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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职场中最幸福的标志之一就是在职业上拥有选择的自由。

　　构成你人生拐点的就是那几个关键问题的决策点。

　　人生有两个重要的智慧：一是聚焦，二是取舍。

　　微弱差距是常态，微弱优势带来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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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迎伟，男，教授，博士，现担任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
研究领域为创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
2002—2003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访问学习，2005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10年晋升为教授，目前已
经在Journal of Businessresearch、《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
主持或主研各类课题多项。
曾为中国人保财险四川分公司、中国银行四川分行、重庆农商行、红塔集团、浙江万马集团等单位的
中高管理层做过一系列培训，效果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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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前管理的新变化及其对管理者的启示
 一、高层管理职能的变化
 二、契约关系的变化
 三、分配关系的变化
 四、管理者创立愿景的能力日显重要
 五、顾客观念及全球化观念
第二章　正确理解管理职能
 一、管理各职能之基本要义
 二、管理学之实践性特点
 三、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第三章　正确理解权力的内涵
 一、强制性权力之内涵及实现途径
 二、奖赏性权力之内涵及实现途径
 三、法定权力之内涵及实现途径
 四、专家性权力之内涵及实现途径
 五、参照性权力之内涵
　六、“权力”理解的另一种视角——本尼斯的观点
　七、小结
第四章　情绪管理和时间管理
第五章　正确激励下属
第六章　重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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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正确处理战略与执行的关系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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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联性维度一般包括战略、技术、规模、环境的复杂性等。
关联性维度主要探讨组织结构类型与一些外部变量之间的匹配关系。
“匹配”本质上是一种权变的思想。
比如，一般而言，当一个组织采取进攻型战略时，有机式组织与之匹配，则效果更佳；反之，当组织
采取防守型战略时，机械式组织与之匹配，则效果更佳。
如此等等。
 （三）激励职能、领导职能和控制职能 激励职能就是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本书后面对此将会作进一步阐述。
这是管理学与心理学结合最为紧密的地方。
现在有一门课“组织行为学”就是围绕此展开的。
 领导职能涉及影响力方面的内容，是关于权力应用方面的探讨。
本书后面对此会作进一步阐述。
现在有一门课“领导力提升”就是围绕此展开的。
 控制职能、计划职能和组织职能构成了管理学三个最基础的职能，旨在探讨如何将日常工作及管理行
为维持在（计划）预先设定的轨道上，以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
现有的会计财务管理类课程、信息管理系统类课程就是该职能的具体延伸。
 二、管理学之实践性特点 翻开不同的管理学教材，你不难发现，所有管理学教材的结构布局大致差
不多，开始一般讲什么是管理、管理学、管理职能；接着讲管理思想及理论演进的历史，然后开始介
绍各职能的具体内涵。
但有一点可能不一样，即不同教材中所讲到的职能结构不一致。
比如有些教材只介绍四种职能，有些介绍五种，有些是七种，最多的一本教材介绍了十六种职能。
有些人据此认为管理学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为连作为该学科定论性观点汇集体的教材中，
其核心内容——职能体系的构成仍存在很大的争议。
对此，我们管理学界的解释是，因为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学科体系与实践之间存在紧
密互动，这就意味着，由于竞争的压力，管理实践每天都在创新，这必然导致其理论体系不可能一成
不变。
 三、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从本章开头的图形中可以看出，管理学教材只是介绍各种职能的“使用
说明书”。
但每个人学习之后，究竟具体能有什么样的效果，取决于个体的发挥。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个管理类专业的学生的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与其在校成绩之间不见得有
必然的正相关关系。
这一现象告诉我们，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我们应从最通俗的视角来理解该问题。
科学是有“进步”这一维度的，是在人类已有知识累积基础上的突破，故有科技进步之说；而艺术则
没有“进步”这一维度，它是比较有个性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职业经理人的管理学思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