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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阐述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管理思想，儒家的“允执其中”管理思想和法家的“抱法 

处势 则治”管理 思想 ；然后讨论 管理 哲 学和管理 的 内涵 以及二 者 的 关 系，同时简要介 绍 了现代 

立体 管理模 式 ；最后重点探 l 了道 、儒 、法管理思 想在 建构 现代 立体 管理模 式 中的一些运 用 实 

践 问题 ：高层 管理者应 以道 家思想为其 管理世 界观 ，循 道而行 ，宽松 管理 ；中层 管理 者应 以儒 家 

思想 为其 管理世 界观 ，动 态持 平各方 力量 ；基层 管理 者应 以法 家思想 为其 管理世 界观 ，依 法 管 

理 ，并 简要提 出应 用道 、儒 、法 管理 思想时应具备权 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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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nagement Philosophy of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Moder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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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na；2．College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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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management philosoph) of‘govemance without unwanted action’of Taoism，‘to keep 

balance in each aspect’ of Confucianism and ‘govemance with laws’ of legalism are firstly discussed in detail． 

Then，the connotations of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manage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re dis- 

cussed．Th e model of the modem cubic management is briefly introduced．Finally，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of Taoism，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m management 

model are studied 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dea of variation is necessary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nagement phi- 

losophy of Taoism，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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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儒法管理哲学的思想精髓 

1．1 道家管理哲学的思想精髓 

道家管理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是“天地之根”、“万物之母”(《老子》一章，以下仅注明章节)， 

既指宇宙万物根源，又指万物运动变化规律。“自然”、“无为”是“道”的根本属性。“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三十七章)，“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就是指“道”作用于万物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带强制性和 

干涉性。这同时揭示了万物的运动变化不受超自然的意志的支配，而是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即“道”运 

动变化。“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五章)，强调的就是“自然”的优先地位，世间万物都应契合于“道”，顺应自然，循道而行，不妄为，不 

以主观意志强行改变“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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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是道家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无为而治”则是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内容和基本原则。“无为”并非消级地无所作为，而是精通“有为”之法之上的“无为之为”；而是肯定了事 

物有自我发展潜在能力的基础上，放松对事物的不必要束缚，减轻对事物的人为干预；而是发现事物运 

动变化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正确把握“为”与“不为”的辩证关系，以积极的“有为”促进事物 自然而然发 

展，以灵活的“不为”引导事物充分“自化”发展，而达到领导于无形、成功于无形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管 

理境界。 

1．2 儒家管理哲学的思想精髓 

“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是儒家管理哲学揭示的最高层次管理境界。所谓的“中”，不是指几何物理 

位置上的“中间”、“中点”、“中心”等，也不是指处事方面的“折中”，而是一种事物整体活动变化过程中的 

抽象的、动态的持平状态。从思维角度解释，“力量均衡了就是中”_3 ；从管理哲学角度解析，中庸即中 

道、持平，即在管理的范围内，保持各方力量在动态中均衡，恰到好处。这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均衡，而非 

静止不变的均衡。因为管理是一种动态过程，其涉及到的时间、空间和人事不断变化，原先的均衡状态 

不断被打破。儒家学派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与时偕行”、“El新又新”，即要求随时、空、人的 

变迁提出新的应变，时刻追求“中庸”状态。这就需要管理者心灵不要沾着于某一点，不要因为偏见而偏 

执一端；要在纷繁复杂的变化中，保持一种善察“机微”的敏感，“能寻其头绪之所自起，究其末流之所必 

至”；能保持冷静心态听取各方意见，正确地处理各种冲突矛盾，随时随地保持管理协调、有序和均衡地 

进行。 

儒家提出的基本管理原则是个人自我管理和社会管理相结合。一方面，儒家信仰“人之初，性本 

善”，强调人的自觉性、主动超越性，以“温柔敦厚”的道德为导向对人进行教育和感化，实施内部控制；另 
一 方面，承认人的素质参差不齐，强调人性中的自发被动性、偏离的可能性，用“克己复礼”作为语言和行 

动规范，检查人的外在行为，对人实施外在控制。外在的控制管理只能取得表面上的、浅层次的、暂时的 

管理效果，内在的控制管理则起到实质性的、深层次的、长久性的管理效果，能使“人心归服”，即《礼记· 

镏衣》中所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改，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在此基础上， 

儒家强调管理者的品质和行为对被管理者的影响，得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 
·子路》)的论断。因此，位于越高层次的管理者越应注意修身养性，注意为下属树立榜样作用。 

1．3 法家管理哲学的思想精髓 

法家在“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性论观点上提出“抱法处势则治”的核心管理思想。法家认为“好利恶 

害”、“人之情世”(《奸劫弑臣》)，竭力主张以功利、效果论善恶，“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劫作者归之于功” 

(《五蠹》)。也就是说，用法律来判断人的行为是善是恶，法律之外无善恶。因此，只有通过刑赏之法劝 

禁臣民，才能达到“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的目的。这实际强调规章制度、动力机制和利益机制对管 

理的重要性。 

法家把先秦的“名实之辩”在坚持唯物主义倾向的前提下，导向“名”对“实”的能动作用上，强调“循 

名责实”、“形名参同”，即强调概念、规章对行为的规范、约束作用。 

但法家主张的法治中的“法”并非复古、守旧、静止不变之法，而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五蠹》)，“法”应随时代变化而更新，要按历史发展规律变法，推行法治，即“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 

宜”(《商君书更法》)。“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这表明法家坚持改革， 

主张变法，不因循守旧、不墨守陈规的社会进化观点，这种社会进化观点对今天的现代管理仍有积极的 

指导意义。 

2 管理哲学与现代立体管理 

2．1 管理哲学与管理 
管理哲学是指管理工作者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管理者世界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是管理者世界观 

的总和。作为理论形态的管理哲学，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管理的实践经验进行哲学的反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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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概括和抽象的产物 j。管理哲学从管理实践中产生又反作用于管理实践，对具体明确的管理科 

学和管理技术起指导、控制和支配作用。 

管理是“人类最普通的一种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是处于一定组织中的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进行 

协调和组织，以优化地运用有关资源，达到共同目标的过程”L 。 

管理哲学与管理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哲学给管理实践活动以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指导，或者说，给管理实践活动的主体提供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高度对管理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既是为了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提高管理实践主体的自觉性，也是为了 

从实践经验中汲取养分来丰富和发展管理哲学。 

理论联系实际是管理哲学对具体管理实践指导的基本原则，管理不能脱离管理哲学理论的指导；学 

习运用管理哲学要适合实际，不能生搬硬套，要从管理哲学中找到管理的具体方法。在应用管理哲学时 

要有创新精神，要尊重实际，要勇于、善于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创造适应新形势、新需要的原理 

和结论。 

2．2 管理哲学与现代立体管理 

现代立体管理模式是近几年适应多变的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新兴的管理模式，它明显区别于旧的管 

理模式，它强调的是依据现代管理理论中的“能级”原则将具有不同能量的管理者个体有机组合成为一 

个多能级、多层次、稳定复杂的立体结构的组织系统，而旧的管理模式仅关注管理者个体能量发挥的标 

准。在立体管理模式中，管理者个体优化组合，有效消除旧管理模式绝对平均主义下的、将管理者个体 

均匀连续的一团混沌搭配的低效状态，而且将管理者个体配置组合成各层次能级的同时，还实现各层次 

管理者能级与责、权、利的相对应，形成了立体时空多维的、覆盖面广的决策管理体系，大大增强管理的 

整体效能。立体管理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科学管理的要求，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破除了封建层 

次能级垄断和世袭的特权[ 。在这个上下左右纵横多维的多重交叉的网状立体管理结构里，每一个环 

节每个层级之间密切相连，哪个地方现出管理“阻塞”必然影响整个系统的通畅。因此，能否最终实现管 

理系统的整体有效运作，依赖于各个能级层次的管理活动是否有效实现，这又决定于各个能级层次的管 

理者能否拥有正确的管理世界观。因为各个管理者处于立体管理结构系统的不同环节、不同层次、不同 

位置，主要的管理对象不同，拥有的管理权力与机会不同，直接操作的管理活动不同，所以与此相对应 

的，各个能级层次的管理者应采用不同的管理哲学作为各自的管理世界观，来指导各 自的管理实践。因 

此，在立体管理模式中，指导管理实践的管理哲学是一个多层次、多样性、非均衡的管理思想有机组合而 

成的、统一的、立体状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统一中有不同，不同中有和谐。建构这种立体状理论体 

系，可以从道儒法三种管理哲学中寻找有益启示。 

道家、儒家和法家是中国文化的三大思想来源，是中华民族管理思想史上的三朵奇葩，是适应当时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实际需要而提出的，其管理哲学思想各具特色。道家，强调的是“天道自然”、“无为而 

治”；儒家，承认“人之初，性本善”，提出“允执其中”的管理思想；法家则认为“人性恶”、“抱法处势则治”。 

这三种理论无优劣之分，它们在管理实践中得以充分发挥指导作用需要特定的环境，一旦脱离这个特定 

的环境，非但无积极作用反而还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充分利用所有理论，对各种理论进 

行抽丝剥茧，取其精华，去其糟粑，将各种理论的精髓思想优化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其在现代管理中 

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 道儒法管理哲学在现代立体管理中的应用 

3．1 道家管理哲学对高层管理者的影响 

现代立体管理的管理体制是一个从最高层到操作层的从小到大的正立体三角形结构，位于最高能 

级层次上的是高层管理者，担负着在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下为管理系统及时做出决策、制定方针政 

策和为整个管理活动导向的重大职责，整个管理系统运作顺畅与否，总体管理效能优劣高低与高层管理 

者的管理工作息息相关。管理者的思维方式、知识水平、个人素质等直接关系到管理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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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者首先要善于发现，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然后充分遵守客观规律，即“道法 自 

然”，时刻保证整个管理活动按其运行之道朝正确的方向畅通运行：在此基础上，高层管理者要充分尊 

重下属，相信下属，要权力下放，要给中、低层能级层次上的管理者相应的责、权、利，采取不干预、不干涉 

政策，以自己的“无为”，积极为全体员工提供一个宽松、弹性的工作环境，让每位员工都有所作为，让每 

位员工的聪明才智都得以最大限度发挥，促进整体系统的管理效能大大提高。 

管理者要做到“道法 自然”，“无为而治”必须注意培养以下几方面素质： 
一 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净持重之心，不带偏见，排除私欲 正如《老子》四十五章说的“清 

静为天下正”，清净持重之心是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前提条件，“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 

吾以观复。”如果管理者轻率躁动，将会对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把握不准，容易做出错误决策，给整个管 

理工作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二是从管理的总目标和整体利益出发制订方 ‘政策，不要以自我的是非好恶为标准，也就是做到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以管理对象的是非为是非标准，以管理对象的意志 

为意志的准则。 

三是对下属勇于授权，宽松管理，不横加干涉：做到“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舍弃一切过度 

的繁纲琐令。 

3．2 儒家管理哲学对中层管理者的影响 

位于管理组织结构中间环节的中层管理者，从纵向看，既要接受高层管理者领导，执行上级命令指 

示，又要组织指挥下级工作；从横向看，其担负着管理最终成果的各个有机部分真正组合的重要责任；从 

整体看，其起到上下左右纵横联结的立体协调作用 中层管理者是一个较特殊的角色，常常处于矛盾的 

焦点和各种内外因素交织变化的核心，因此，对这部分管理者来说，如何持平各方力量，使管理活动上下 

通畅、左右平衡，显得至关重要。 

中层管理者可借助儒家“允执其中”的管理思想作为自己的管理世界观，指导自己的具体实践活动， 

走“中庸”之道。管理者首先应在管理认识方面具有包容性，能迅速接受七下左右各个方位各个环节的 

新变化，具有“日新又新”、“与时偕行”的不断革新精神。其次管理者要时常保持虚静之心，持重之怀，不 

急切，不浮躁地处理解决各种矛盾。但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这样的情况：中层管理者只对上负责，不对 

下负责，只解决好与上级的矛盾，不关心与下级的矛盾，中层管理者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上级检查，讨好 

上级，而不是踏踏实实地从整个管理目标出发想方设法协调各方力量，提高管理效率。这种力量向一边 

倾的“不平”状态必然会引起管理工作的混乱，所谓“不平则鸣”。所以，中层管理者要极力避免这种“不 

平”状态，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好。最后，中层管理者要注意“修己”与“安人”(《论语·宪问》)，就是通过自 

我修养来培养理想的人格素质，通过自我约束来端正自己的品行，这样就能取得身正令行，“人心归服” 

的管理效果。“安人”则是要对下级进行积极指导、教育和感化，使被管理者各得其所，充分发挥潜能。 

3．3 法家管理哲学对基层管理者的影响 

位于管理组织结构底层环节的基层管理者，其职责是直接指挥、控制、协调、操作该层次上的员工， 

保证员工严格按规定要求程序工作，保证各种资金、物品、信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保证这一阶段加工 

整合出的最终成品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合乎质量、数量要求。基层管理者往往需要与许多具体的规章 

制度打交道，这些规章制度执行得好不好，执行得到位不到位直接关系到整个管理效能的高低优劣。因 

此，基层管理者要以法家的管理哲学作为自己的管理世界观，在管理过程中铁面无私，依法行事，秉公办 

事，赏罚分明，绝不徇私枉法。同时，注重从物质、精神双方面激励员工，鼓励员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展 

示自己的个性，培育整个员工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使每项最基本的管理任务得以圆满完成。另 

外，基层管理者在推行法治管理的同时，切勿因循守旧，而应注意收集来自管理实践一线的反馈信息，紧 

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革新法规，密切关注管理对象而不断推除出新的制订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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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董事会；对外部董事应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实行严格的准人制度和退出制度。由于独立董事是公众人 

物，还需建立公示制度，从社会道德规范上进行激励和约束；对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应该分设，才能明确 

区分相互的职责，起到监督制约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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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道儒法管理哲学应用中的权变思考 

对任何一种理论，只能以客观的历史的眼光去分析看待，而无法评判其优劣。理论从实践中产生， 

又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道儒法三种管理哲学理论虽是产生于古代社会管理实践，但对现代管理活动 

仍具指导意义。只是在应用中由于应用主体不同，应用主体所处环境不同，理论应用的侧重点也不同。 

具体来说，应用道儒法管理哲学理论指导实践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管理组织结构中的高层、中层和基层管理者分别以道家、儒家和法家管理哲学作为各自的管理 

世界观，这一顺序不能倒置。倒置的话会给整个管理哲学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例如，高层管理者以法家 

思想统管全局会造成整个工作氛围压抑沉闷，不利于各级人员充分发挥潜能；若基层管理者以道家思想 

指导工作，“无为”的结果将不会是“无不治”而是“无治”：各项规章制度得不到严格执行，各项基本的管 

理任务得不到落实。 

2)道儒法三种管理哲学有相通之处，如：道家的“道法自然”中的“道”是“独立而行，周行而不殆” 

(《老子》二十五章)的作用于万物，儒家的“允执其中”也强调是一种动态的持平，而法家则主张变法革 

新，不守旧，这三种哲学思想都揭示了管理的动态特点，指出管理者要具备变化创新精神。这些相通的 

思想是可以、也应该在不同层级的管理者间流动，管理者也应学会融会贯通这些思想，这样才能不断提 

高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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