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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围绕价值管理, 分析了基于职能管理的管理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 即: 忽视创新; 对企业

效用的存在假设越来越偏离实际, 从而导致对企业组织中激励的认识偏差, 甚至出现目的与手

段的倒置; 对信息的假设和运用有误; 缺乏系统与综合, 忽视整合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

以价值管理为核心概念建立管理知识体系的观点, 并建立了相应的 6 I’s 管理模式的框架, 分

析了有关要素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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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 20 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各

国改革转型的步伐加快, 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

的竞争方式不仅强烈地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 而且对现有的管理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 首

先, 被视为管理知识体系存在基础的职能管理越

来越难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 等级制的企业

已开始被网络型组织所代替[ 1 ]. 其次, 忽视创新的

管理知识体系越来越难以解释企业成长的内在机

制[ 2 ]. 再次, 仅从组织目标达成手段的角度对激励

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 也正在被越来

越多的企业实践所摈弃 (如: 个性化企业) ; 最后,

尽管已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管理理念

或形成了新的管理思想, 但仍显分散, 不成体系;

甚至孤立地被视为管理理论突破的一些观点、方

法也难以经得起系统的考察.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

提出价值管理的观点, 并建立了新的管理模式, 试

图通过对有关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为完善

管理知识体系奠定基础.

1　有关研究的回顾

1. 1　现有管理知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有管理知识体系的建立主要来源于 3 个方

面, 一是以泰勒、法约尔等人为代表的管理过程学

派. 这一学派的观点更多地是从管理实践的经验

中归纳提炼出来的, 因此, 在知识体系上缺乏理论

基础和系统性, 更多地是由后人给予补充. 甚至一

些被人们作为管理常识的“理论观点”也缺乏事实

基础. 到目前为止, 这一学派形成了科学管理和行

政管理两大思想流派[ 3 ]. 科学管理流派最关心的

是那些能够最大限度提高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的

手段, 而行政管理流派关注的焦点是什么类型的

专业化和等级制度才能使组织效率最大化, 其管

理思想基础有 4 个主要方面, 即劳动分工、等级与

职能过程、组织结构和控制范围. 行政管理流派受

到的批评主要是关于其地位问题[ 4- 7 ]. 应当承认,

在目前的管理知识体系中, 科学管理和行政管理

两大思想流派因其应用时间长、易于掌握和实

践而仍有很大的影响. 二是来源于相关学科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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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如经济学、心理学、系统科学、社会学等, 人们

借助于这些相关学科的原理对管理问题进行说

明, 从而形成了行为管理 (新、旧人际关系学派)、

社会系统学派. 这些学派关注组织中人的行为关

系及企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正是它们的出现及

有关研究的深入, 使得人们对管理过程学派的一

些旧的假设开始质疑. 第 3 方面主要是由学者们

组成的决策理论学派和数理学派或管理科学学

派. 就这两个学派对管理知识体系的贡献而言,

“他们赋予了管理人员更清楚地看问题的手段和

愿望, 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有了设立目标和对提

高效率的措施的需求; 在促使管理学成为一个富

有逻辑关系的探险的过程中, 他们发挥了极大的

作用; 他们促使管理者回顾并不时地重新组织信

息来源和各个系统, 以使数据具有真正量的含

义”[ 8 ]. 然而, 由于这些相关学科更多地在原有管

理知识框架下对当时的管理活动给予解释, 故仍

难以突破原有管理知识体系局限性.

就目前的管理知识体系而言, 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

1°忽视创新. 在现有管理知识体系中, 创新

被视为企业许多活动中的一种, 对它的研究是置

于有关职能下面, 且把创新过程作为黑箱来处理.

这种现象根源于新、旧古典经济学将创新作为外

生变量处理的方法论. 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 全球

竞争的加剧, 创新已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而成为企业内在的一项核心工作.

2°对企业效用的存在假设越来越偏离实际,

从而导致对企业组织中激励的认识偏差, 甚至出

现目的与手段的倒置. 在现行的管理知识体系中,

企业的效用追求被假定为利润极大化, 这使得人

们忽视了组织中不同主体效用的差异及相互关系

对企业管理过程的影响.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关注由此产生的激励问题, 但现行的管理知识

体系仍将激励视为组织中领导对他人的一种鼓励

行为, 而没有将组织本身 (组织形式和组织手段)

视为激励的内容, 也没有将个体本身的自我激励

和组织内外主体间的交互激励视为有关主体选择

进入组织的主要目的, 因而也就忽视了组织作为

其成员价值实现载体的功能[ 9 ]. 另一方面, 目前的

企业组织激励也超出组织的界限, 扩展到组织以

外, 企业内外主体间的相互激励是以价值为主线

被联系起来的[ 10, 11 ].

3°对信息的假定一直都是管理知识体系中

最有争议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对信息充分的假

定同样影响着管理知识体系的科学性. 现行管理

知识体系认为, 信息对于企业来说仅是如何获取、

怎样处理和利用的问题, 而这些通过计划、组织控

制一般是能解决的. 因此, 信息沟通自然被肢解在

各个职能之中. 然而, 当今企业的现实运作已打破

了上述格局, 信息已不仅仅是交易成本或会计成

本的一个对象, 而是改变管理规则和组织形态的

根本原因, 甚至是产生管理问题的根源之一[ 12 ].

4°基于效率的职能管理知识体系缺乏系统

与综合. 以职能划分奠定的管理知识体系, “谈的

几乎都是企业内部个别独立出来的问题”, 而“企

业体先天即是完整的个体, 没有一项疗法在实施

前可以不考虑它对整个企业的影响[ 13 ]. 彼得·圣

吉 (1990)认为, 系统思考是学习型组织的核心. 不

论是学习型组织还是创新型组织, 管理整合已成

为管理实践的必然[ 14 ]. 遗憾的是, 基于效率的职

能管理知识体系仍将其拒之门外, 这一方面是由

于管理整合的理论基础、内容和相应的方法仍不

成熟, 另一方面, 各学派强调其关注的职能, 排斥

管理整合的观点.

1. 2　对完善管理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的认识

以什么样的核心概念作为完善管理知识体系

的基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哈默等人认为, 流程是

最核心的管理概念, 管理知识体系应围绕流程来

建立[ 15 ]. 然而, 以流程为基础的观点忽略了人们

为什么要设计流程, 同时, 在管理资源的有效性上

也破坏了资源整体优化的原则, 以流程代替职能

部门, 以横向传递信息和流程链上的利益共同体

否定了纵向信息传递及等级制组织交易成本低的

优势, 这显然在管理理论上难以成立. Savage M

C 试图以信息为基础建立所谓第 5 代管理的知识

体系. 他在对知识时代早期的管理复杂性做了比

较深入的研究后, 提出了整合的概念, 而这一管理

整合的核心是以知识工具和手段应用为前提的信

息. 然而, 正像 Savage 本人所言,“第 5 代管理是

一个领导方式的问题”, 它目前仍停留在思想观点

的层次上, 尚未构造出一个知识体系框架[ 12 ]. 同

样, 以信息为基础的管理知识体系无论怎样整合,

也难以全面解释管理活动中各主体的效用及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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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以资源为核心概念建立有关理论的研究在近

十多年有较大的影响, 虽然这类观点有经济学基

础的支持, 但仅以一种或几种管理的对象作为管

理的核心概念, 不仅缺乏说服力, 而且忽视管理主

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组织对管理的本质需求.

Gho sha l (1999)等人遵从西蒙“组织型经济”的思

想提出了企业的本质是创造价值的观点[ 7 ]. K im

(1999)等人更直接地将价值创新、企业战略与知

识经济联系起来, 讨论了价值创新、技术创新和价

值创造的关系[ 16 ].

上述研究使人们更加关心管理的本质. 在对

上百个“管理”定义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可认为孔

茨等人的定义可解释性最强[ 17 ]. 在这一定义中,

明确地界定了管理的目标, 即创造一种良好的环

境; 指出管理的目的就是使组织中的有关主体高

效率地实现它们的目标. 遗憾的是, 在对这一定义

解释时, 大多数学者又回到了基于职能的管理知

识体系. 从集体产品的生产过程考察, 价值创造

——加工增值——价值分配及其循环过程是管理

活动的根本任务, 而知识的进化、组织选择的复杂

性、组织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等均是由许多类

似的价值变化过程引起的. 基于职能的管理知识

体系将计划、指挥、组织、协调和控制等因素看成

管理职能并据此形成理论体系不仅限制了管理的

内涵, 而且混淆了管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从本质

上讲, 计划、指挥、组织、协调和控制等因素是组织

在实现价值创造过程中可以利用的方式、方法和

手段, 不是管理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 从组织中管

理存在的必要性看, 因为组织中各个主体直接或

间接地需要与其它主体合作, 以创造集体产品, 并

从中实现自己的效用, 所以, 在组织形成和运行的

过程中, 人们从事的各种活动及行为关系需要在

良好的环境下进行, 从而对“管理”提出了需求. 由

此可以看出, 组织存在的本质、主体行为的选择与

协调、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均是以价值为基础的, 以

价值管理为核心建立管理知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

上有着坚实的基础.

2　6 I’s 管理模式的形成与结构

2. 1　6 I’s 管理模式的形成: 依据与要素

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际, 回顾近一个世纪管

理学科的发展, 不难发现, 对社会、经济、环境发生

变化的关注是管理科学的显著特点, 每一个新的

管理分支形成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 然

而, 恰恰就变化本身及引起变化的创新却一直没

有在管理知识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近 20 年

来, 国内外关于创新的研究成为管理学领域持续

的热点. 无论是 Schum peter (1990) [ 18 ]的创新学说

还是N elson Do si 等人 (1988) [ 19 ] 的技术演讲观

点, 还是从创新过程的角度看新熊彼特学派[ 20 ]到

后熊彼特学派研究知识创造引起持续创新从而导

致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观点, 都有大量的研究成

果. 从行为分析角度, 马克思是最早将创新视为经

济系统内在要素的经济学家. 在此之后的新制度

经济学从诱致创新、强制创新等方面深入研究了

制度、行为、创新选择之间的关系[ 21- 23 ]. 然而, 在

目前的管理知识体系中仍找不到创新的位置. 近

年来, 一些学者围绕价值创造来思考管理理论体

系, 他们将价值创新、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联系起

来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 显然, 这些学者试图在管

理知识体系中为创新找到合理的位置. 创新的内

涵远远超出人们目前的认识, 它本质上是组织创

造价值. 在环境与组织变化的过程中, 唯有创新才

能真正使资源形成价值, 并完成价值创造的任务,

实现组织中各个主体的效用追求.

在现有管理知识体系中, 一个极有争议的问

题是对激励的认识.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劳动价值

论”突出强调人的能力 (人力资源及其主观能动

性)的发挥; 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强调

人力资本的形成、发挥是价值形成的关键[ 24 ]. 西

蒙·H 在其《管理行为》一书中对组织内各主体利

益均衡方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25 ]. 这 3 种具有经

典意义的研究思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人

的效用是管理的起点且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和效

果是管理的重点. 由于任何个人的人力资本在组

织中必须生产集体产品并分享他人和自己提供的

部分集体产品, 故支持上述观点的管理活动就只

有激励, 这里的激励概念应当包括个人之间互激

和集体与个人的互激. 从管理资源论的角度看, 在

各类资源中, 除局部优化问题外, 绝大多数管理活

动均是人与人、人与物的交流, 且表现为不同资源

类型的交互作用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管理的主宰

者无疑是人 (尽管可能不是与物直接作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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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人的管理出发点、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及能

力的挖潜均需激励来完成. 因此, 激励问题就成为

企业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 这一活动可以用两种

形式来进行分析, 一方面是管理社会学, 另一方面

是实用管理学, 而其支撑的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

和制度经济学. 所以, 可选择激励作为建立管理知

识体系的主要因素.

引起人们对管理知识体系思考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是信息. 随着信息传递手段和方式创新的加

快, 人们已改变了信息系统仅仅是配置信息资源

的认识. 信息已经强烈地影响着企业的管理理念,

影响着企业内外各主体的相互关系, 影响着市场

运行规则和管理原则[ 12 ]现在的信息系统不仅为

了企业内外资源转化为价值提供着联系方式和网

络支持, 而且信息及其相关的信息系统本身就是

价值构成的主要内容[ 26 ] , 因为, 信息问题导致的

管理问题 (如, 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责任不对等、激

励不相融的问题; 信息系统不合理引起的交易成

本提高; 信息传递方式不当引起的决策延误等)是

引起管理方式、管理制度、管理体制变化的重要原

因. 可以说, 信息在管理知识体系中关键任务就是

构建组织内外的价值联系, 形成合理的价值网络,

以提高资源转化为价值并促进价值增值的效率.

以价值管理为主线的管理知识体系是为了解

释企业围绕价值创造、价值增值过程所从事的各

种管理活动及其规律, 而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应当

采用系统的观点. 彼得·圣吉认为, 学习型组织的

核心是系统思考; Savage 认为, 整合的真正任务

是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创

造性思想彼此联系, 以迎接整体的挑战和机遇. 从

企业的长期实践中, 已使人们感到, 缺乏系统观点

指导的企业难以真正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27 ]. 由

此可见, 整合是管理知识体系中必须关注的重要

内容. 遗憾的是, 目前许多文献对“整合”的认识仅

仅停留在“组合”、“综合”的层面上, 没有从价值形

成与增值过程的整体功能的高度来研究管理整合

的内容和特点.

根据以上的分析, 建立了包括 6 大要素的管

理模式 (因每一个要素的英文表述的第一个字母

均为“I”, 故简称为 6 I’s 管理模式) , 图 1 描述了

要素间的基本关系.

图 1　6 I’s 管理模式的核心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2. 2　6 I’s 管理模式中要素的内涵

由图 1 可知, 6 I’s 管理模式主要是由 6 大要

素组成的. 因篇幅所限, 这里仅对各个要素的内涵

进行简要的说明, 有关详细的论述将另文完成.

1°统一的组织效用

统一的组织效用是指组织中有关主体为最有

效地实现各自效用, 而维护组织内外相互依存关

系所共同接受的效用安排. 统一的组织效用不同

于组织设计的发展目标, 它是组织形成与发展过

程中客观存在的, 当组织目标反映了这种效用时,

组织中各个主体的行为就可以有效地协调, 反之,

则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上升, 效率下降.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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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在主要的目标追求上往往是

冲突的, 组织效用的建立不可能单单依靠权威或

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来完成, 它是各主体之间相

互博弈的结果[ 10, 25 ] , 因此, 统一的组织效用经常

不易被人们所准确掌握. 作为一名好的领导者或

管理者, 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认识和

把握存在于企业中的组织效用, 以此来建立合理

的管理体系. 应当说, 统一的组织效用是组织存在

的基础, 实现这一效用是管理的核心.

2°理念体系

理念体系是指企业中有关主体对各自与他人

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及行动选择的认识、认可与采

取相应行动的总称. 理念体系包括企业的使命、管

理思想、文化内涵、价值体系和行为选择标准等,

其核心是组织的价值观.“目的本身日益成为首要

的关注点, 由于目的关乎价值, 这就意味着世界正

重新注意价值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 它正变得更为

价值驱动”[ 2 ]. 理念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主要包

括价值体系和价值结构, 价值体系反映的是人们

比较与选择的范围, 而价值结构则反映了人们对

不同效用项目的偏好. 价值观受组织效用的影响,

同时它也影响甚至决定各主体或组织的效用, 它

也是影响企业战略意图的关键因素.

3°激励系统

激励系统是指以企业中有关主体相互提供诱

因并提供必要的集体产品, 以实现各自效用的所

有规则、方式、程序及活动安排. 具体地说, 它是以

企业中人力资源开发和合理配置为主要工作, 通

过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有效满足企业各主体需求

的组织体系及其运行保障体系的总合. 在这个系

统中, 制度激励 (包括体制、规定、契约等) 是系统

存在的基础; 目标激励 (各种需求及其组合) 是系

统存在的本质; 工作激励 (包括岗位、授权、培训

等)是系统运行的载体; 文化激励 (包括氛围、意

识、环境等)是系统运行的条件; 方法激励 (考评、

选拔、分配等)是系统运行的措施. 这里, 激励的概

念已涵盖了“约束”的内容, 因为在激励系统中, 对

某一受激者提供的诱因, 往往构成了对其他主体

的约束或对施激者提出了要求, 而受激者在接受

诱因的同时, 必然要接受相应的约束[ 12 ].

4°创新系统

创新系统是指企业的创新者借助于技术上的

发明、管理上的发现、市场中的机遇等, 通过对生

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以及有关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

新的变革, 并使变革成果取得商业上成功的一切

活动所依赖的条件、规则、流程、方法等的总和. 按

照不同的划分准则, 有不同的创新系统要素. 这

里, 更多地关注战略创新, 以提高企业适应变化、

利用变化和制造变化的能力并促进企业战略的有

效转换[ 28 ]; 关注产品创新以持续地开发战略产品

并促进产业创新; 关注工艺创新以促进过程重构;

关注组织创新以打破部门壁垒, 促进资源积聚和

杠杆效应的扩大; 关注营销创新以建立有效的关

系营销联盟, 促进新机会的产生; 关注文化创新以

有利于价值体系的不断更新, 使人们重新认识环

境, 更好地把握变革.

5°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是指企业中信息沟通、信息处理、信

息配置所涉及的资源和规则、方式、方法等组成的

体系. 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 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信息系统的组织形态和信息系统的能

力发挥效果. 其中, 通过进行有效的信息沟通来降

低信息的不对称性, 从而减少责任不对等和激励

不相容在组织中的出现频率及影响程度. 通过提

高信息处理水平来减少信息的成本, 提高信息质

量; 通过科学的信息配置, 促进有效决策, 提高工

作效率, 因为, 信息配置合理与否是明确责任、提

高效率的关键.

6°整合

整合是指组织使资源和能力在特定环境下共

同发挥作用的过程. 与有关文献中的整合概念不

同, 这里的整合内涵反映在 6 个方面, 其英文表述

为 4C2L. 所谓 4C, 即

选择 (cho ice) ——合理地选择资源、能力及

其相互联系的方式;

协调 (coo rd ina t ion) ——在特定的环境下, 科

学地组织激励与创新活动, 协调各主体之间的

关系;

控制 (con tro l) ——有效地对资源、能力与有

关的活动进行控制, 以保证企业有序发展;

综合 (com p rehen sion) ——运用系统观点, 综

合考虑与处理有关问题, 以保证企业的整体最优

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 4C, 发现和培育企业的核心

能力 (co re com petence). 所谓 2L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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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 learn ing) ——通过广泛而有效的学习,

建立学习型的组织与团队, 提高全员的能力和组

织的能力;

杠杆效应 ( leverage) ——发现合理的管理方

式、方法与模式, 以少的投入获得大的效果.

如果说, 4C 建立了组织的核心能力, 但是这

些能力的能量未必足够大. 通过 2L , 可以使组织

的核心能力的能量得到放大, 以保证企业获得应

有的竞争优势.

上述要素相互联系, 成为有机的整体. 概括地

说, 6 I’s 管理模式是以组织效用为核心, 以理念

体系为先导, 以激励为主线, 以创新为依托, 以信

息系统为桥梁, 在特定的环境下, 通过对资源和能

力进行有机的整合, 提高企业竞争力, 促进企业发

展的管理模式.

3　简要结论

环境的快速变化及竞争的加剧使得以效率为

基础的职能管理知识体系难以满足当今管理的需

要. 这种管理体系忽视了管理存在的基础, 忽视了

影响企业价值变化的创新、激励、信息与管理整

合. 以价值管理为核心概念的 6 I’s 管理模式围绕

价值创造、价值增值过程, 建立了以组织效用、理

念体系、激励系统、创新系统、信息系统和管理整

合这 6 大要素为主要依托的管理知识体系的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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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s managem en t pattern based on va lue managem en t: Formation
and structure

L I Y uan , L IU Y i
Schoo lM anagem en t of X i’an J iao tong U n iversity, X i’an 710049, Ch ina

Abstract: 　Focu sing on value m anagem en t, th is art icle ana lyses the p rob lem s of m anagem en t know l2
edge system based on the funct ion m anagem en t, and these p rob lem includes the lack of innovat ion,
the inco rrect p ropo sit ion abou t the firm u tility, the non2 ra t iona l understand ing of info rm at ion func2
t ion and neglect of m anagem en t in tegra t ion. Choo sing the va lue m anagem en t as co re concep t, ana lyz2
ing the key facto rs affect ing the fo rm at ion, increasing and dist ribu t ion of va lue, au tho rs bu ild the
structu re of the 6 I’s m anagem en t pa t tern and discu ss t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the facto rs.
Key words: 　value m anagem en t; m anagem en t pa t tern; m anagem en t incen t ive; m anagem en t innova2

t ion; m anagem en t in tegr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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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ell igen t operation s research and rea l- t im e optimal con trol for
dynam ic system s

H U X iang 2p ei, X U Z h i2chao, YA N G D e2l i
In st itu te of System Engineering, D alian U n iversity of T echno logy, D alian 116023, Ch ina

Abstract: 　A cco rd ing to the w eakness of OR in dea ling w ith dynam ic op t im al p rob lem s, the ou t line
of a new idea to crea te a new discip line, in telligen t opera t ion s research ( IOR ) , has been pu t fo rw ard
in th is paper by com b in ing and ino scu la t ing opera t ion s research w ith art if icia l in telligence (A I) as w ell
as know ledge engineering (KE). T he p rincip les and new m ethod to dea l w ith dynam ic op t im al p rob2
lem s fo r IOR have been sta ted. T he system structu re and its fram ew o rk of m u lt i2agen t system to han2
dle rea l2t im e op t im al con tro l in a dynam ic system have been p resen ted. T he issues of theo ry and p rac2
t ice in IOR , such as know ledge rep resen ta t ion fo r rea l p rob lem s, know ledge rep resen ta t ion fo r m od2
els, m odeling m ethod of case2based learn ing, m odeling suppo rt system , have been stud ied m o re
deep ly. T h is research has p rom o ted the in teract ion and ino scu la t ion am ong OR , A I and KE, etc. ,
and crea tes a w ay fo r OR theo ry to so lve op t im al dynam ic p rob lem s.
Key words: 　opera t ion s research; art if icia l in telligence; dynam ic system ; rea l2t im e con tr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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