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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被一些发达国家成功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这一事实
,

发现我国传统

文化思想的超民族性
,

且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
权势

”
论出发溶合于企业管理中构成为一种

管理艺术
,

论述了权力与权威在从产品生产到产品销售整个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必要性及二者

的辨证关系
。

关镇词 管理艺术
,

权势
,

权力
,

权威
,

企业家形象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
,

科学的进步
,

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大的改变
,

特别是人的 自我意识在

日益加强 因此
,

在企业中
,

员工们对毫无人性可言的奉勒的
“

科学管理论
” 已无法接受

。

企

业员工们的意识于是在
“

霍桑实验
”

中反应出来
,

致使梅奥成为了
“

人际关系理论 ”的创始人
,

行为科学管理理论顺应地产生了
。

从而揭开了企业管理就是
“

人的管理
”

的新世纪
。

一种软

性的管理理论开始萌芽
,

单纯的硬性管理 已逐渐被企业界视为大忌 至今
,

这种软性的管理

思想已成为主流 而软性与硬性的结合则更有利于如今企业在国内及国际的激竞争中处于

优势 日本成功的企业文化的建成则可作为最有力的证明
。

而我们都知道
,

日本成功的企业

文化却是建立在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家学派的文化 》基础上的
。

此外
,

在美国等西

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中
,

我国传统文化也都很有市场
,

例如《论语 》
、

《孙子兵法 》等都成为他们

学 习管理的必备课程
。

由此可以看出
,

我国早在孔子时代就 已创造了超越民族界限的灿烂文

化
。

年代初产生的企业文化之所以风靡全球
、

西蒙的决策理论之所以赢得诺 贝尔经济学

奖
,

这正是 由于它们都是一种不受民族特点所限制的管理理论
。

因此笔者想
,

如果有一种能

够迎合各民族意识类型的领导
,

它们必然为任何企业的员工所接受
。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化的

学 习与探讨
,

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以儒家
、

法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对
“

权势
”的论述对于我们

现代企业管理者在掌握与运用权力进行管理有及其重大的启发意义
,

且这种
“

势
”

带有浓厚

的艺术色彩 在此
,

笔者试图把这种
“

权势
”

论榕合于企业管理中而构成为一种管理艺术来加

以论述与探讨
。

本文于 年 月 口收到修改稿

本文曾得到凌文杜老师
,

车宏生老师的指导
,

特此致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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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实行管理的必要条件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束缚了我华夏 民族于
“

君权至上 ”的信仰之中
,

直至现在
,

仍然未

完全摆脱那种
“

畏权 ”的思想
。

然而
,

这一思想的形成有着浓厚的文化根底 这不仅在于几千

年的封建帝制集权的事实
,

更在于战国时期所产生的
“

势
”

理论夹杂在束缚着我们思想的儒

家
、

法家等传统文化中
,

从而在我们整个 民族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 当时
“

势
”

理论阐述

了
“

君权至上
”
的绝对性

,

并且成为 中国高度集权统治的理论基础
。

然而我们也知道这样的

一个事实 任何一个领导丧失了权力
,

都不可能行使领导的职贵
。

这在企业中依然如此
。

作

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拥有企业管理权
,

否则不可能进行管理
。

两千多年前的慎到就曾提出

了值得我们今天管理者借鉴的
“

势治
”
论

,

他认为统治天下凭借的就是权力
。

如他的哎正论 》中

所说
“

天子者
,

势位至尊
,

无敌于天下
。 ”

自他的
“

势治
’,

论提出后
,

它得到了许多学派的响应
,

并且有的还对此作了更探更详细的论述
,

使之更趋于完善
。

法家的代表 人物韩非就对此理论

提供了一个历史的依据
,

他举例说
“

为天子
,

能制天下
,

非贤也
,

势重也 尧为 匹夫
,

不能正三

家
,

非 肖也
,

位卑也
。 ” 《韩非子 功名 因此韩非子得 出了

“

势者
,

胜众之资也
。 ” 《八经 》的

结论
。

在企业中
,

管理者有了权力
,

员工们不得不服从
,

因此权力就是管理者的力量
,

就是进

行管理的保证
。

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苟况在“ 人性恶
”
的基础上阐述了

“

势位 权力
”

的

必要性
“

古者圣人之以人之性恶
,

以为偏险而不正
,

悖乱而不治
,

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
”

《性恶 》
。

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
,

要统治天下
,

必须依靠掌握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实行法

制
。

对此
,

《管子 明法解 》中有补充
“

明主在上位
,

有必治之势
,

则群臣不敢为非
。 ”

当然
,

性恶

论不能揭示人的真正的本性
,

它必然是一种对 人性的歪曲论
,

因为马克思曾说过
“

人的本质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

但是
,

对于荀子的
“

立君上之势以治乱正险
”

的观点
,

我们却不可否

认它是人类的一种科学的
“

权力
”

论 因为这也正符合了人类的一种
“

畏上
”
的心理

,

可以说这

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 无论是原始的 氏族制
、

部落制
、

封建帝制
、

也无论是西方的宗教

制
、

还是现今许多国家存在的党派制
,

都无不证明了权力的必要性
,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何尝

不是如此
。

因此
,

笔者认为任何领导之所以能行使领导权
,

无非都是以权力作为后盾的
。

在西方的

诸管理理论中
,

也都没有忽视企业管理者所应有的权力
,

无论是民主型的领导还是专制型的

领导都有最高最后的决策权
,

也正是因为如此
,

一种放任型领导才会在任何企业中失败
。

在

此
,

东西方的文化就取得了一致
。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

企业 日趋实行公司化
,

私人企业 日益壮大
,

致使我国企业在近十

几年 内以惊人的速度得到发展
,

我国的经济也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深入
,

特别是 自《全 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颁布以来
,

我国企业的 自主权进一

步扩大
,

呈现出可喜的发展趋势
,

已由原来的国内搞活逐步过渡到参与世界竟争的行列中
,

公司也向跨国化的方向发展
。

之所以如此
,

可以说权力的效力在此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相对

于政府来说
,

企业的自主权力大了 而在企业内
,

所谓的企业法人代表有着企业内至高无上

的权力
。

正是企业的权力大
,

企业才可以 自由地朝着适合于 自己的方向发展 也正是企业法

人代表掌握着企业的最高决策权及随时可以解聘和雇佣员工的管理权
,

企业的发展才保证

了方 向和动力
。

因此
,

从企业 内部来说
,

要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保证
,

企业的最高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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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掌握企业 的绝对权
,

否则无法进行各项的管理与决策
,

则企业的发展也 只能是一句空

话
。

现代管理理论都十分强调领导的分权与授权的必要性
,

表面看来似乎与前面所还的有

所矛盾
,

其实不然
。

我们知道
,

任何一个企业家的时间
,

精力以及能力都是有限的
,

并不是每

砚工作都能进行管理与决策的
。

分权与授权也正是
“

权力论
”

的具体运用
,

体现了权力对于管

理的必要性
。

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敢于向下分权
,

并且善于授权
,

这正是运用权力的一种艺

术
,

然而分权与授权本身又有一定的艺术性
,

这种艺术性体现在一定形式
、

一定限度的分权

与 授权
,

对此
,

《吕氏春秋 慎势 》的
“

势有敌
,

则 王者废也
。 ”

却能给予 我们企业管理者以启

迪
。

因此
,

一定程度的分权与授权
,

一方面证明了领导者权力的绝对性 另一方面则又是进行

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
。

建立权威是进行有效管理的保证

随着现今社会
、

文化
、

经济的发展
、

人类的进步
,

人们的意识观念发生了改变
,

一种简单

的物质满足 己不是他 们所追求
,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才足以起着激励作用
。

因此在企业

中
,

简单的客观的权力 已不能保证领导的顺利进行
,

而对 自我意识 中的权力更能服从
,

于是

就 出现了
“

权力埋藏领导
,

权威扶持领导
”

之说
,

而这里的权威就是企业领导在员工心里形成

的一种意识性的权力
。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儒家与法家文化中有关
“

势 ”的理论
,

就可重新发现

他们所谓的势并不应该就是指绝对的权力地位
,

而应该是我们现今所谓的
“

权威
” ,

只有当权

力在 人们的心中转化成为权威时
,

才可以说领导者具有了真正的
“

势 ” 。

至此
,

企业管理作为

一门艺术
,

它的色彩就更浓了
,

关于这一点
,

我们仍回到荀子
、

韩非子等的著作中找论据 提

出
“

势治
”
主张的慎到就曾指出

“

贤不足以服不 肖
,

而势足可以屈贤
。 ” 《慎子 威德 》 致使

贤士服从的就是这种权威
。

因此
,

只有当企业员工对其老板的权力地位产生认可而甘心服从

时
,

老板才算得上有了“
权势

”

荀子在《王霸 》篇中指出
“

人服势从之
,

人不服势去之
。 ”

他进

一 步指出
,

要想得到
“

胜人之势 ”就必须要有
“

服人之道
” 《强国 》

。 “
不急得其人

,

而急得其

势
,

则身劳而国乱
,

功废而名辱
,

社梭必危
。 ”〔《君道 》〕这里所述的势都是指

“

权威
”

一个善

于管理的领导
,

应该先能够让人们接受你
,

使你能够得到员工们归属 你的心
,

这样
,

你的
“

权

势
”

也就 自然地拥有
。

在企业中
,

这种
“

权势
”

是在管理们的
“

势
”

意识的把握下所形成的
,

它

是 由企业管理者与员工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

这就与韩非子的
“

吾所以言势者
,

言人之所设

也
。 ” 《难势 取得 了一致

。

韩非子还强调
“

善任势者国安
,

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 ”

〔《奸劫就

臣 妇
。

郭非子身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

可以说他是建立中央集权理论的最杰出的代表
,

在

他的理论 中
,

韭常强调君主拥有权力的基础上树立一种众所欲归之势
,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企

业管理者来说
,

在权力的基础上树立威信建立权威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

然而
,

韩非子在强调权势的运用的同时
,

始终又把法与术溶进考虑
,

认为没有法与术
,

这

种
“

势
”

也就失去了依靠 法指法度
,

术指暗藏的心机 当然
,

它对于推动封建帝制的发展是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

并且它也正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
,

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

者来说已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 今天
,

人们的自我意识 日益强烈
,

对那种硬性的统治制度已

变得无法接受了
。

因此
,

我们现代企业所强调的企业管理就是
“

人的管理
”

也就有其历史的必

然性
。

韩非子的
“

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 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
,

以吾势之为我用也
。 ”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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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说右 下 》 也就不太适合于 今天的管理思想了
。

但是他的
“

势诚易以服 人
” 《五蠢 》的论

点却能给企业管理者以 启迪
。

从上面的论述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在管理过程中如果简单的刻意的以权力为后盾来行使

领导权
,

那么最终必将失去权力的效力
。

因为这样 你所得到的仅可能是员工们为获取 自身

生存资料而进行的简单的体力劳动
,

别奢望得到员工们的智力投资
,

创造性的生产将成为不

可能
,

企业也必将失去活力
,

这样的管理只能算是失败的管理
。

正如西蒙所说
“

如果把组织

看作是一种权力之争
,

会使我们过低地估价它作为表达人类创造激奋和满足其需求的手段

的作用
。 ”要使权力发挥其有效的作用

,

就必须把权力转化为权威
,

这种权威就是指员工们对

本企业管理者所产生的一种自觉或不 自觉的情感倾向
,

是员工们的
“

势
”

意识在管理者身上

的表现
,

这种
“

势
”

意识的形成是由管理者所引导出的
,

它一旦形成便能在员工 内部产生一种

积极的心理效应
。

用西蒙的话说
,

这种权威是使得人们能为共同目标相互协调努力所有用的

或是不可缺少的工具
。

关键的是在使用它时
,

能够使人体验到它是支持性结构的源泉
,

而不

是限制的源泉
,

这样人们就处在一种最适合于生产与创造的心理状态中
,

一个 良好的
“

企业

家形象
”也便应运而生了

,

这正是当今风靡全球的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 内容
,

它对于推动企

业的发展必然是有着积大的积极意义的
。

权势的形成对消费者消费的影响

一个成功的企业
,

无论是在企业产品的生产及创新情况还是产品面市的销售情况都是

令 人满意的 如果任何一个方面发生故障
,

都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效益
。

整个企业的管理过程

中所运用的一切手段无不都是为了保证企业生产及产品销售的成功
。

一个企业家在企业内

部树立 了一种威信
,

创造 了一种所谓的
“

势
” ,

这就意 味着企业家本 已被员工 们所接受
,

员工

们被企业家所接受
,

这也就达到了一种情感的交融
,

它对于员工们生产及创新的驱动力必然

是巨大的
,

员工的内在潜力也往往被挖掘出来
。

这样
,

无论是企业产品质量
、

生产效率
、

还是

产品的创新等方面
,

都在主观方面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

从而使企业的整个生产管理过程获得

成功
。

企业家往往是一个企业的标志
,

企业家的形象也因此体现着本企业的形象
。

有研究表

明
,

一个 良好的企业家形象或企业形象能够保证消费渠道的畅通
。

我们知道
,

消费者与企业

之间有着一种隐含的内在的密切的联系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消费者也应该是企业的主人
。

因此
,

企业家在企业 内部建树的一种权威 以企业 员工 们的
“

势
”

意识为媒介激活消费者本身

固有的那种
“

势
”

意识
。

这样
,

消费者们一种对本企业家肯定的积极的情感便形成了
。

当然
,

这整个企业也就被消费者们所肯定了
。

显然
,

本企业的产品在被消费过程中得到消费情感的

保证
,

对于在市场上与之竞争的同类产品必然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

明显地处于竞争的优势
。

在这种企业家领导下的企业产品
,

一旦被消费者所接受
,

一种消费定势便很容易形成
,

从而

造成你生产什么产品我放心用什么产品的整体消费局势 一些名牌产品就是由这种消费倾

向所产生的
。

至此
,

在企业管理的整个过程中
,

从生产到梢售都获得了成功
,

这正是一个企业

的成功标志
。

结论

乡
、

以上分别对权力与权威的论述 中 已得到了结论 在企业中
,

最高层管理者拥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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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是他进行企业管理的必要条件 而在权力的基础上树立权威则是进行有效管理的必

要保证
。

因此
,

我们就可以看到权力与权威的辨证关系 权力与权威在管理领域中都是缺一

不 可的
,

没有权力的权威
,

难以起到领导与管理的作用 没有权威的权力
,

难 以进行有效的管

理
,

也即权力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

权 力与权威的合成才可构成为
“

权势
” ,

使管理上升为一

种艺术
。

企业家在企业内建树的这种
“

权势
” ,

正是 从把握人 们自身所固有的
“

势
”

意识出发
,

它对

于全 民族的 人都是有效的
,

这种
“

势
”

意识是一种超民族意识的意识
。

它对人类的
“

势
”

意识的

作用犹如一艺术家创立的艺术佳作对于鉴赏者的感染与熏陶而牵动潜藏的情感意识思维
。

企业员工与消费者都在充当着鉴赏的角色
。

因此
,

企业家
“

权势
”

的形成对于企业管理的整个

过程的成功都是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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