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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呼唤、孕育和催生中国管理学派

中国的管理研究正处在一个取得实质性进步和突破的门槛上。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新
兴市场，商业竞争态势复杂，变化快速且激烈，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管
理实践，为管理学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和样本。同时，中
国特有的深厚文化传统，虽一度遭受挫折，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
“灵根再植”，帮助孕育了丰厚的思想创新土壤。

在此期间，中国管理学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发表的论文在国际
学术界崭露头角，成长起一批素养深厚的学者。但与此同时，我们的
学术研究存在着囿于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本土环境和实践脱节的
弊端，因此受到实践者的冷落。这样的现象值得深思。

从世界范围看，管理研究一直在与时俱进地变化和发展。蒸汽机
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泰勒制和管理组织理论、管理层次理论、管理激
励理论等；电气化时代带来了福特制、行为科学理论、管理科学理
论、系统管理理论等；信息化时代新的技术环境和商业环境、新的分
工协作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效率的突变，都在呼唤管理理论的创新，
遗憾的是，信息化时代管理研究的创新总体上是偏少、偏弱、偏慢
的。现在，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新一轮制造业革命初现端倪，数字
化时代已经到来，历史给了中国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中国的管理学者
已经立足于一片最肥沃的土壤，体现时代特征、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
研究，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在此背景下，2017年9月，我们在苏州金鸡湖畔发起成立“中国管
理50人论坛”，以探索管理学理论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
创新为使命，以推动管理理论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为宗旨，总
结中国优秀企业创新发展的经验，应对新的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挑战，
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振兴、中国企业的崛起、中国管理学派的形成，做
出中国管理学者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这个举动得到了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机械工业出
版社华章公司自1995年成立以来，在翻译引进西方管理思想方面做了



许多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华章经典·管理”系列图书为中国读
者带来了弗雷德里克·泰勒、爱德华·戴明、赫伯特·西蒙、詹姆斯
·马奇、亨利·明茨伯格、埃德加·沙因等西方管理大师的经典作
品。此外，还有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系列作品。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华章公司也在积极关注本土管理实践创新和管理思想的孕育发
展。于是，“中国管理50人论坛”与华章公司志同道合，携手合作，
共同发起“管理学在中国”丛书的出版工作，旨在为中国管理学派的
崛起贡献力量。

我们设想，“管理学在中国”丛书所纳入的作品应该代表中国本
土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成果，这些作品的作者应该是正在崛起的中
国管理学派的领军者。丛书入围标准严格，宁缺毋滥，具体包括：①
属于中国本土原创性的研究；②同时具备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和研究问
题的现实相关性；③属于专题性著作，而不是文章合集。

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我们将采取“主编推荐，作者接龙”的方
式，即由主编推荐三本专著，请作者对他们的专著进行重新审视，认
真修改，落实版权，再予以正式出版。然后，由这三名作者每人推荐
一本专著，经主编与三名作者一致同意后出版。以此类推，进行接
龙，以管理学家的个人声誉为基础，进行选题与编著，体现“学者群
体的共同意志”，然后由接龙产生的前10位管理学者组成“管理学在
中国”丛书编委会，负责丛书总体规划和指导工作。

在具体选题的审核上，我们采用国际出版界对学术类著作通常使
用的同行评审（Peer Review）办法。每位已经出版专著的作者，每年
最多可以推荐一本专著，然后请三位专家匿名提供独立评审意见，编
委会根据评审意见，采用“一票否决制”做出是否列入丛书出版的决
定。

接下来，“中国管理50人论坛”还将与包括华章公司在内的多家
机构携手合作，打造“管理学在中国”管理思想和实践交流平台，举
办大会、论坛、工作坊、企业调研、中外学术交流等活动，为致力于
管理思想和实践创新的学者和实践者创造相互学习、交流切磋的机
会，让感悟和创新的灵感在这些跨界互动中自然涌现。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
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中国本土
管理研究的崛起正当其时。我们期许，未来十年，“管理学在中国”
丛书将以一本又一本真正有分量的著作，见证中国管理学派的成长。

王方华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特聘顾问、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



序　做一个重塑者

在决定提出“协同共生论”这个新的概念和管理方法时，我们已
为此深入探讨了10年。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
技术的力量、企业的挑战、管理者的压力、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却又充满不安的真实世界。传统认知的局限性、传
统组织模式的限制与无力，始终敦促着我们要找到解决方案；层出不
穷的可能性、新形态组织模式的创造力与活力，持续激发着我们去寻
找解决方案。当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之时，我内心中涌现出
的却是在2020年底为2021年写的新年寄语，这份寄语体现了我们10年
研究的心路历程，所以，我决定把它作为本书的序。

2020年超乎所有人的意料，也注定以其特殊性被载入人类历史。
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描绘将要过去的2020年。
如果用色彩来诠释，是黑、灰、蓝、红四色交织在一起——绝望与惶
恐，曙光与希望；未知病毒前的无力与人性光辉下的温暖；在人类高
歌猛进的征途中，忽然按下暂停键的寂静……从个体的忐忑、群体的
躁动，到全人类的冲撞，这一年，我们终于明白，于浩大的宇宙而
言，人类极其渺小，还非常无知。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中写道：“西方生存的分
水岭是1800年——这道分水岭的一边，生活充实而自信，它是在一个
内在的、伟大的、不曾中断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从哥特人野蛮的孩
提时代一直延续到歌德和拿破仑（时代）……在它的另一边，是我们
大城市那种迈入暮年、造作而无根的生活，为它塑造形式的是理
智。”

1800年的220年之后，我们可以说人类生存的分水岭是2020年——
这道分水岭的一边，生活平实而自我约束，它是在一个值得敬畏的、
共生的、反求诸己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从浮士德“用心灵去寻找希
腊人的土地”的时代延续到现在。在它的另一边，是人类为自身发展
所做的进一步刺激、对财富无止境的渴望、对未知的挑战，却并未意
识到自己的无知；是自我而世俗的生活，为它塑造形式的也许是科
技。



在我的年度精选书单里，有两本书带来的启示显得更加不同。安
东尼·克龙曼在《教育的终结：大学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一书中，追问我们何以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人为什么而
活？”这个人生中最重大的问题，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人们被裹挟
在变化的洪流中，在世俗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只关注现实的需求，只
关注人为的、外在的甚至被称为科学的评价尺度，但是，“科学创造
了它无力填补的一个空洞，是引起当代人烦恼和渴望的原因”。人们
丧失了自我。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中，从始至终都在探讨人与他人、与
世界、与宇宙的关系。“当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很快
就能察觉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跟他人的存在息息相
关。”他的这段话在2020年的春天里一再得到印证。有一群人，他们
将自己的生命与陌生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又一
个疲惫而坚毅的身影、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看到人世间卑下的自
私和高贵的无私之对照。爱因斯坦写道：“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
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
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
在领受的东西。”爱因斯坦以这份敬畏及强烈的责任意识，以融入骨
子里的善、美和真，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致力造福人类世界。

从工业革命开启至今的200多年间，人类借助技术，努力构建更繁
荣的社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因此获得的飞速发展怎么描述都不为
过。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日新月异且充满自信，憧憬胜利的欲
望填满了每一个角落。也正是这自信与欲望，让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
快节奏，导致我们被限定在一个狭窄的视角中。当下的时空局限，让
我们甚至不知道内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21世纪的新技术——大数
据、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将带来的是从未有过的不平等，还是真
正实现共同福祉？

今天的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同时也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感
受到威胁，以及对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的恐惧。世界不再是我们所
熟悉的样子，我们似乎第一次由自信转入迷茫。理查德·德威特在
《世界观》中写道：“这是有史以来（至少是在有记录的历史上）第
一次，我们没有隐喻可以用，而且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分割点，也就



是，从今以后，我们可能再也无法用一个方便的隐喻来总结自己所居
住的世界了。”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间点吗？不完全是。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类
整体，经由2020年的疫情考验，都能够获得对自我与外物的深度认
知，拓展生命的维度，使创造性行为回归自然，重振文明生态的多样
性和天然性。这恰恰是人的身心被重新唤醒的时刻。重塑，是2021年
根本性的选择。

重塑信念：相信生活而不是憧憬胜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热衷于成功与增长。技术公司高
歌猛进，万亿美元市值公司涌现；新独角兽公司，从几十亿美元，到
千亿美元，迅速崛起；科技产品和服务惠及数十亿人的生活，它们创
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同时也窥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医学
与健康领域不断的发现与创新、强大的医疗网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
里，既帮助人们将寿命延长了超过20年，也带来了有关生命伦理底线
的挑战。

这些显见的成功，让人激情澎湃却又焦躁不安。技术渗透到了人
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有些甚至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人工智能的出
现，更让人有些胆怯，不知道未来人会处在何种境况。在繁华之下，
我们所要探寻的人生意义又在何处？

几千年前，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已经在论证等腰三角形的
两等边对等角。这些早慧的哲人，在希腊明媚的阳光下生活，心满意
足。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引发感受、思考以及不停的探索。他
们为生活而思考，为思考而创造科学，以至于我们今天的科学，没有
一门不是建立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的。先哲的智慧让我们懂得，
真正的信念并不是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所有重大的挑战，往往
最能凸显生活的价值。真实生活的质朴、纯粹，因其“普遍性”而贯
穿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之中，生生不息。

重塑价值：敬畏责任而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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