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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哲理的路径

依赖与资源配置模式探讨

———读严清华等著《路径依赖、管理哲理与第三种调节方式研究》

况坤林

　　在西方管理理念铺天盖地地引入中国之时 ,如

何对待中国传统管理哲理就成了一个引起人们热烈

讨论的话题。面对言必称西方管理的西化浪潮和民

族管理哲理受冷落之势 ,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拯救

中华传统管理精髓的呼唤。但是 ,人们大都只是从

辩证思维或民族恻隐之心的角度提出和讨论问题 ,

不曾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深入探讨管理哲理的

本质特征、形成机制与调节功能。作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研究项目的结晶 ,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等的

新著《路径依赖、管理哲理与第三种调节方式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创造性地探讨了这一

问题。

本书是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这一探讨的。从纵

向看 ,它运用新制度学派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工具 ,

以管理哲理为中心范畴和理论平台 ,分析管理哲理

研究中引入路径依赖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揭示

中国传统管理哲理的生成路径与伦理化特征 ,提炼

中国传统管理哲理的精髓并分析其深远影响力与现

代价值取向 ;从横向看 ,它探讨了经过历史“洗礼”而

“存活”的管理哲理配置资源的经济学原理 ,针对我

国现代化管理中存在的伦理失衡现象 ,提出了中国

特色传统管理哲理精髓配置资源框架的构建设想及

对策措施。

综观全书 ,我认为作者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

创造性的探讨 :

一、深入探讨了管理哲理的路径依赖决定

作者认为 ,管理哲理不外乎是管理智慧、管理理

念的深化 ,是管理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 ,

是一定管理路径生成的管理活动在观念形态上的反

映。简言之 ,它是人们在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反

映管理规律的思辩性理念。管理哲理具有明显的理

论性、实践性和历史性特征 ,并具有启迪理性思维、

指导科学管理和规范自觉行为的功能。这是作者运

用路径依赖理论做出的科学分析。

作者认为 ,管理系统具有非线性、不可还原性和

自组织性等演化特征 ,它必然存在着各种反馈机制 ,

因此 ,蕴涵在管理活动中的管理哲理在这些自增强

的反馈机制中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而中国传统管理

哲理具有人本、整体、协和的特征 ,这无疑大大增加

了中国管理系统的复杂性和系统元素间的关联性 ,

这正符合路径依赖产生的条件。无论从传统文化对

哲理性思维的影响角度来看 ,还是从中国式管理自

身的特点来看 ,中国管理哲理的发展都容易受历史

影响 ,对历史产生路径依赖。这就较为清晰地揭示

了管理哲理的路径依赖决定。

二、系统提炼了中国传统管理哲理的精髓

由路径依赖动态生成的管理哲理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 ,它揭示管理哲理演化的内在规律 ,饱含着指导

管理活动的实质内容 ,并通过它可以解析历史、认识

现实、预测未来。该书对经过“优胜劣汰”机制生成

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中国传统管理哲理精髓进行了

系统的总结与提炼 (见图 1) 。

从图 1 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管理哲理在管理的

各个环节上均有精髓性内容 ,其深邃的内涵在于 ,它

针对具体的管理对象 ,运用一定的管理手段 ,遵循一

定的管理原则并采用相应的管理策略 ,以实现一定

的管理目标。

作者认为 ,中国传统管理哲理精髓的基本精神

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 ,其管理功能表现为其内在的

凝聚力、导向力和激励力 ,管理特征是非强制性、广

泛性和灵活性 ,其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个人价值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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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 ,淡薄法制与轻视科学技术。这些都是作者

对中国传统管理哲理精髓所做的具有独到见解的总

结与提炼。

作者认为 ,现代社会经济调节方式除了市场调

节和政府调节之外 ,还存在着第三种调节力量 ,该书

称之为“第三种调节方式”,或简称“第三配置”①。

作者认为 ,第三种调节方式是指除市场调节和政府

调节之外的调节手段之和 ,包括习俗、社会心理、伦

理道德、意识形态等。

三、初步描绘了管理哲理的资源配置模式

第三配置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对于一个理性

行为而言 ,当收益大于成本时 ,由于第三配置的负作

用 ,该行为将演变为“搭便车”行为 ,偷盗、诈骗和白

领犯罪等机会主义行为便大量涌现 ;当成本大于收

益时 ,由于第三配置的正作用 ,生产领域的无私奉

献、分配领域的捐助便普遍存在。第三配置在运行

机制上具有从众趋势与适时转换特点。在现代市场

经济中 ,第三配置具有独特的功能 :它有利于降低交

易成本 ,它通过制度化向社会提供行为准则信息 ,在

经济转型期 ,它也会适时转换。与市场配置和政府

配置相比 ,第三配置的功用是补充性的。三者作用

原则与边界各不相同 ;从功能看 ,三者相互补充 ;从

结构看 ,三者相互制衡。

管理哲理 (包括中国传统管理精髓)显然包括在

第三配置范畴之中 ,从而具有配置资源的功能。作

者在资源配置模式比较研究中验证了第三配置的功

能 :优化资源配置 ,维持市场秩序 ,调节收入分配。

作者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构建中国第

三配置模式的具体对策建议。

作者的探讨有利于深化管理史、管理思想史的

研究并促进管理科学的发展与创新 ;有利于挖掘中

华民族优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为探寻具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与方法服务 ;有利于克服市

场经济建设中的腐败、道德沦丧等伦理管理失衡现

象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诚

信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从新的视角、运用

新的理论工具研究全新理论课题的尝试 ,本研究的

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我们期待作者在今后的研究

中对这些问题有所突破并取得更多高质量、高水平

的学术成果。

注释 :
①作者在学术界最早使用“第三配置”的概念。参见严

清华、刘穷志 :《第三配置及其路径依赖偏好》,载《武汉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3) 。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武汉 　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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