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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对权威表示反感，提倡人人都应该“做自己的事”，是一种很时髦的表现。
我不得不承认，这么一来，我这本书就变成了一本最不时髦的书了。
因为这不是一本有关权力的书，而是一本强调责任的书。
它所关心的不是做自己的事，而是做得怎么样。
　　我们的社会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50年里就变成了一个机构型社会。
　　这是一个多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从生产经济类的产品和服务到提供医疗服务，从社会保险
和福利到教育，从探索新知识到保护自然环境，每一项主要的社会工作都被交由大型组织来完成。
　　如果没有了那些只有机构才能提供的服务，我们的社会将不会也不可能去做任何事的。
与其他人相比，我们这些现代社会里的呼吁者、这些希望成为机构拯救者的人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
轻人，在没有大型组织的情况下会更加寸步难行。
因为只有大型组织才能提供靠知识谋生、靠知识作出贡献、靠知识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管理是一项工作，有其自身的技巧、手段和方法。
本书将会介绍很多好的技巧、手段和方法，并会对部分技巧、手段和方法作详细介绍。
但是，本书所关注的并不是技巧、手段和方法，甚至不是管理工作，本书所关注的是管理任务。
　　管理还是一个器官，一个可以为其管理机构提供生命力的、起作用的和充满活力的器官。
如果没有了像企业这样的机构，管理也就不复存在了。
而如果没有了管理，机构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机构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并且是为了能够为社会、经济和个体提供所需要的东西而存在的。
但器官并不是根据其做了什么而确立的，更不是以其如何做的而确立的，器官是根据其所作的贡献而
确立的。
　　大多数管理著作都是有关管理工作的，它们都从管理内部来探讨管理。
而本书则以管理任务为出发点，第一次从管理外部来探讨管理，并研究了管理任务各个方面的问题及
相应的要求(第一部)。
本书没有方程式、图表、数学公式，甚至没有一张表格。
整本书所强调的不是如何去做，当然更不是强调如何去确定一种做的方法了。
即便在探讨管理方法，甚至是管理科学本身时，本书强调的依然是管理成就与结果。
所以，这完全是一本关注任务的书。
　　本书也是一本关注管理者的书，并以这样的问题为出发点，即，就其任务而言，管理者应该了解
点什么或者至少应该了解点什么。
　　很多管理著作关注的都是管理技巧、管理学科或管理职能，涉及到的只是管理者诸多任务中的某
一个方面。
它们可能会介绍如何管理一个企业或医院，如何管理人，也会涉及诸如控制之类的管理方法或一些特
殊的管理问题。
此外，这些书涉及的都是作者个人所关心或擅长的特殊领域，而不是管理者的任务。
　　本书就是想有所不同，其出发点和宗旨就是要介绍管理者所需要了解的全部工作，而不是作者个
人的知识领域或感兴趣的特殊领域。
内容的保留与删减也以此为原则。
　　这还是一本很厚的书，尽管我不喜欢厚书。
但是，这并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而是一本精选书。
我相信，很多好的读者都会抱怨这个或那个重要的话题甚至都没被提及。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将会批评作者在强调某一话题时却忽略了另一话题的做法。
　　毋庸置疑，作者个人的判断及个人偏好是会起一些作用的。
但是，在决定什么内容该写进书中以及应给予其多大的分量上，我至少努力地借助了一套客观指标。
这套客观指标是依据我多年来与各级管理者，包括大型和小型企业的管理者，以及与企业经营者和服
务机构管理者密切合作的结果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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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涵盖了每位管理者应该了解的内容。
那些不是每位管理者都应该了解的内容，无论其多么重要，多么有趣，都没有被纳入书中，或只是被
一笔带过。
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像“管理企业中的钱财”或“ 从销售到营销”这样的在我的第一稿中占到了两
个章节的话题却没有被放进本书中，或者，为什么管理科学的内容只占了一个小的章节。
同样可以解释的还有，为什么有关管理层以及结构和战略之间关系的问题会占了大量的篇幅，而管理
著作通常是不会探讨这些问题的。
　　我并不是想把每一位管理者可能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都罗列进这本书中，但我的确是想把所有管理
者都可能遇到的并且是必须了解的问题纳入本书中，无论这些管理者的工作性质，其机构的使命和目
标，或者组织规模如何。
而要做到这点，只能写一本很厚的书。
因为管理者所从事的工作很繁重，管理任务也很艰巨。
　　自始自终贯穿本书的管理是一门学科，或者至少有资格成为一门学科。
它不单单是一种常识，也不单单是一种被记录下的经验，它至少有可能成为一个知识体系。
本书力求将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其中一小部分知识介绍给大家。
此外，本书也力求介绍范围更大的系统的未知领域，这是一些我们认为缺乏有关新知识的领域。
一旦进入了这些领域，我们就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我们还没有掌握有关它们的知识。
　　实际上，这些系统的未知领域或许才是本书关注的核心，因为现在的管理知识已经超越了在可能
被人称为管理的英雄年代里艰难地积累起来的管理知识。
这些知识是由一些男人和女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50年里，远离尘世，凭借理想和信念而非民众
的支持积累起来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持续25年的管理热潮里，管理知识才得以被
广泛传播，并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发挥了作用。
　　我们已经认识到，即使我们对某些领域已有所了解，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也还是不够的。
因为这些领域会出现新的任务，而我们还没有应对它们的已被验证过的方法和手段。
来自新领域的挑战和新的管理问题已经出现，而我们为此做的却很少，我们甚至连少量的知识都不具
备，几乎处于无知状态。
　　本书力求发现并确定这些领域，至少尝试着探索出第一个应对这些领域的方法，并借助政策、原
则和实践来进行思考，以完成新任务，化解新挑战。
本书就是想为管理者提供适用于其现在和未来工作的一些认识、思想、知识和技能。
　　管理是一门学科，因为它是一个知识体系。
管理也是一种“文化”，因为它适用于任何地方。
管理不是毫无价值的科学，它是一种社会职能，存在于文化，社会，由价值观、社会习俗和信仰构成
的传统，以及政府和政治体制之中。
管理是也应该是以文化为前提的，但反过来说，管理和管理者也可以塑造文化和社会。
　　管理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
作为一门学科的管理和作为一种实践的管理从一开始就被来自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入所评述。
这一点在管理热潮风行的年代里曾经被不正常地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顾事实地认为：即使
管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也是美国人的专长。
今天，很显然，人们再次认为管理是见仁见智的。
管理热潮也没能将管理变成美国式的。
在世界各地，一些带有基本民族特点的管理领域从未被触及过。
这些重要的管理领域包括：对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以及管理层的结构等等。
当然，在今天，西欧、日本和美国之间是绝对不存在“管理差距 ”的(如果曾经有的话)。
　　本书是基于我的个人经验，尤其是作为一位主要活跃在美国，或至少与美国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
打交道的顾问所积累的经验而完成的。
在最近的15年里，我总是有意识地拓展我的活动范围，尝试与美国以外(特别是英国、西欧、日本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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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的管理者合作。
除了学习美国的管理知识外，我还学习美国以外的管理知识。
尽管这本书还会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色彩，但我还是努力地将管理任务、管理工作、管理组织以及管
理方法与文化、社会和现实联系起来，特别是用实例和介绍来展示管理的全球性，而不是局限于这个
或那个国家的管理。
　　我还特别介绍了日本的经验。
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很少的西方管理者了解日本的管理和组织，还因为了解日本这个唯一的非西方发达
国家所惯用的极为不同的应对普通管理任务(如确定利润率，组织工作和工人，或进行决策)的方法，
可以帮助西方的管理者更好地了解日本的管理者所正努力做的。
本书最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每个国家的管理者可以也需要学习最好的经验。
　　管理是一项任务、一门学科，它还以人为核心。
因为每一项成就都是管理者的成就，每一次失败也是管理者的失败。
是人在管理，而不是“力量”或“事实”在管理。
管理得当还是管理不善取决于管理者在个人理想、奉献精神以及正直无私方面的表现。
　　本书没有任何奇闻轶事，每一个说明或事例都是为了阐明基本观点的。
但在介绍案例和事例时，我也会努力地让读者留意到一些人，尤其是第一个解决重要管理问题的实干
家，如：在一个世纪前第一个确定管理层的功能和结构的德意志银行(Beutsche Bank)的乔治?西门
子(Georg Siemens)；在稍后的时间里，第一个深入思考“我们的业务是什么”的美国电话公司的西奥
多?N．韦尔(TheodoreN．Vail)；或者努力地——与此同时又不再努力地——为规模很小的IBM打造出
可以发展成为大企业的能力的老沃森(Thonlas warson，Sr．) 但是，本书总是试图将人与任务融合在一
起，希望在探讨客观的不带有感情色彩的任务时，也顾及到完成这些任务的人的需要、技能和基本态
度。
或许可以用“风格即其人”(‘Le style c’est l‘homme’)来描述一位作家，但对于其他职业来说，风
格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实质。
本书谈不上有什么风格，却很有特点。
　　最后要说的是，管理是一种实践活动。
因为从本质上说，它不是为了让人知道些什么，它是让人去做的。
要想验证管理的好坏，就要看管理的结果而不是逻辑。
唯一的管理权威就是管理的绩效。
因此，本书不是一本哲学书，即使它探讨的都是管理的基本问题。
本书源于实践，并始终围绕着实践。
　　“从管理热潮到管理绩效”是本书概要部分的标题，它也可以作为整本书的标题。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管理者必须要达到远远超出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所能预见到的绩效要求，而且是在
各个领域。
大量的事情将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绩效，而不是他们的企业或机构的荣辱兴衰。
　　因此，本书的目标、动机和意图就是让现在和未来的管理者们为达到绩效要求作好准备。
　　与我早期的管理著作相比，本书在目标、范围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
　　这些早期著作包括：《公司的概念》(1946年，纽约John Day出版社；1972 年，新版本；1946年，
书名为《大企业》的英国版本，伦敦Heinemann出版社)、《管理的实践》(1954年，纽约
卜tarper&ROW出版社；1955年，伦敦 Heinemann出版社)、《为结果而管理》(1964年，纽
约Harper&ROW出W版社) ，以及《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年，纽约Harper&ROW出版社；1966年
，伦敦Heinemann出版社)等等。
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管理》这本书都是一本新书，很自然，它还是源自我的早期著作。
只要合适，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从我的早期著作中节选出相关内容的。
　　我从《管理的实践》这本书中节选的内容最多，并将其直接放进了第4 、5、6、7、34和36章中的
多页论述中。
第20、29、31和50章的思想也首现于《管理的实践》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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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内容最多占到这版新书的1／20左右，且主要是有关基本概念的，如“我们的业务是什么”这样
的问题，还有有关经营目标，依靠目标和自我控制进行管理，以及管理者的工作内容。
这些内容在20年前首次出现在《管理的实践》中，并从此成为了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概念。
　　有几句话是关于本书的案例和事例的。
凡是以具体名称出现在本书中的公司(或公共服务机构)，有关它们的任何事例或说明均取自任何人都
可以接触到的公开资料。
这些资料有的是该公司自己的声明和报告，有的是媒体对它的报道。
当然，对每一个案例的解读都是我作的，但事实还是掌握在公众手里。
凡是没有以具体名称出现的公司或行业，关于它们的信息和看法均源自我的私人渠道，其中一部分是
在咨询过程中获得的，而大多数则是通过私人交谈、在管理会上的讨论或私人通信获得的。
每一个涉及到的这类企业(或行业)都会被十分小心地掩饰起来，就连这些公司自己的人也有可能看不
出来。
当读者读到“一家在美国中西部的硬件制造商”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那家公司绝不
是硬件制造商，并且绝不在中西部。
关于这类公司的事实报道是真实而准确的，而其出处的确是被小心地隐藏起来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第二�>>

内容概要

　　彼得-德鲁克的这部经典著作告诉了我们，管理不仅是一项工作、一门学科，它还以人为核心。
每一项成就都是管理者的成就，每一次失败也是管理者的失败。
是人在管理，而不是“力量”或“事实”在管理。
管理得当还是管理失当，取决于管理者在个人理想、奉献精神以及正直无私方面的表现。
管理是一项工作，有其自身的技巧、手段和方法。
管理还是一个器官，一个可以为其管理机构提供生命力的、起作用的和充满活力的器官。
如果没有了像企业这样的机构，管理也就不复存在了。
而如果没有了管理，机构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机构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并且是为了能够给社会、经济和个体提供所需要的东西而存在的。
　　德鲁克的这本书涵盖了每一位管理者都应该了解的内容。
那些不是每位管理者都应该了解的内容，无论其多么重要和多么有趣，都没有被纳入本书中，或只是
被一笔带过。
本书用了大量篇幅来探讨有关管理的问题以及结构与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管理类书籍所不
太关注的话题。
　　管理是一门学科，因为它是一个知识体系。
管理也是一种“文化“，因为它适用于任何地方。
管理不是毫无价值的科学，它是一种社会职能，存在于文化，社会，由价值观、社会习俗和信仰构成
的传统，以政府和政治体制之中。
管理是也应该是以文化为前提的，但反过来说，管理和管理者也可以塑造文化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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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德鲁克(1 909-2005)是现代管理学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被尊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和
“大师的大师”。
他对现代管理学的巨大贡献及其管理思想的实践性和前瞻性已为世人所公认，是“有史以来对管理理
论贡献最多的大师“。
　　德鲁克先生一生致力于管理学的研究，共出版了30余部专著，数百篇论文．仅在《哈佛商业评论
》上就发表文章36篇，其中7篇获得了“麦肯锡奖”。
这些著作和论文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在半个多世纪的管理文献中．德鲁克是这个领域内被Bl用得最多的作者．他的贡献是使“管理”成为
可以学习和传授的学科．而他的著作被公认为是管理学中最好的著作。
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张瑞敏等众多知名企业家都深受德鲁克先生的影响，并将其重要的企业
决策和　　成功归功于德鲁克先生。
2002年6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这是美国
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与其他思想领袖相比，德鲁克先生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仅关注企业如何对其资源进行管理，而且
重视教育、个人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
他真正的遗产在于他对这种价值体系的坚守以及这一体系对商业、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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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第34章 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第35章 从中间管理层到知识型组织第36章 业绩精神第六篇 管理技
能第37章 有效决策第38章 管理沟通第39章 核查、控制和管理第40章 管理者与管理科学第七篇 管理的
组织第41章 新需要和新方法第42章 组织的基本功能单元第43章 如何把基本功能单元连接起来第44章 
组织设计的逻辑和规范第45章 以工作和任务为导向的组织设计：职能制结构和团队制结构第46章 以成
果为导向的组织设计：联邦分权制和模拟分权制第47章 以关系为导向的组织设计：系统结构第48章 关
于组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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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职务结构和个性 头衔的滥用和“寡妇制造者”式的职务，同争论最激烈的管理职务和 管理结构
的一个问题紧密相关：应该为组织确定一定的结构，使职务适应 人，还是应该使组织呈现“职能式”
的特点，使人适应职务? 虽然这个问题屡屡被提及，但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十分清楚，人必 须担任职务，因而职务必须适应人。
我们的确需要设计出真正能适应人的 职务，使这些职务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期望。
实际上，我们将会 日益看到如下情况：大型公司进行“组织设计”时，努力使职务适应人， 为人服
务。
 同时，组织结构无疑必须是客观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否则，就不可 能有连续性，使后任者继承前
任的工作。
如果职务是为个人而不是为任务 而设计的，那么，当任职者变更时，就需要重新设计这项职务。
然而，有 经验的管理者都知道，不可能只对一项职务进行重新设计。
这里存在着一 种真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真正的连锁反应。
重新设计一项职务往 往意味着重新设计几十种职务，调动相关人员，牵动每一个人。
 然而存在一个例外：由于一个极为罕见、真正例外的人，这项规则被 打破了。
 作为通用汽车公司的设计师，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坚决主张：职务必 须是客观的，并且以任务为导
向。
为了适应20世纪伟大的发明家查尔斯· 凯特林（charles F．Kettering），斯隆打破了常规。
凯特林这个人极难对 付，并且不顾及任何组织规则。
不过，他的许多发明，从电动式起动装置 到柴油引擎的重新设计，都极为重要。
斯隆提议凯特林做一个独立的研究 员，而凯特林却想做副总裁和“大企业家”。
斯隆同意了，但是，等凯特 林一退休，就马上重新设计了这一职务——从“常驻的天才”改为大研究
实验室主管。
 职务的设计必须从任务出发，同时又必须能够适应具有不同气质、不 同习惯和行为模式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管理职务范围要设计得大一点而不 应小一点的主要原因。
职务范围如果设计得足够大，优秀的任职者就能够 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方
式和工作方法。
 天主教会为我们提供了颇有启发性的经验。
在天主教会中，基层管理 者是主教。
不同气质的人轮流担任主教这一职务，已经是长期以来形成的 惯例。
如果现任主教是一名主要关心人类灵魂的牧师，那么继任者可能是 一位神学家或一位行政管理者。
反之，如果现任主教是一位一流的行政管 理者，那么继任者可能是一位把重点放在神父职能上的人，
依此类推。
天 主教会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明白：神父、神学家和行政管理者这三种资格 条件是不可能同时在一
个人身上得到满足的。
不过，为了使一片主教教区 长期维持下去，这三个条件都是需要的。
于是，他们把主教的职务范围设 计得很大，大到足以使一个人能够在该项职务中找到自己能够胜任的
条件 和内容。
而衡量成就的标准，则分别根据主教任职者的不同气质而设定。
 有一句俗话说，“职务的范围应该小到使人触手可及”。
这是一条错 误的表述。
正确的规则应该是：“职务应该既要足够具体，使优秀人员能 够完成这项工作，又要足够大，使他不
能触手可及。
” 无论是在设计管理职务，还是在选拔担任该项职务的人选时，始终都 不应该把“风格”作为一个
考虑条件。
管理职务的唯一条件和任职者的唯 一检验标准就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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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组织都需要对不能接受的行为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
换言之，必须清楚地规定哪些行为是不允许的，尤其是对有关人员 的行为——无论这些人是企业内部
人员（如员工），还是企业外部人员（如供 货商和客户），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不过，在此限度之内，任职者应 该具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最适应其气质和个性的方式。
 “风格”只是外表，唯一的实质是业绩。
 P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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