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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满足高等学校管理课程教学需要，重新修订了《管理学教程》这部教材。
首先，在基本保持原书内容框架的前提下，对部分章节和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和修改，尤其是补充
了当前管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其次，新版教材各章的思考题做了适当调整，并给出参考答案，同
时增加了案例分析；最后，该教材配有光盘，光盘内容包括精心制作的教学课件和150道自测题及参考
答案。
所有这些都将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带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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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管理概述  第一节  管理的概念及性质    一、管理的含义和重要性    二、管理的本质及性质  第二
节  管理的职能    一、管理的基本职能    二、管理职能的发展  第三节  管理者及其应具备的技能    一、
管理者和管理者的类型    二、管理者应具备的技能  第四节  管理环境    一、环境对组织的影响    二、组
织的一般环境    三、具体组织的特殊环境    四、两种环境分析方法介绍  第五节  管理主要思想及其演
变    一、早期的管理思想    二、管理学理论的萌芽    三、管理学的产生与形成    四、现代管理理论丛林
及其发展  本章小结与提示  思考题  案例分析第二章  计划与决策  第一节  管理与决策    一、决策的概念
与构成要素    二、决策的类型    三、决策的特点  第二节  决策过程与影响因素    一、决策过程    二、决
策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决策方法    一、确定活动方向的分析方法    二、选择活动方案的评价方法  第四
节  计划的含义、作用与种类    一、计划与决策的概念辨析    二、计划的类型    三、影响计划有效性的
权变因素    四、计划的作用  第五节  计划工作的程序    一、描述、理解、沟通组织的使命和宗旨    二、
评估组织的当前状况    三、制定计划目标    四、目标分解与结构分析    五、预测未来情况    六、综合平
衡    七、编制并下达执行计划  第六节  计划的前提条件及其预测    一、计划前提条件的种类    二、有效
计划前提条件的注意事项  第七节  计划方法    一、预测    二、盈亏平衡分析    三、滚动计划法    四、网
络计划方法  第八节  目标管理    一、目标管理的主要前提条件    二、目标管理的具体方法    三、目标管
理的优点和缺点    四、实施目标管理的必要条件  本章小结与提示  思考题  案例分析第三章  组织第四
章  领导第五章  控制思考题答案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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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管理职能的发展　　如前所述，对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这四个基本职能，早在20世纪初
管理界就已有认识。
时至今日，这种认识也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随着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客观环境对管理工作要
求的变化，人们对管理职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表现在：一方面，人们对于上述各项基本职能所涵盖的内容和使用的方法已经加深了理解，并在这
四个职能的实施中有了很多的新方法，如计划工作中的网络计划技术、滚动计划等，组织工作中组织
结构有了许多较新形式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和矩阵制组织结构等；另一方面，人们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一些新的管理职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原有四个职能的某些方面进行强调，从中分离出新的职能
，其中比较引人注目并得到一致认可的是决策和创新这两个职能。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决策和创新职能受到了管理界的普遍重视。
管理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做是决策者，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做是创新者，或者是具有企业
家精神的管理者。
　　决策职能从50年代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管理就是决策，决策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始终。
因为无论计划、组织、领导还是控制，其工作过程说到底都是由决策的制定和决策的执行两大部分活
动所组成的。
决策渗透到管理的所有职能中，所以管理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称为决策者。
　　、　　所谓创新，顾名思义，就是使组织的作业工作和管理工作不断有所革新、有所变化。
管理界对于创新职能的重视始于20世纪60年代。
因为当时的市场正面临着急剧的变化，竞争日益加强，许多企业感到不创新就难以生存下去，所以有
不少管理学者主张将创新看成管理的一项新职能。
创新是组织活力之源泉，创新关系到组织的兴衰成败。
美国有位著名的管理学家说过：&ldquo;如果管理人员只限于继续做那些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那么，
即使外部条件和各种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它的组织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组织。
这样下去，很有可能衰退，而不仅是停滞不前，在竞争情况下尤其是这样&hellip;&hellip;&rdquo;在传
统管理中，组织环境变化比较缓慢，问题多是重复的，创新并不显得十分突出。
现代管理面临的是动荡的环境和崭新的问题，创新是保持组织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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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21世纪经济与管理精编教材&middot;管理学系列：管理学教程（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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