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2006 年第 4 期 ECONOMIC 　REVIEW 　No14 　2006

管理的有效性 :一个新的解读
———《管理有效性的七项修炼》评介

喻华伟

　　自从 100 年前大师泰罗和法约尔开创管理学理
论与实践的先河以来 ,如何提升“管理的有效性”始
终是每一代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德鲁克在其畅销世界的名著《有效的管理者》中 ,告
诉了我们一个管理者应该如何才能提升效率的基本
原理。但是遗憾的是 ,在那本语言晦涩难懂的书里 ,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来理解“有效性”的具体内
涵。显而易见 ,效率和效果并不应该是管理有效性
的全部。让人感到欣喜的是 ,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最
近出版的《管理有效性的七项修炼》(石军伟著 ,湖北
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对这个核心问题提出
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一、管理有效性的结构

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那样 ,现在“要找到一个
清楚描述有效性的文献简直是太难了 ,而专门对此
进行针对性研究的著作则更是少见。大多数著作讲
的是别人的企业如何获得成功的经验总结、管理者
如何从总体上管理组织或一些专门的小技巧、或者
是告诉读者为什么有些企业会好而有的企业则是坏
的等内容 ,而不管这些经验或技巧对管理者的实践
是否真的有用。”到底何为“有效性”? 这个核心问题
往往被大多数管理学著作轻易地忽略了。石军伟博
士指出 ,管理的“有效性”应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
(1)把事情做得正确的能力 ; (2) 做正确的事情的能
力 ; (3)最大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能力。

关于第三个方面 ,则是作者综合了信息经济学
与管理学知识做出的既新鲜又有实践意义的解构。
“信息不对称现象”始终是企业管理活动中的一种常
态 ,但我们在管理过程中 ,却最容易忽略它。作者提
出 ,我们的企业是处在社会这个开放的大系统之中
的一个由人组成的小系统 ,我们不能用片面的知识
去看待全面的事实。所以 ,管理者们不仅需要懂管
理学 ,而且还要懂一些经济学、心理学乃至社会学等
相关学科的知识。管理者要提高工作的有效性 ,在
某种程度上就是最大可能地降低其工作流程中信息
的不对称程度。其实在管理者的日常工作中 ,信息
不对称现象经常会戏耍我们 ,诱使我们做出不正确

的事情 ,或引诱我们选择错误的做事方法 ,从而使我
们失去了“有效性”。所以 ,当与下属或上司之间要
处理某项管理活动时 ,请记住 :我们之间的信息是不
对称的 ! 有效的管理者会选择重视信息不对称现
象 ,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情况“消灭在萌芽状态”。

经济学告诉我们 ,所有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我
认为 ,在“有效性”的三个要素中 ,它们的稀缺性是依
次递增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用正确的方法做
事 ,但要总做正确的事情却比较困难 ,关于信息不对
称问题的理解和消除的能力 ,那无疑是一个企业家
最稀缺的能力。但无论如何 ,正如作者指出的 ,有效
的企业家在管理过程中应表现出这三个方面的能力
特征。

二、本书的主要特色

无论从总体还是从章节 ,本书的基本逻辑都高
度地重视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说“认识您的组
织”(第一章) ,“先修炼自己 ,再修炼企业”(第二章) ,

前者抛弃了总是组织选择管理者的传统逻辑 ,告诉
我们其实管理者要想使自己的工作有效 ,必须首先
对自己的组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后者则是说 ,管理
者的眼睛不能总盯在企业的有效性上 ,而是应该先
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效 ,因为管理者本身就是对
企业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正所谓 ,在正确的
位置上 ,才能更有效地做事。先定位自己的角色 ,再
考虑企业的有效运作流程。

关于信息不对称的解决 ,作者在第三章则使用
了最前沿的理论武器 ———社会资本。作者告诉我
们 ,资本不是同质而是异质的。在继人力资本从物
质资本分化出来之后 ,社会资本成为最新和最受欢
迎的研究前沿和实践热点。在企业获得不同的资源
得以成功经营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 ,

而是你认识谁。社会资本就是隐藏在社会关系中的
珍贵元素 ,是一种能把企业各种资源紧紧凝聚、协调
一致的特殊关系网络和机制 ,以及通过这种网络和
机制可以获得其他资源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企业内
的各种人际资源 (如互惠、规范、社会价值、共享取
向、信任、合作、默契、非正规网络等) 和企业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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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各种关系资源的总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

企业也是由人组成的 , 你不知道拥有资源的主
体 ———“谁”,那你就在社会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只
有在社会资本的基础上 ,辅以知识和企业文化 ,你才
能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并使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
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

注重实践和应用价值是本书的另一特征。本书
导论中提出 :“目前我们缺乏的不是多么先进的管理
理论或前沿思想 ,而是对真正经典的理论和实践的
理解与运用”,由此可窥作者饱满的热情和责任心。
在如何正确地做事和做正确的事情等方面 ,作者在
如何有效管理目标、如何知人善任、如何有效沟通、
如何有效决策、以及如何综合运用企业整体资源等
方面 ,都提出了很有创意的见解。值得称赞的是 ,作
者认为 ,流行的理论不一定都是对的 ,更不一定都是
有效的。在每一章中 ,作者都明确指出了那些能导
致“丧失有效性”的管理实践或理论 ,可谓用心良苦。

或许数字更有说服力。概括而言 ,本书论述了
“2 种公司组织形式、3 种资本形态、4 类企业文化和
‘用好上司’的 4 大诀窍、5 大执行力陷阱、6 种组织
分析工具、7 大用人技巧、8 个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失

去有效性的 9 大原因、目标管理的 10 大误区 , ⋯⋯”
当然 ,还有作者为了使本书更易于理解而撰写的 60

多个经典管理案例 ,这与那些以战争和哲学作为案
例的讲法是大不相同的。

三、其他及结束语

本书的语言风格是“读者友好”的。类似于在和
读者聊天 ,但却不像那些为了“过口瘾”的畅销类图
书 (这样的图书我读着读着就会跑神儿) ,本书作者
是时刻以专业角度在和你讨论管理、启发你思考的。
因为作者相信 ,管理是职业的 ,人们应该而且可以学
会以职业的方式来管理。本书涵盖了管理学、经济
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但却行文简洁、
深入浅出、生动流畅 ,相信读者会“不虚此读”的。

让我以作者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吧。“如果结识
了‘有效性’这个朋友 ,您会发现 ,无论您有多么优
秀 ,或者您认为自己多么优秀 ,或者您目前还不够优
秀 ,您总有机会来提高自己。”

(作者单位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N)

(上接第 158 页) 经济国家 ,各联邦政府实际上阻碍
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 ,如何让发展滞后的弱小民

族工业得以兴起以赶上发达国家 ,成为当时关注的
主题 ,因而这实际上就是早期发展经济学思想的萌
芽。这就为读者理解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发展

经济学的分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或铺垫 !

在介绍了马歇尔所完成的第二次综合之后 ,紧

接着引荐美国经济学的登台亮相 ,这既为后来经济
学在美国的第三次综合以及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从

英国转到美国埋下了伏笔。这一中心的转移固然离
不开经济现实的巨大变化 ,但也与这种源和流的交

织密切联系。相比较而言 ,对于经济学说史上第三
次综合的分析与评价以及这种综合后所带来的经济

学的变革、影响、发展与修正 ,显得有些庞杂。不妨
借用莱斯利形容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个论述来类比 :

“新凯恩斯主义是将成桶成桶的沙子倒在了平滑的
新古典范式之中”。例如 ,经济计量学只是一种方
法 ,放入经济学说史中介绍是否有些牵强 ? 在第二

十三章介绍发展经济学思路演变时未能兼顾到前文
论述的德国李斯特及其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关于

“瑞典学派”的第十二章不妨与第十三章互换 ,以突
显其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形成的影响作用。第二十四

章放在第十四章“凯恩斯经济学”之后似乎更合理。
第二十七章“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中所介绍

的内容与第二十五章“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可以
进行内容上的整合 ,不妨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

向”作为“西方经济学发展若干新动向”的一个结束
语来处理。此外 ,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舞台上的一
支较为活跃的力量 ,影响力可谓不小 ,书中对新自由
主义的论述如能吸收一些当前理论界纷争以及这种

纷争的缘由似应更好一些。然瑕不掩瑜 ,这本书的
框架构建及其内容的论述 ,相对于我国流行的经济
学硕士教科书 ,是一种极好的“差别化的产品”,有助
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市场经济理论演变的轨迹。

最后 ,还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的作者尹伯成教
授 ,是我国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专家 ,尹
先生长期从事教学工作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 ,对所写
内容的透彻了解使其能把很深奥的理论深入浅出地
讲解出来 ,而且语言流畅、文字优美 ,在论述过程中

兼顾到现实感、时间感以及前沿性。此外 ,作者在对
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经济学说进
行评述时 ,并不忽略某个人物的出身、经历、性格等
方面的细节。因为一部经济学发展史是无数先辈经
济学家观察经济现象、探讨经济运行规律的历史。
今天经济学这座辉煌大厦正是无数前辈辛勤探索的

结晶。没有他们的努力 ,就没有今天显赫的经济科
学 ,“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也就无从谈起。这些无
疑都大大增强了阅读该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而书
后所附的一个较详细的参考文献表 ,有助于进一步
深入研究的读者追根溯源。

(作者单位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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