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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彼得#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中包含着丰富伦理思想, 其中公平、效率与人本是其管理思想的一条价值主

线:人本为基点,公平与效率为两翼,共同构成一个三角形的价值链。同时这三者之间互动:公平应当服从效

率, 效率又要依靠公平;人本是效率的出发点与归宿,效率又是人本的保证;公平促使人本的发展和实现, 人本

为公平的实现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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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德鲁克 ( Peter F Drucker, 1909- 2005)

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创始人, 是当代美国企业管理

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2002年, 美国总统布

什在白宫授予德鲁克 /总统自由勋章 0。彼得 #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自始至终体现出人文关怀,管

理伦理思想博大精深, 主要包括:公平、效率与人

本的互动。 /公平 0实质是法或规则, 缺少规则,

就失去了管理的基础和依据; /效率 0往往是指

理,缺乏理性就是忽略功利的指引, 就缺乏动力;

/人本0实质上就是指管理中强调情感, 忽视人本

就是缺少情感投资, 就不可能有效地激活每一个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德鲁克特别强调公平、人本

与效率三者的和谐统一, 即坚持以 /法 0为起点,

以 /理0为中介, 最后达到 /情感管理 0的境界, 实

现 /法、理、情 0三者的有机结合, 开创了人类现代

管理的基本模式。

一  公平与效率的互动
德鲁克认为, 经济自由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并

没有带来社会的公正或平等, 反而加剧社会的不

平等。因此, 德鲁克追求既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同

时又能促使社会公平或平等的实现, 两者良性互

动, 共同服务于人的发展。

首先,公平应当服从效率。效率是公平的基

础, 效率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社会财富的不断丰富,

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提

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德鲁克认为, 经济效率和

经济绩效是企业的首要职能。 /管理机构在做出

每项决策和行动时, 都必须始终将经济绩效放在

首位。管理层只能以它创造的经济成果来证明它

的存在和它的权威是必要的。可能存在着大量非

经济的成果:企业成员的幸福,对社区的福利和文

化所作的贡献,等等。但是, 如果管理未能创造经

济成果,管理便失败。0
[ 1 ]
在德鲁克眼里公平就是

平等,强调公平就是强调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境

况平等。

( 1)权利平等是一种基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平

等, 它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地

位, 将人看作完全自由的个体。德鲁克指出: /我

们分析公司是否满足以下的基本要求:保证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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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公平的机会, 并按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获取

相应的报酬;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多么微不

足道,都享有公民的社会地位和尊严, 都能履行公

民的职责,都有机会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

值;最后,在合资企业中,每一个出资方无论大小、

贫富、强弱, 都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利益此消彼长

的敌对方。0
[ 2] 11- 12

( 2)机会平等是指人们在市场竞争或其他场

合都有同等参与的机会和权力, 即通过增加教育

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 为所

有人提供一个平等的出发点。德鲁克认为机会平

等主要指就业机会均等和升职机会均等。 /机会

均等的要求清楚地表明职位不能世袭,升职也不

能凭借运气之类的外部因素。公司对员工的提升

必须遵循一个合理的标准。0
[ 2] 110

( 3)境况平等。德鲁克强调 /处于弱势地位

的少数人0的权利与利益, /始终存在着另一条途

径,即强调 -境况平等 . ,尤其是 -收入的平等 . ,把

-境况的平等 .看作真正的平等, 并认为 -机会平

等 .本身是极端的不平等。0
[ 3]

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 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和境况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在权利平等中,

个人的前途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

影响,它们往往造成人们在机会、收入和财富方面

的极大不平等, 即平等的权利会导致不平等的结

果。尽管 /机会平等 0可能较好地消除社会和文

化方面偶然因素的影响, 却没有消除自然方面偶

然因素的影响, 它还是承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

自然天赋因素的影响, 结果是任意的、不平等的。

德鲁克说: /人们常常把机会均等错误地理解为收

益的绝对均等。其实不然, 机会均等本身就决定

了收益的不均等。因为公平的概念意味着个人收

入与其成绩、职责相挂钩,而成绩和职责总是因人

而异的。0
[ 2] 110
境况平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存在

致命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境况平等是

虚假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生产资料占

有意义上的公平对于劳动者来说, 是他取得其它

机会的重要条件, 没有财富平等就不可能有机会

平等。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

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

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 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形式

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 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

产的人身条件, 即劳动力。既然生产要素是这样

分配的, 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

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

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

料的分配。0
[ 4]

其次,效率又要依靠公平。德鲁克认为高效

率、持久的效率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中才得以实现。

因此,必须要为个人创造公平的机会,给他们展示

潜力的机会,让他们感到公司对他们的关怀,有一

个让自己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 以便提高劳动生

产率。由于深受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影响, 德鲁克

的效率意识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功利基础之上的综

合效率。

( 1)综合效率。它主要指经济效率 (侧重知

识劳动生产率 ),同时又兼顾社会效率。德鲁克认

为, 如果企业想要生存, 那么它们就需要有效地利

用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物资资源, 不断地提高生

产效率。但是德鲁克认为不能单纯以利润来界定

企业和解释企业,企业的经营目的不是盈利能力,

利润不是企业行为和企业决策的理由或根本原

因。可见,综合效率比经济效率包含了更多的伦

理价值因素, 能够超越经济主体单纯的利害计算

的动机,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济主体的经济

合理性压力, 从而成为企业经济活动和行为的重

要参照, 甚至是原则和规范。综合效率高, 意味着

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

的综合提升和改善。 /它们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获

得基本的或 -必要的 .社会利益而设计的。这是

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渴望的利益, 诸如健康、教

育、住房、食物、衣服和社会正义。 , , 如我们将

要解释的、必要的社会利益有两大类,即正义和总

的经济福利。0
[ 5]

( 2)个体功利性效率。关于经济效率的目的

问题一直存在着所谓功利论与道义论的争论。德

鲁克认为,公民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

系是自由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德鲁克说: /一个以

经济目标为社会的最标准的社会, 只有当它的主

要经济决策是以个人需求为基础, 即在市场当中

并通过市场做出的时候, 它才可能是一个自由的

社会。0/只有在个人的经济需求和决策具有社会

有效性并对社会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时候, 即建立

在市场的基础上决定的时候, 这样一个社会才能

成为自由社会。0
[ 2] 201
因此, 个人和个人利益是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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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基础性的, 社会利益只是个人的集合和个人

利益的总和。一个逻辑的结论是, 只有个人的利

益或幸福得到满足和增长时, 社会的利益才可能

获得增长。

二  人本与效率的互动

德鲁克的路德主义家庭背景和其在欧洲的早

期历史,使他继承了欧洲大陆悠久的人文主义传

统,使他自始至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存在意义。

他既不认可泰勒的 /经济人 0假说, 以牺牲人的尊

严为代价来换取高效率, 也不赞同梅奥的 /社会

人 0假说,偏重人的感受、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忽略

经济效益。他主张将两者的价值理念融合在一

起,既强调人的价值, 又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来获得

更高的效率。

首先,人本是效率的出发点与归宿。德鲁克

认为, 人是第一资源,人是企业最大的资本、资源

和财富,企业不再单纯是一种经济组织,人不单纯

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这对确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

化管理思想,开发人力资源和人力价值起到了重

要作用。 /在当今社会里,知识是个人和整个经济

的基础资源。土地、劳动和资本 ) ) ) 经济学家所

说的传统的生产要素 ) ) ) 其作用并没有消失, 但

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组织必须吸引和留住人才,

激励自己的成员,为自己的成员服务, 并且满足人

员的要求。0
[ 6]

/管理者的任务不是去改变人, 是

要让个人的才智和健康体魄以及工作热情得以发

挥,从而使组织的整体效益成倍增长。0
[ 7]
自我管

理是提高效率的重要保证。德鲁克认为,管理者

不但要了解自己的目标, 还必须能够对照目标来

考核自己的绩效和成果。目标管理和自律管理把

企业的共同利益变成一个管理人员的目标,并且

以要求更高、更加严格和富有成效的内部控制来

取代外部控制。发挥自己的长处是取得成效的关

键,德鲁克认为,为了取得成效, 我们必须利用一

切可利用的长处 ) ) ) 同事的长处、上司的长处和

自己的长处。

其次,效率又是人本的保证。在生产率低下

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奖惩赏罚的原则是不平

等的平等,奴隶、下等人不可能与奴隶主、上等人

平等竞争,也不可能与奴隶主、上等人那样受到同

等的奖励或表彰。到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机会、

条件平等的竞争, 这是向结果公平的社会迈进了

一大步, 但它与完全实现结果公平的社会还相距

甚远。这也同时说明了效率是实现平等的基础和

保障。德鲁克认为, 知识劳动者的效率是实现人

本的关键。知识劳动者这概念是德鲁克率先提出

来的,在后工业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劳动者

是社会的主体,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在于知

识劳动者。德鲁克说: /在知识社会, 有知识的人

是社会的象征、社会的标志、社会的旗手。有知识

的人是社会的 -原型 . (用社会学家的术语 )。他

或她界定社会的工作能力。同时, 他或她还体现

社会的价值观、信仰、承诺。如果说封建时代的骑

士是中世纪初期的上流社会阶层。 -资产阶级 .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流阶层, 有知识的人将是知

识成为最主要资源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流社会

阶层。0
[ 8 ]
创造性是知识劳动者的本质特征, 德鲁

克在文章中多处提到创造性的发挥,在 5创新与企

业家的精神6一书展开详细论述创新对企业的重

要作用, 并且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精神。

三  公平与人本互动

在 20世纪里,德鲁克亲眼目睹两次世界大战

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对自由与平等的践踏、

对人的价值的亵渎。因此, 他在管理中特别注重

人文关怀,自始至终都追求人本的实现。

首先,公平促使人本的发展和实现。德鲁克

认为,机会均等和个人尊严、行为权利之间的微妙

关系就像一对联体婴儿, 缺了谁也不能独活。我

们必须借助同一种社会机制同时实现这两个方

面, 才能建立 /中产阶级社会 0。 /根据基督教的

教义,个人如果得不到平等合理的机会, 也就不可

能享有社会地位和行为权利;个人享有自尊的同

时必然也能得到平等的机会。两者的关系如同北

极和南极的关系:既不能互相替代, 同时又缺一不

可。0
[ 2] 108

/人们经历了伴随长期失业的大萧条以

后认识到了工业社会一个重要事实:社会有效性、

公民权甚至自尊, 都依赖于就业机会的获得。在

工业社会里, 没有工作的人就不可能发挥社会有

效性;即使没有失去自尊和家人的尊敬, 但也被剥

夺了公民权、社会地位和朋友的尊敬。在工业社

会里,再多的经济救济也补不了长期失业在社会

方面造成的损失。0
[ 9]
可见, 平等和公平对人具有

重要的价值。公平对人具有经济利益价值, 分配

不公损伤他们的经济利益, 只有公平的分配才能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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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些人得到他们应当得到的合理利益;公平对

人具有荣誉价值, 公平的批评与表彰等奖惩赏罚

使人具有荣誉价值;公平具有人格尊严价值, 在现

实生活中,因领导者、管理者不公平的管理规范或

管理行为损伤人格尊严的现象广泛存在。

其次,人本为公平的实现创造条件。德鲁克

强调自由与平等和谐统一, 他认为自由就是尊重

人的个性和尊严, 平等就是公平的机会。发挥个

人创造性, 自由得以充分展示, 从而提高生产效

率,为平等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德鲁克认为, /美

国的政治哲学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十分崇

尚个性。由此, ( 1)它做出了公平的承诺, 就是我

们常说的保证人人享有公平的机会。 ( 2)同时它

也承诺个人有权开创 -美好的生活 . , 也许更确切

的说法是保障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权利。0
[ 2 ] 105

虽然彼得# 德鲁克的管理伦理思想是建立在

资本主义制度之上,有其糟粕和缺陷, 但它仍对我

们管理伦理建设有重大意义。第一, 要树立 /以人

为本0的管理思想。德鲁克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

想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个人的个性发展, 个人

的权力和利益的不可侵犯性。而我们的 /以人为

本 0要求必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社会主

义企业 /以人为本0的管理思想要求把职工的个

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结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相结合。第二, 要树立 /实现权利、效率和公正平

衡 0的管理思想。从我国现状出发,不仅要善于处

理 /效率与公正0、/权利与公正 0、/效率与权利0

三对矛盾本身的关系, 而且还要处理这三对矛盾

之间的关系, 实现效率、权利和公正之间的平衡。

参考文献:

[ 1] [美国 ]彼得# 德鲁克. 管理实践 [M ]. 毛忠明, 译.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9.

[ 2] [美国 ]彼得# 德鲁克. 公司的概念 [M ]. 罗  汉, 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3] [美国 ]彼得# 德鲁克. 社会的管理 [M ] .徐大建, 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17.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 [M ]. 北

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06.

[ 5] 托马斯 # 康纳森, 托马斯 # 邓菲. 有约束力的关

系 ) ) ) 对企业伦理学的一种社会契约论的研究

[M ]. 赵月瑟,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149.

[ 6] [美国 ]彼得# 德鲁克. 个人的管理 [M ] .沈国华, 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47.

[ 7] [美国 ]彼得# 德鲁克.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M ]. 许是

祥,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100.

[ 8] [美国 ]彼得 # 德鲁克. 后资本主义社会 [M ]. 张星

岩,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210.

[ 9] [美 ]彼得 # 德鲁克. 新社会: 对工业秩序的剖析

[M ].沈国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254.

(责任编辑:王友良 )

11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 2期 (总第 6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