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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移 植 理 论 和 方 法

谭力文

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
,

改革 开 放 年

来
,

在外国商品
、

投资
、

技术
、

人员大量涌

入的同时
,

也出现了外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一涌而入的现象
。

象行为科学
、

理论
、

双因素模式
、 、 、

量本利分析 法 等

等
,

不仅大量地出现在我国 的 书 上
、

报 刊

中
,

而且也成为我国经济管理中经常用到的

理论和方法
。

但这些源于西方
、

通应西方经

济发展状况
、

并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及其哲学

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究

竟能否适用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
、

社会主

义的中国 我们应怎样依据 我 国 政 治
、

经

济
、

文化的特点学习外国的管理 理 论 和 方

法 特别是外国公司在我国创办的合资
、

独

资
、

合作企业大量出现后
,

我国的企业和职

工有无可能接受他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

甚

至企业文化 在我国的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

后
,

又如何将我国企业有效的管理理论和方

法移植进外国的企业中 诸如此类涉及到管

理理论和方法移植的问题已经和正在引起我

国管理界人士的注意
。

在这篇文章中
,

笔者

试图通过介绍 比较管理学中有关这一方面的

内容
,

以及对美国本田制造公司的一次现场

访问
,

介绍当今世界上对管理理论和方法移

植的一些基本看法和实际做法
,

并结合上述

问题
,

提出 自己的意见
。

一
、

当今对管理理论和方法移植的墓本

粉法

涉及到研究瞥理理论和方法移植向题的

学科是 比较管理学
。

它是随着战后跨国经营

活动迅速发展而出现的管理新学科
。

建立系

统的分析模型
,

并从诸多的因素分析管理理

论和方法移植的困难
,

始于 年代的中期
。

比较管理学是为满足跨国公司国际性商

务活动的需要
,

利用 比较的方式
,

研究各国

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

并着重从企业经营的外

部环境研究环境因素对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影

响
,

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性商务活动寻求跨国

度最佳管理模式的一门学科
。

在孔茨等人撰写的著名管理著作 管理

学 》中
,

孔茨等人指出
,

管理理论和方法是

否受地域的限制
,

能否顺利地移植
,

在比较

管理学的专家中是有争议的
。

他们举例说
,

在 巴西作过两年研究的美国学者冈萨雷斯和

麦克米伦 曾断言
“

美国的管理经验在国外

应用的情况表明
,

我国所独有的管理哲学不

是普遍适用的
,

而是有点特殊的情况
。 ’,

①

另一位比较管理学专家奥伯格也认为
,

管理

原理的适用性耍受一定的文化地域或具体情

况的限制
,

并认为
,

要去寻求一套普遍适用

的
“

原理
” 、 “

绝对的
”

或
“

确定不移的解

决方法
”

将是徒劳无功的
。

②但也有一些学

者不赞同上述的看法
,

例如
,

哈比森和迈尔

斯认为存在着一种
“

工业化的逻辑
” ,

⋯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既使用于先进国

家
,

又适用于正在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管理工

作的一般逻辑
,

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具备了基

本的前提条件
。 ”

⑧海尔
、

吉塞尔
、

波特主

持的 对 个国家 。名主管人员活动调查

查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 观 点
。

他 们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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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这些主管人员的管理行为有极其相似之

处 他们也发现
,

主管人员之中许多行为差

异明显的是由文化地域上的差异引起的
。

④

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各个国家管理的不

同点
,

寻求影响管理理论和方法移植的主要

因素
,

比较管理学的专家们纷纷建立了分析

模式
。

在这些分析模式中
,

影响较大的有法

默一里奇曼模式
,

雷根德希一普拉塞德模式

和孔茨模式
。

法默一里奇曼模式 图 是法默和里奇

曼于 年建立的分析模式
。

对 于 这 一 模

式
,

孔茨认为
“

他们两人首先搞清楚了在

管理过程中的各重要因素
,

并对这些因素在

不 同文化地域企业内的应用进行评价
。 ”

⑥

人们认为
,

法默一里奇曼模式率先在模式中

将管理过程和管理工作的环境区别开来
。

这

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将文化作为影响效率的主

要因素
。

由于确定了能被界定和系统分析的

文化因素的范围
,

模式有助于描绘这些因素

对管理和组织效率的影响
。

法默
、

里奇曼 自

影 晌

在宏观的层次
,

模式能使企业了解文化限制

条件的作用
。

人们认为这一模式的木足之处

是 第一
,

这个模式只静态地考虑了问题
,

没有考虑工业化进程对环境因素可能带来的

影响 第二
,

在企业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上
,

模式认为
,

企业只能被动地适应外部的限制

条件
。

雷根德希一普拉塞德模式 雷根德希
、

普拉塞德在批评海默一里奇曼模 式 的 基 础

上
,

于 年建立了自己的 模 式
。

雷 根 德

希
、

普拉塞德认为
,

如果把环境和文化因素

作为管理活动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

那在同一

文化环境中的工业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必然

会趋于一致
,

但实践 已否定了这种现象
。

在

雷根德希一普拉塞德模式中 见图
,

文

化被作为一个变量加以考虑
,

但管理哲学被

作为更为重要的变量
。

雷根德希
、

普拉塞德

认为
,

管理哲学是对消费者
、

供应商
、

持股

者
、

社会团体
,

特别是对雇员的管理态度和

信念
。

同一年
,

雷根德希
、

普拉塞德对美国

在阿根廷
、

巴西
、

印度
、

菲律宾和乌拉圭的

子公司
,

以及这些国家的企业进行了研究
,

探讨管理哲学和环境因素对管理 活 动 的 影

习州一率一一效中
︶

效个
⋯⋯

川︸一理一个
﹄

︷业
︸

晌一一管一。一一沐严一难尸响一影一
今一墙︷

。一影一一响一一

⋯⋯
·

一一彭一一动一划织备指制一一一一活一配和控一一

一理员机
、

一一

一管卜叶阻仄助厚匕

于

一硫一一一影︸一

到一引傅持俯一一素一济始讹一嗜一难顾政一一弱一劲政文一

﹃一黔﹄脚阳龄二嘟一榔︸﹃一
管理过程
要 素

划织计组

定件限的部外条

导制指控

教 育 的

社会学的

法律和政

治 的

经 济 的 ⋯
鱼堕中膺琢滩灌

夔匕 一一里
决定

人员配备

经 济 领 域

的政策制定

系系统的效率率

圈 法狱 —里奇受摸式

资料来滚 希姆
·

查罗伦 《比较 和 多 国

理 》
,

年英文版
,

的翰
·

怀利父 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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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认为
,

他们的模式涉及到了宏观与微观两

个层次
。

在微观的层次
,

模式可以帮助企业

了解文化因素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影响
,

而

日 , 根赫希 — 拉鑫他模式

资料来派 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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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他们发现
,

美国子公司与当地的厂商相

比
,

更愿意任命较多的管理人员
,

但按最为深

奥的管理哲学划分
,

美国子公司和地方厂商

在管理风格和效率上几乎没有区别
。

一些人

对雷根德希一普拉塞德模式没有将文化因素

作为影响管理的重要因素进 行 了 批 评
。

如

年凯利和沃斯利比较了在金融机构工作

的日本人
、

美国白人以及美国 日裔管理人员

的工作态度的不同点后
,

认为
,

雷根德希一

普拉塞德模式仅强调管理哲学的重要性
,

而

没有把文化因素列为影响管理活动的主要变

量是错误的
。

孔茨模式 孔茨认为
,

虽然法默一里奇

曼模式认识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

并力图说

明它们如何影响管理的活动
,

但在管理理论

的转移问题上
,

则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

他

还指出
,

另外的许多研究成果也存在类似的

缺陷
。

因而孔茨在他建立的模式中
,

企图进

一步寻求影响经营效果的因素 见图

孔茨认为
,

他的模式有如 下 的 特 点

区亘亘三⋯
俘念 原理 一 、

】理论

二竺燮塑兰 里堕 ,

今一

企业职能科学

销 售

工程技术

生产 财务

管管 理 实 务务

方方法
、

技术术

目目 标标

政政 策策

规规 划划
由于管理因素

而取得的效果

企业效果

人力 资 源 和

物 资 资 源

非 管 理 实 务

销 鲁

工程技术

生 产

财 务

一罐纂

外外 部 环 境境

鳌鳌暮铭法律的的

经经济的
、

技术的的
社社会一伦理的的

圈 孔茨模式

资料来派 孔茨
,

奥音奈
,

韦里克 《管理学 》
,

中国

杜会科学出版社
, 日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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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正的问题是不仅要把环境因素的影响分

离出来
,

而且要把对决定企业效果重要的管

理因素分离出来
”

⑥
“

我们没有把管

理态度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纳入 本 模 式 之

内
,

⋯ ⋯态度是对环境因素的反应
,

而不是

一种独立的变量
” “

不要把环境因

素简单地看作
‘

限制条件
, ,

而是把它看作

环境中的
‘

可变因素
, ,

它既可 以 构 成 条

件
,

又可形成许多机会
。 ”

⑧孔茨分析后的

结论是
“

尽管把促进企业效果好坏的各种

变化因素分离出来是困难的
,

但也有许多令

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管理工作的基本原理具有

普遍性
, ·

·

⋯
。 ”

⑨
“

同样的概念
、

理论和

原理
,

往往还有 同样的方法
,

在很不相 同的

企业环境中应用
,

可以有相同的作用
。 ”

显然
,

在比较管理学专家们的研究中
,

存在着众说纷纭
、

理论丛立的现象
。

但概括

地讲
,

较为一致的观点是
,

管理理论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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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

在诸多影响的因 主动地聚集在一起
,

研究和分析质量管理间

素中
,

一般把 由各国疆界确定的地域文化看 题
,

积极地提出改进质量管理工作的建议
。

成影响管理活动
,

妨碍管理理论和方法移植 针对这种现象
,

日本的一位质量管理专家曾

的重要因素
。

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
,

列举了日本和其他发

由于当今世界受各国历史
、

宗教
、

生产 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会作用
、

晋升制度
、

信

力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地域文 奉的管理理论
、

雇佣制度
、

宗教信仰
、

文字

化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

因而各国的管理 等 个方面的巨大差异
,

从而认定 日本式的

理论和方法在其移植的过程中
,

必然会存在 全面质量管理和美国式的全面质量管理存在

着如何超越地域文化
,

如何与当地的文化相 很大的差别
,

并得出了其他国家在学习 日本

结合
,

如何在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原有的 式的全面质量管理上必然存在一定困难的结

管理理论和方法升华的工作
、

阶段和过程
。

论
。

我的调查在于
,

若本田公司能在其美国

操办国际性面务活动的企业
,

在进行跨国经 的子公司中成功地推行具有日本管理特色的

营时
,

也就必须认真地通过管理上的比较研 全面质量管理
,

那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表明
,

究
,

寻求一个最佳的管理模式
,

超越地域文 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也可能克服地域文化的巨

化的影响
,

克服地域文化的差异
,

实现企业 大差异
,

实现其移植了若十分困难或不行
,

的经营战略 目标
。

则说明管理理论和方法与货物
、

技术
、

劳动

二
、

一个成功的实例 力
、

资本相比
,

在其移植过程中
,

存在着它

年冬季学期
,

在美国学习的我按老 本身的特殊性
,

困难性
、

或不可能性
。

师的布置
,

曾到美国本田制造公司就比较管 本田公司是 日本近几十年来发展很快的

理的间题作过一次买地调查
。

调 查 的 题 目 小汽车和摩托车制造公司
。

它在 年创办

是
“

本 田能在其美国公司中推行全面质量 时仅有 名雇员
,

但到了 年底
,

已在

管理吗
”

众所周知
,

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 个国家建立了 个装配厂
。

年本田公司

概念和基本思想是美国人费根鲍姆提出的
,

的销售额达到 亿美元
,

利润为 亿

但在美国一批质量管理玄 家 如 戴 明
、

朱 美元
。

从 年到 年
,

本田采用直接投

兰 的帮助下
,

日本不仅在全国成功地推行 资的形式
,

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马里斯韦尔投

了全面质量管理
,

而且结合 日本 民 族 的 特 资 亿美元
,

建立了年装配 万辆小 汽 车

点
,

在第一线工人中开展质量管 理 小 组 活 的装配厂
、

摩托车装配厂和发动机生产厂组

动
,

加上经过简化的现场质量统计方法 如 成的美国本田制造公司
。

该公司有雇员 。。

质量管理的七神工具 和工作方法 如 余人
,

除 多 日本人担负公司的高层 管 理

法
,

把全面质量管理推向新的阶段
,

反而 工作和技术工作外
,

其余的都是美国人
。

日本式的全面质量管理成为全世界学习
、

推 在公司里接待我的是执行副总经理纲村

崇的榜样
。

而在美自角
吧

公司中推行 日本式的 俊贤先生
。

面对我十分直率的问题 您们在

全面质量管理
,

则很可能会遇到一贯标榜享 公司里推行了全面质量管理吗 在推行的过

有最大 自由
,

追求个人至上
,

并认为个人的 程中您发现了由文化差异造成的困难吗 公

自由不能受到任何干涉的美国传统文化观的 司是怎样解决这样的
一

“些困难呢 纲村先生

挑战
。

很难想象美国本田制造公司的美国雇 十分肯定地说
,

在他的公司里已成功地推行

员能接受以全员为重要特点的 日本式的全面 了全面质量管理活动
。

公司成立了数以百计

质量管理
,

他们会象 日本工人一样
,

下班后 的质量管理小组
,

大约有超过 呱的人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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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小组活动
。

和 日本人一样
, 气

小组成员在

工作之余也 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质量管理的

研究工作
,

商讨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的

办法
。

公司每年要召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汇

报大会
。

仅在 年取得显著成绩的 个优

胜小组中
,

就获得为公司节约 万美元的

成绩
。

纲村先生认为
,

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

存在着文化差异
,

但他又强调地指 出
,

这种

差异不是人与猴子的差异
,

日本人和美国人

不管怎样还是 同属人类
,

都是人
,

其共性是

存在的
。

为了消除差异
,

他们做了这样一些

工作 在公司里
,

他们从来不用美国通

常的方式
,

称现场工作人 员为工人
,

或者雇

员
,

而称为合伴
,

避免在公司

中形成人为的两大集团 —雇员和管理者

公司的任何高层管理人 员
,

包括总经理
,

都没有 自己个人的办公室
、

休息室
、

停车场

和餐厅
,

这一 切都是与合伴共同享用

在公司 中
,

所有的 几班人 员一律穿工作服
,

并要求管理 人 员下现场 仁作 在 日本人

与美囚人之间出现矛盾时
,

日方人员总是首

先进行 自责 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客

观的文化差异
,

我们在处理问题时
,

是否没

有注意这些差异
。

针对这些做法
,

纲村先生

总结到
“

我们的这些 工作是希望使我们的

合伴时刻想到
,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

司
,

若他们认为是 为了我们经理
,

那一切工

作都失败
” 。

访问后
,

在纲村先生送我的一大堆资料

中粉到一篇发表在 年 月 日《时代 》

周刊 卜的 文章
。

作者劳艾德
·

加里森在列举

了前面提到的一些情况外
,

还写到
, “

在本

田 工厂
‘

合伴
,

绿 白相间公司工作帽的海洋

中
,

仅能石见极少数戴着汽车工人联合工会
· ·

帽子的工人
。 ”

这意 昧 着
,

汽

车工人联合工会
,

这一极有力量
,

而又在美

国汽车制造行业极有影响的工会组织
,

在美

国本田 制造公司中已趋于消失
。

加里森还写

到
,

在他的采访中
,

一位 岁
,

过去曾是监

狱警卫人员的工人罗格
·

哈蒙 德 斯 讲 到
“

这是我工作过的最好地方
,

也是我们 年

代在高中就梦想的工作
。

工作的哲理
、

工作

的乐趣对我来讲
,

在来到本田工作之前
,

从

未成为现实
。 ”

加里森报导文章的通栏标题

是 本田之路
。

这 一

期《时代 》周刊的封面
,

在配之一头戴
“ ”

本田公司汽车的标志 字样头盔机器人图

画的同时
,

也显著地标注 了
“

本田之路
,

为

全球市场而战
”

的字样
。

这不仅表露了《时

代 》周刊对本田公司的赞扬
,

也揭示出
,

在

一个企业走向世界
,

面临他国不 同的社会
、

经济
、

政治
、

法律环境
,

特别是巨大的地域

文化差异时
,

努力奋 斗 苦心经营的成功之

路
。

三
、

结论与启示

通过 以上的介绍
,

笔者认为 管理理论

和方法是可以移植的
,

但与货物
、

资本
、

技

术
、

人员在国际间的转移相 比
,

存在着其特

殊性和困难性
。

产生这些 问题的主要原因正

是 比较管理学中指出的地域文化差异
。

更明

确地讲
,

是 由于管理理论和方法会更多地与

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

地域文化差异的

最大影响者 —人发生联系
。

本 田公司在管

理理论和方法的移植 进行 了成功的尝试
,

其成功之处在于
,

第一
,

它的管理人 员将管

理的重点放在文化差异的主 要 载 体 —人

上
,

通过消除人们之间感情的差异
,

达到消

除对管理理论和方法产生排斥作用的文化差

法团公方集子和和
、

国

几

们特有的管理理论 和 方 轶 的

第一思次他础的使的基营而目要经从的主义
,

异的主司

,’苗
’,

在移植局
,

有了扎馒的土攀了
笔者还认为

司成功经验介绍

,

对

贡为

管理 比较理论和本田 公

重簇崔乒启示是

首先
,

孔茨在其《管理学 》中明确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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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确实
,

对管理基本原理的 大 部 分 研

究
,

并没有顾及具体的外界文化环境
。

但同

样确实的是
,

大部分的研究是 以文化相当发

达的
,

主要是以私有企业社会为背景的
”

本田公司在其美国的子公司中成功地进行了

管理理论和方法的移植
,

克服的是东西方文

化的差异
,

它可以完全不去考虑生产力发达

水平和所有制的差别
。

而我们在接受和学习

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时
,

除了要

注意运用外来管理理论和方法的 文 化 差 异

外
,

还必须在学习过程中
,

在吸收它们与生

产力
、

自然界有联系的
、

体现生产过程规律

内容的同时
,

抛弃它们与资本的价值增值过

程发生联系
,

体现人剥削人特点的不合理成

份

其次
,

我们还应了解到
,

在我国的企业

跨出国门
,

实观国际化经营
,

沿用我们熟悉

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管理时
,

必然会碰到

除了政治
、

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外 的 文 化 差

异
,

因而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的经营过程中
,

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碰到更多的困难
,

需要作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

但我 们 也 应 看

到
,

与本田公司相 比
,

我们在怎样做人的工

作
,

怎样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方面拥有更为丰

富的理论和方法
。

熟知这套理论和方法的我

国企业管理人 员应该有把握
、

有信心干出比

本田公司更为成功的工作
,

顺利地实现国际

化经营
。

最后
,

我们应认识到
,

虽然随着人们对

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
,

计量手段的完善
,

现

代化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还会更加丰富
,

还会

对更多的因素进行分析妥但从发展趋势看
,

对人的作用只会更加重视
。

甚至 可 以 这 样

讲
,

研究人
、

重视人
、

激励人 己成为现代化

管理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内容和 目的
。

,

提 出管

理
“ ”

理论的威廉
·

大卫就讲过
“

理论

管理方法的基础
,

简而言之
,

它 向 人 们 启

示
,

使工人关心企业 是 提 高 生 产 率 的 关

健
‘ ”

二 但在一段时间内
,

我们在成功地学

习和运用了一些现代化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

时、 却对人 ,

特别是对群众的工 作 有 所 忽

视 片面地强调了少数人的作用
,

而忽视了
·

大多数人的积极作用 片面地注意了技术
、

资金的作用
,

而忽视了人的作用 , 片面地重

视了物质利益的作用
,

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

作的作用
。

这些自觉或不 自觉的忽视或片面

性
, 已经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暴露出了它们

的消极作用
。

我们还应认识到
,

若能在各项

工作中
,

注意和依靠群众
,

充分地调动厂大

群众的积极性 , 就可以更好地学习和掌握现

代化的管理理论和方法
,

进一步推进各个层

次的现代化管理工作
。

我们也应认识到
,

只

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
,

才有更为适合

现代化管理理论和方法生根发芽的土壤和条

件
。

资本家为其个人私利所能做 到 的 一 些

事
,

我们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应该完全

做到
,

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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