。

但是
,

我们不得不看到
,

如果我国达到 日本人

均外贸水平
,

我国的外贸总量将是 日本的 10 倍
,

如果达到台湾地区人均外贸水平
,

我国的外贸

总量应是其总量的 50 倍
。

显然
,

如果依法炮制起来
,

要想达到同等人均外贸强度
,

势必形成国

际市场的大改组
,

必然遭到国际贸易的大阻抗
。

社会系统又是一个多决策者
,

多控制点
,

多信

息渠道和多 目标的体系
。

其中涉及的有千千万万群众的整体利益
、

地区利益
、

集体利益和个体

利益
,

以及兼顾各方的
“

总体利益
” 。

社会系统中出现的现象
,

有随机的
、

有模糊的
、

有突变的
、

随意的
、

不确定的
、

甚至是混沌的
。

面对这样复杂的大系统
,

如何调控好这样的系统
,

不借助于现代科学的理论
、

方法和手段

是无法想象的
。

凡是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的科学
,

当然是一门
“

真正的科学
” 。

四
、

适应我国国情的管理科学的特征

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管理经历了三个里程碑 l’=] 一是着重生产过程和行政控制的古典研究 ;

二是着重人群关系和行为科学的研究 ; 三是着重管理科学和系统理论的研究
.

粗略地说
,

第一

阶段是
“

把物当物管
,

把人当物管
”
;第二阶段是

“

把物当物管
,

把人当人管
”

;第三阶段是
“

把人
、

财
、

物
、

能量
、

信息等诸要素当作一个系统总体来管
” 。

我国当前的管理情况相当混乱
。

有的说
,

第一阶段不可逾越
,

有的说应该大胆引进国外先

进管理经验
。

笔者认为
,

我国当前的管理应该把三个发展阶段压缩容合
,

以系统化管理为核心

统帅并统一这三个阶段
。

概括起来可有如下四个特征 :

第一
,

把物当物管
,

建立科学规范
,

认真严肃地管起来
,

这是管理中最基本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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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建立一定的科学规范
,

把有关人的事情也同样认真严肃地管起来
,

这是对人管理的

一根基准线
。

各人努力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一切
,

同时各人由此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一切
。

第三
,

在对人管理的科学规范基础上
,

考虑人的特殊性
,

重视人的感情因素
,

引用行为科学

的成果
,

把人当人对待
,

体贴人微的关怀
,

动之以情
,

授之以奖
,

激发出人的最大的主观能动

性
。

第四
,

在系统观的高度
,

把人
、

物
、

能量
、

信息等诸要素通过分析综合
,

实现协调组合
,

各得

其所
,

各适其度
,

求得总体的和谐与优化
。

五
、

在我国管理领域中需要澄清的概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前
,

在我国管理领域中
,

概念上需要澄清的问题是
,

( l) 财产所有权问题
,

(2) 民主在管理

中恰当分寸的问题
,

( 3) 以及总体和整体
、

竞争和竞赛的问题 ;而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则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
。

1
.

财产所有权问题是我 国宏观和微观运行机制的关键所在
.

多年来
,

全民所有制统帅了

我国的所有制
。

由于概念上的混乱
,

全民所有变成了无人所有 ;或者全民所有变成了部分人的

占为己有
。

厂长忽而只代表了该厂职工的局部利益
,

不顾工厂的 自我约束把全民所有财富化

为少数人的占有
,

乱发奖金
,

乱发实物 ; 忽而又只代表了上级部门
,

不顾工厂的自我发展
,

不考

虑职工的切身福利
。

看来
,

股权制也许可以作为确认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方式
,

不妨一试
。

股权制的各个独立核算单位
,

按照股权份额
,

组成董事会
,

由董事会选聘厂长经理去经营

这个单位
,

厂长经理则向董事会负责
。

这样
,

各个独立核算单位的运行机制将能走上自我发

展
、

自我约束
、

自我完善的轨道
。

在股权制讨论中较关键的问题是全民股权由谁来掌管
。

笔者认为
,

全国成立一个全 民财

产管理委员会
,

拥有全部全民财产的股权
,

派出代表进驻握有主要股权的所有企业的董事会
,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

代表全民利益说话
,

实行全 民财产的自增殖
。

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

资本主义的根本点
。

除了全民股权之外
,

相应地就会出现地区性人民所拥有的区民股权
,

群众

团体所拥有的集体股权
,

个人所拥有的个体股权
。

凡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事业
,

一律应由

全民股权占据主导地位
,

即应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
。

全国的股权
,

在全民
、

区民
、

集体
、

个人之

间的分配比例应有一定的限额
,

保证宏观机制走上协调和谐的轨道
。

在实行政企分开的条件下
,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治职能
,

全民财产管理委员会的基本职能

是经济职能
。

政府可以根据国内外的全面形势和战略的总体考虑
,

对全社会实行政经军文的

大系统式的全面指导
、

引导和协调
。

至于政府所握有的股权只能委托全民财产管理委员会全

权代管
,

政府不得自行直接确定其股权的投资方向
,

而且只能按全民股权的平均利润率提取所

拥有股权相应的利润 (分红 )
。

在这种运行机制情况下
,

财政部只管政府的收支
.

它获得的是

税收
,

支付的是政府开支
,

它可以作为自行投资部分的股权所有者
,

从而获得相应的利润
,

但不

是全部全民股权的所有者
,

从而不能占有全部全民股权所应获得的全部利润
。

宏观和微观的运行机制一旦得到完善
,

那末什么长期行为和短期行为的问题就有了迎刃

而解的基础
。

2
.

民主在管理中恰当分寸的问题是我国管理体制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

管理体制的经典形

式是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的控制
,

管理中的民主是 自下而上的反馈
。

在控制理论中早就证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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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过度很容易引起系统的振荡
。

同时
,

民主基本上是政治领域中的概念
。

民主概念的乱用
,

只会造成管理的混乱
。

国内目前借鉴合资独资企业的管理经验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

在政治领域中
,

自下而上的民主是主渠道
,

形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制定各级相应的法律

和规范
,

约束各级政府的人选和行为
。

各级政府应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

人民代表大会向

相应的全民或区民负责
,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着各自相应范围之内的全民或区民的利益
。

至于

在各个企事业单位之内
,

经营者自上而下的管理是主渠道
,

而职工自下而上的民主则是适度的

反馈 ;其中职工最大的民主权利则是按照聘用合同的规定辞去工作
。

经营者向董事会负责
,

董

事会向股权所有者负责
。

股权所有者的民主通向董事会
,

是主渠道
,

其中最大的民主是改组董

事会和抛售股权
,

而董事会对股权所有者的约束则是适度的反馈
,

如附图所示
。

这样带有适度

反馈的系统
,

一般容易找到稳定和优化的范围和条件
,

容易实现有效的运转
,

容易获得较高的

效益
。

经经营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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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和整体
、

竟争和竞赛的问题是我国经济能够活而有序的关键所在
。

目前在有计划

邮石经济形势下
, “

重视竞争意识
,

引进竞争机制
”

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

不过
,

从系统的观点

来看
,

应该区分竞争和竞赛的概念及其适用的场合
。

如果乱用竞争
,

必将酿成四分五裂的局

面
,

有可能会重演
“

一盘散沙
”

的悲剧
。

笔者认为
,

各个独立核算部分之间
,

引进竞争机制是可行的
,

有时也是必要的
,

在统一核算

部分的内部
,

则以提倡竞赛的精神为好
。

在字典
、

词典等工具书中
,

关于竞争和竞赛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18一 ’ “ ]:竞一
比赛

,

互相争

胜 ;竞争— 互相争夺利益
,

只图压倒对方 ;竞赛— 比赛成绩的大小或优劣
,

以求共同提高技

术 ; 资本主义的竞争— 资本家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竞争
,

损人利己
,

尔虞我诈
,

弱肉强食 ;社会

主义劳动竞赛— 鼓励先进
,

帮助后进 ; 劳动竞赛— 相互学习
、

相互帮助
、

取长补短
,

共同提

高
,

比学赶超的群众运动
。

简单地说
,

竞争和竞赛在
“

竞
”

字上有其相通的一面
,

同时
,

它们又有

不同的一面
,

即竞争带有损害对方的意味
,

损人利己
,

甚至损人不利己 ;而竞赛带有不损害对方

的意味
,

利 己不损人
,

甚至利己利人
。

我们知道系统是由关联的一些部分组成的总体
。

我们的管理对象可以是整个社会
、

整个

国家
、

一个地区或一个企业
.

这是一个大系统
。

这里就存在着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

随着改

革的深入
,

人们渐渐地体会到
,

要适当兼顾到全国
、

地区
、

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

这种同时考虑到

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概念
,

可以用
“

总体利益
”

这个概念来概括
.

这是概念的一个飞跃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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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同时兼顾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 5]l
。

当需要牺牲局部才能保住总体的时候
,

就要强调

整体利益 ; 当需要放活局部才能保证整体利益的时候
,

就要多照顾一些局部利益
。

整体利益和

局部利益是总体利益在两个方向上的极端
。

过分强调局部利益
,

必将导致人心涣散 ;过分损害

局部利益
,

系统将会缺乏活力
。

提倡
“

总体利益
”

就能使概念更为明晰
,

使工作更为主动
。

显然
,

作为统一核算的单位
,

在总体利益之中
,

整体利益更为重要
,

只有整体利益得到保

证
,

局部利益才能兑现
。

在一个统一核算单位内部过分强调竞争
,

过多追求局部利益
,

那末系

统就会解体
。

同时
,

如果一个大系统是由一些独立核算部分所组成
,

各个独立核算部分又没有相应的局

部利益
,

在各个独立核算部分之间又没有竞争
,

大家净吃全国大锅饭
,

那末
,

各个独立核算部分

自身就会缺乏 自我发展动力
,

这个大系统的整体利益也会衰退
。

因此
,

必须引进竞争意识和竞

争机制
。

不过
,

为了避免各核算单位过分强调各自的局部利益而损害总体利益
,

就必须制订出

竞争的规则
,

即法律和法规
,

保证整个社会既有活力
,

又有秩序
。

比如江浙边界的
“

蚕茧大战
”

就是一个实例
。

各方过份强调各自局部利益
,

倒爷兴风作浪
,

大发横财
,

你抢我夺
,

竞相抬价
,

坑了国家
,

乱了市场
,

还弄得干部精疲力竭
,

群众人心惶惶
。

目前出现的
`

倒爷
” 、 “

挖墙脚
”

现

象
,

都是 由于在竞争中法律和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执行的不严肃而被钻了空子
。

事实上
,

不遵守

规则的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不容许的
。

例如德士古石油公司由于在竞争中挖他人墙脚

遭败诉而宣布破产的事例
,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因
“

反垄断法
”

而不得不宣布分解的事例
,

都说明

了这一点
。

显然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关竞争的法律和法规必会显得更加重要
。

4
.

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是我国当前管理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在澄清了财产所有

权
、

管理中民主的分寸以及竞争和竞赛等概念以后
,

我国的管理能否真正走上康庄大道还是在

于人治和法治问题
。

我们可以发现
,

有的人只想管人而不愿意受人管
。

凡是抱有这种思想的人
,

最最反对法治

而最最喜欢人治
,

以期为所欲为
。

殊不知
,

纵观千年历史
,

横看世界各国
,

无人不受人管
,

无人

不管人
。

一个人生活在世
,

既不想给人穿小鞋
,

又不愿 自己被套上玻璃水晶鞋
,

唯一的办法就

是推行法治
,

公事公办
,

老少无欺
。

在现实社会中
,

法制不全
,

执法不严
,

以权代法
,

以情换法等现象全都影响了管理系统的正

常运行
。

从管理系统正常运行的需要来看
,

科学的管理才能获得真正的高效益
,

才能避免个别

人的心血来潮而把系统带到崩溃的边缘
。

我们不能想像一个现代化的伟大系统只维系于个别

人的意志管理
。

人治是脆弱的
,

法治才是稳 固的
。

各式各样的管理工作方法都说明了这一

点
。

至于 ,
感情投资

”

的效果在现实中的衰减性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

推行系统化管理
,

澄清概念
,

实现法治
,

中华之振兴有望矣
。

参 考 文 献

【1] 王洗尘
,

从系统工程看社会经济效益
,

《现代化》
,

1 9 84 年
,

第 6 卷
,

第 8 期
,

第 14 页
.

【2] 吴国光
,

以高度理性认识改革
, 《世界经济导报》

,

1 9 8 8 年
,

第 4 04 期
,

第 6 页
。

【3] 王 院尘
.

社会经 济适度增长率和直接效益指标
,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
,

19 87 年
,

第 1 期
,

第 19 页
.

141 朱熔基主编
,

《管理现代化》
,

企业管理出版社
,

19 8 5 年
。

【5] 王烷尘
,

总体和整体
,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

19 8 6 年
,

第 6 卷
,

第 4 期
,

第 79 页
.

16] 莫伊谢耶夫 (苏 )
,

《人和控制论》
,

三联书店
,

19 8 7 年
.



l 0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19 89 年

【7] 陆斌
,

股份制终将成为主体经济形式一
一

对上海股份制试验的回顾与展望
,

解放日报
,

1 9 8 8年 10 月 10 日
.

18 ] 商务印书馆
,

《新华字典》
,

19 62 年
。

【9 ] 许涤新主编
,

《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
,

人民出版社
,

19 8 3 年
。

【10]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现代工业企业管理词典》
,

1 9 83 年
。

M A K IN G B I G E F F O R T S T O D E V E L O P M A N A G E M E N T S C I EN C E S

S U I T E D T O C H IN E S E C O N D I T I O N S

W a n g W u a n c h e n

(M
a n
心em

e n t cS h o o l
,

hS
a
心h a i J 才a o t o心 nU i v e rs i ty )

A bs tr a C t

T h i s P ap e r r e g a r d s m a n a g em
e n t s e i e n ee s a s “ r e a l s e i e n ce s

. ”

In a dd i t i o n t o d e a il n g w iht

th e m e a n i n g
,

r e s e a cr h if e ld s a n d c la s s i if e a t i o n o f m a n a g em e n t sc i e n ee s
,

i t d isc u s s e s th e e o m
-

P l e x n a t u er o f ht e i r o bj e e t s o f s t u d y
,

th e fe a t u er s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s ic e n ee s s u i t e d t o C ih n e se

e o n d i ti o n s ,

t h e e o n c e P t s t o b e c la ir if e d a n d t h e q u e s t i o n s e a l li n g fo r u r ge n t s o l u t i o n
.

T he e o n
-

c e P t s t o b e e la ir if e d a r e m a i n ly
:

( l ) T h e o w n e r s h iP o f P r o
pe

r t y ;
(2 ) ap P r o P ir a t e d e m o e r a c y in

m a n a g e m e n t ; ( 3) r e l a t i o n s b e tw e e n e n t ier t y a n d e n t i t y
,

be tw ee n c o m pe t i t i o n a n d em u l a t i o n
.

T h e q u e s t i o n th a t m o s t u r g e n t ly n e e d s fo r s o l u t i o n 15 th e ur l e b y pe r s o n s o r th e ur le b y l a w
.

、ǐé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