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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文献［１］的基础上，旨在更深入更系统地探

讨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
若干基本概念与基本问题。 它们常常被忽略，并且
有些概念现在大有争议，有些争议与中英文语义差
异和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有些争议与一些人的思
想方法有关。 所以，这些概念是值得探讨的，否则，
管理科学大厦的基础是不扎实、不牢固的。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士谈论创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

派
［１ ～４］
或中国管理学等

［５ ～８］ ，如果对一些基本概念
与基本问题不做一番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不做出合
理的界定，后续工作是难以进行的。 笔者将引用和
延伸此前已经发表的一些观点，所以在文字上会有
一些重复

［１，２］ ，否则会造成不连贯、不系统，阅读上
也会有所不便，这是希望读者们能够理解的。

什么是管理？ 从不同的角度有各种各样的说
法，例如，Ｍ１：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把事情做好；Ｍ２：人
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是被管理者；Ｍ３：管理的职能有
计划、组织、领导、控制；Ｍ４：管理就是决策；Ｍ５：管理就

是优化配置资源；Ｍ６：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管理；Ｍ７：现
代经济是一辆车子，技术与管理是它的两个轮子；Ｍ８：
三分技术，七分管理等。

Ｍ１ 是很经典的一句话，到处都在引用。 这句
话说明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者），客体是人（被管
理者）和各种事情（其中含有物）。 但是这句话把管
理者与被管理者截然分开了，其实，他们是不能截
然分开的，Ｍ２ 可以弥补它。 Ｍ３ 说明了管理的职
能，这是“四职能说”，还有 “五职能说”、“七职能
说”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Ｈ．西蒙特别强调
管理的决策职能，Ｍ４ 是他的高论，人们因此把他称
为管理的决策学派。 Ｍ５ 当然也有道理，但是有见
物不见人之虞。 Ｍ６ 说明了管理的普遍性。 Ｍ７，Ｍ８
强调管理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两句话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促使上上下下重视管理工作。

还可以列举很多说法。 各种说法都具有一定
道理，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有一种说法
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即管理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分
支。 经济固然需要管理，社会更需要管理，那么岂
不是更加有理由说管理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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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需要管理，医疗卫生事业也需要管理，依此类
推可以说管理学是教育学的分支，是医学的分支
等，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或者只是说明了一个共
同的现象，各行各业都有管理工作，都离不开管理，
管理学有许多分支，这就自动否定了管理学是应用
经济学的分支这个命题。 笔者认为，Ｍ１ ～Ｍ８ 的综
合性都不够，也没有揭示管理活动的起源和本质，
难以作为管理术语的基本界定，因此提出以下见解。
2　管理活动与管理科学的 4 条定义

文献［１］提出，管理活动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
为第一类活动（作业活动）服务；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
活动规律与做好管理工作的知识体系。 这两句话比较
简略，笔者把它展开为 ４条定义，并做出必要的论述。

１）定义 １：管理活动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它为
第一类活动服务。

人类的全部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
［９］ ，第一类是

作业活动（记为活动Ⅰ），第二类是为作业活动服务
的管理活动（记为活动Ⅱ）。 第二类活动是基于第
一类活动而产生的。

作业活动可以分为两类，生活的作业活动（记
为Ⅰ-１），生产的作业活动（记为Ⅰ-２）。 相应地管理
活动也分为两类，对于生活作业的管理活动（记为
Ⅱ-１）和对于生产作业的管理活动 （记为Ⅱ －２）。
人类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其活动分
别记为Ⅰ-１１，Ⅰ-１２）。物质生活的作业包括衣食住
行、体育活动、婚姻、生儿育女等；精神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不但包括亲情、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探
险，而且包括学习、科学研究、理想与信仰等。 这些
作业活动都需要加以管理。 生产包括物质产品和
精神产品的生产（其活动分别记为Ⅰ-２１，Ⅰ-２２），例
如农民种庄稼，工人开机床，科学家做试验，文学家
写小说，音乐家演奏等，形成人类社会中的各行各

业。 这些各行各业的生产活动也需要加以管理。
管理活动使得作业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提高效率
和效益，促进和谐。 相应于作业活动的细分，管理
活动可以细分为Ⅱ-１１，Ⅱ-１２，Ⅱ-２１，Ⅱ-２２，两类活
动都可以继续细分下去。 有些活动是跨类别的，例
如有些体育活动是物质活动特征明显（主要是体力
活动），例如田径运动和球类运动；有些体育活动是
精神活动特征比较明显（主要是脑力活动），例如棋
类比赛。

在人类社会中，群体以组织的形式存在。 有人
类就有作业活动，有作业活动就有管理活动，管理
活动的历史与人类一样久远。 Ｍ１ ～Ｍ８ 都可以作为
定义 １ 的演绎。 作业活动有个人的与群体的，管理
活动也有个人的与群体的。

２）定义 ２：组织的管理活动称之为管理工作，这
是组织中的一大类工作。

３）定义 ３：组织委派某些人员专门从事管理工
作，这些人员就成为管理工作者，简称管理者。

管理工作的基本宗旨是服务，即为第一类活动服
务，为员工服务，为用户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图 １表
现了两类活动的密切关系，即管理活动是为作业活动
服务的。 表 １ 说明了人类全部活动与分类。

图 1　人类的两类活动及其相互关系
Fig．1　Two classifications of human

ac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表 1　人类的活动与分类

Fig．1　The human action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s
第一类活动 Ｉ：作业（逐层次往下细分）

Ｉ －１：生活 Ｉ －２：生产
Ｉ －１１：物质生活 Ｉ －１２：精神生活 Ｉ －２１：物质生产 Ｉ －２２ 精神生产

Ｉ －１１１：个人 Ｉ －１１２：群体 Ｉ －１２１：个人 Ｉ －１２２：群体 Ｉ －２１１：个人 Ｉ －２１２：群体 Ｉ －２２１：个人 Ｉ －２２２：群体
Ⅱ －１１１ Ⅱ －１１２ Ⅱ －１２１ Ⅱ －１２２ Ⅱ －２１１ Ⅱ －２１２ Ⅱ －２２１ Ⅱ －２２２
Ⅱ －１１：物质生活管理 Ⅱ －１２：精神生活管理 Ⅱ －２１：物质生产管理 Ⅱ －２２：精神生产管理

Ⅱ －１：生活管理 Ⅱ －２：生产管理
第二类活动Ⅱ：管理，对第一类活动提供服务（逐层次往上细分 ）

注：Ｉ －１１１ 为个人物质生活的作业；Ⅱ －１１１ 为个人物质生活的管理，其余类推。
　　下面把人类的活动与人类的近亲即其他哺乳 动物的活动作一番比较。 其他哺乳动物也具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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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Ⅰ－１１（吃、喝、拉、撒、睡、运动、繁殖等），与
人类相比一样不少，区别在于其他哺乳动物的作业
活动只是简单的初级形态，人类的作业活动是复杂
的高级形态。 兔子吃草，有草就吃，否则就挨饿；老
虎捕食其他动物，也是有东西就吃，否则就挨饿。
它们都是简单地向大自然索取，不需要洗涤，更不
需要烹饪。 人类的吃则非常讲究，讲究卫生、烹饪，
有生吃有熟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形成一套又一
套吃的文化或餐饮文化。 设想在野外看到一棵硕
果累累的桃树，你会选择一个又大又熟的桃子，摘
下来，擦拭又擦拭，如果有条件还要洗涤，去皮，然
后才把桃子吃下去，猴子可不是这样，它是摘下来
就咬的。 再设想一只猴子到了大富豪的宴会上，大
概也只是胡乱抓一点水果吃吃，什么山珍海味，它
是不理会的。 其他哺乳动物只具有极其少量的精
神生活Ⅰ-１２，例如母子情，发情期的异性追求与调
情，人类则有家庭温暖与天伦之乐，有梁山伯与祝
英台式的爱情故事，更有文化娱乐和理想信仰等。
全部生产活动Ⅰ-２１ 与Ⅰ-２２ 都是人类所独有的，某
些哺乳动物具有极其少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Ⅰ-
２１，例如松鼠储藏过冬的食物（老虎似乎不会），Ⅰ-
２２ 则是没有的。 管理活动Ⅱ-１，不能说哺乳动物完
全没有，例如猴群有猴王，羊群有头羊，猴王和头羊
也可以看成管理者，它们对于自己的群体进行很少
的原始的管理工作，这种管理工作相对于人类而言
只能勉强算作“小儿科”，可以忽略不计。 管理活动
Ⅱ-２，其他哺乳动物是无从谈起的。 因为没有管理
活动，所以，其他哺乳动物的作业活动谈不上什么
秩序、效率、效益、和谐等。 因此，可以说第二类活
动是人类所独有的，其他哺乳动物基本没有。 正因
为人类具有丰富多彩的第一类活动Ⅰ-１２ 和复杂多
样的第二类活动Ⅱ-２１ 与Ⅱ-２２，人类才得以超脱动
物界。 但是人类不能过分骄傲，因为即便是一些低
等动物也有“过人之处”，例如蜂房结构和蚂蚁社会
就令学者们惊叹不已。 仿生学的研究使人类从生
物界学习到许多知识来制造器具。

这里要专门说一下科学研究活动。 科学研究
活动既可以是科学家的生活作业（研究、发明、创造
成为执着的科学家生活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科
学家的生产作业；既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群
体行为。 艺术创作活动也是这样。

４）定义 ４：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与做
好管理工作的全部知识的总和，是一个内容丰富的

知识体系。
相对于狭义的管理科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Ｓ），这里说的是广义的管理科学。 文献［１］已经
用文字和图示说明了管理科学的体系结构，它包括
两大部分即管理科学的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即管
理工作），都是具有层次结构的。
3　管理工作具有基本性与普遍性

管理工作具有基本性与普遍性。 管理工作的
基本性是由管理活动的基本性所决定的，因为管理
活动是人类的第二类活动。 管理工作的普遍性是
由它的基本性决定的。 前面的 Ｍ６ 和 Ｍ２ 已经描述
了管理工作的普遍性，即事事有管理，人人搞管理。
管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各种作业活动与管理活
动都具有共性与个性。 如果说，各种作业活动是个
性比较突出而显得千差万别的话，那么，各种管理
工作是共性比较突出而显得大同小异。 例如，企业
与军队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在结构上与功能上有很
大的差别，两者的作业活动是大不一样的，但是企
业管理与军事管理的差别则要小得多，企业管理从
军事管理中吸取了很多营养。 例如，运筹学、统筹
法（又称计划协调技术、计划评审技术）和物流管
理，都是直接由军事领域产生与发展起来，然后移
植到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管理工作中。

管理工作离不开信息，信息流驱动物质流和人
员流，支配作业活动和管理活动本身，使得一个组
织协调运行。 信息也需要管理，称为信息管理；为
了有效地开展信息管理，需要建立先进的管理信息
系统，信息管理和管理信息系统是管理科学研究的
重点领域。 在所有一切管理工作中，信息管理更加
具有基本性与普遍性，管理信息系统是最基本的管
理工具。 计算机与信息网络的出现和发展，与信息
管理是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看，管理问题都是系统问题
（系统之中的问题，或者具有系统性的问题），管理
工作都是系统工程。 必须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
法来研究与求解管理问题，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4　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要走出中西方文化
差异造成的困境

4．1　困境是什么
管理学与管理科学两个概念究竟是什么关系，

谁包含谁？ 现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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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以图 ２、图 ３ 加以说明。
在图 ２ 中，（ａ）表示管理科学包含管理学，（ ｂ）表示
管理学包含管理科学。 主张（ｂ）的主要依据是管理
科学对应的英语是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Ｓ），ＭＳ 强
调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定量研究，是很狭义的，大体
上相当于 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图 2　两种理解：管理科学与管理学的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 between guanli

science and guanliology：two different views

笔者主张图 ２（ａ），有两条重要的理由。 理由之
一是对比社会科学与社会学，以及钱学森院士提出
的系统科学与系统学

［１０］ ，如图 ３ 所示。 钱学森院士
等还主张把地理学扩展为地理科学，把建筑学扩展
为建筑科学，都是符合大科学的理念的。 军事学已
经扩展为军事科学了。

图 3　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系统科学与系统学的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y，system science and systematology

笔者的理由之二是西方的 ＭＳ 与我们的管理科
学是不对等的，管理科学的口径比 ＭＳ大得多。

首先，汉语管理一词的含义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要大
得多。 除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之外，管理还对应其他若干
英语单词，是“一对多”的情况。 请看几种比较权威
且当前比较通行的词典的解释（管理既是动词也是
名词，英语相应的几个单词也是这样）。

１）精选英汉汉英词典（CONCISE English －Chi-
nese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第三版，商务印书
馆，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管理 ｇｕａｎｌｉ （动） ｍａｎ-

ａｇ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ｒｕｎ； ～部门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企
业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新时代汉英大词典 （ NEW AGE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吴景荣，程镇球主编，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６ 年，北京：管理 ｇｕａｎｌｉ ①ｍａｎａｇｅ；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ｒｕ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生产 ｍａｎ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企业 ｒｕｎ （ 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侨务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市场 ～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ａ ｍａｒｋｅｔ／～国家大事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ｒ ｂｅ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经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商业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② ｔａｋ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ｌｏｏｋ ａｆｔｅｒ： ～宿舍 ｌｏｏｋ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ｒｍ／～仓库 ｔａｋ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③ｗａｔｃｈ ｏ-
ｖｅｒ； ｔｅｎｄ； ｌｏｏｋ ａｆｔｅｒ： ～犯人 ｗａｔｃｈ ｏｖｅｒ ｐｒｉｓｏｎｅｒ；…

在这些引述中，管理以一对多的情况很清楚。
此外，ｃｏｎｔｒｏｌ 一词也有管理的含义。

其次，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
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这些词是不能互相覆盖的，其中任何一
个词都不能完全替代别的词。 有人说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用得比较普遍，有代表性。 其实不然，著名的专业
学位 ＭＢＡ（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与 ＭＰ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用的都不是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 OXFORD AD-
VANCED LEARNER’S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第 ６ 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 ［ Ｕ］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经营；管理 ２ ［ Ｃ ＋
ｓｉｎｇ．／ｐｌ．ｖ．，Ｕ］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ｒｕ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经营者；管理部门；资方 ３
［Ｕ］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ｒ ｓｋｉｌｌ ｏｆ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ｗａｙ（成功的）处理手段；（有效的）处
理能力。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Ｕ］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ｏｎ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ｌ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ｕｎ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企业、学校等的）管理，行政 ２ ［Ｕ］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ｒ ａｃ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ｓｔｈ．ｉｓ
ｄｏｎｅ 施行；执行 ３［Ｃ］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ｐｌ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ｕｎ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ｔｃ．（企业、机构等
的）管理部门，行政部门 ４（ ｏｆｔｅ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ＵＳ（尤指
美国）政府 ５［Ｕ］（ ｆｏｒｍａｌ）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 ａ ｄｒｕｇ ｔｏ
ｓｂ．（药物的）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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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英语单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各
有其适用范围，看不到它们互相覆盖或互相替代的
情况。 单词 ｒ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等从略。

再次，科学及其对应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也有广义与狭义
之分。 从广义（也是本义）来说，ｓｃｉｅｎｃｅ 来源于拉丁
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意为知识，任何系统化的知识都可以称
之为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一词在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出现之
前早就出现了。 汉语原来没有科学一词，是大约
１００ 年前引进的日语对于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翻译。 曾经一
度出现科学与格致（格物 ＋致知）两词并存的局面。
狭义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或科学仅仅是指自然科学，并且蕴含
着真理、正确等含义。

４）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 ７ 版 （牛津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７）对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解释是：１．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ｂ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
ｌａｒ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ｎ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其中解释 ４ 可以翻译为：对一个特定主题的组
织化的知识体系，特别是针对人类行为或人类社会
的，如生命科学、自然科学、政治科学、社会科学等；
解释 １ 可以翻译为：关于自然和物质世界结构和行
为的知识，这些知识基于可被验证的事实 （如实
验）。 ４ 是广义的，１ 是狭义的，２ 与 ３ 比较含糊。

５）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 年，北京）
对科学的解释是：①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
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 ②合乎科学的：这种工作方
法不 ～∣革命精神和 ～态度相结合。 其中解释①
显然是广义的，解释②则比较含糊，可以理解为广
义的，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

笔者主张从管理与科学的广义上来界定管理

科学，这就是前面提出的定义 ４ 与图 ２（ａ）的描述。
4．2　走出困境的 3 点建议

管理一词在汉语中历史悠久，早在枟旧唐书枠中
已经出现，在枟四库全书枠中它出现了 １７ ４００ 多次，
它的基本含义与今天汉语语境基本相当

［１１］ 。 汉语
的管理科学作为新词大概才有 ３０ 年左右的历史，宜
取广义，如果取狭义就是“做茧自缚”了。

在英语世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Ｓ）相当于

ＯＲ，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我们无法改变外国人的习
惯，所以，必须另辟蹊径，寻找解决的办法。 如果说
以前把 ＭＳ 翻译成管理科学是一种无奈（也许是“一
不小心”造成的疏忽），情有可原，那么，现在弄清楚
了管理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的区别，弄清楚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
狭义与广义之后，继续把管理科学认定为 ＭＳ 则是
不明智的，起码有两点不妥，ａ．大材小用；ｂ．削足
适履。 在英译汉时，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翻译成管理，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翻译成管理，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
汉译英时把管理唯一地翻译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或者唯
一地翻译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就不妥当了。 双方不对
等，不能来回翻译而把双方划上等号。 必须走出中
英文语义差异，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困
境！ 把文献［１］提出的建议梳理为以下 ３ 条。

建议 １： 把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Ｓ）称为狭义
的管理科学，或管理的数量方法，或西方的管理
科学。

建议 ２：在中文翻译为英文的时候，管理的翻译
采用汉语拼音 ｇｕａｎｌｉ来表达。

建议 ３：在中文翻译为英文的时候，管理科学翻
译为 ｇｕａｎｌ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Ｓ），而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
派则翻译为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ｕａｎｌｉ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ＣＳＭＧＳ）。

建议 １ 体现了实事求是，建议 ２ 可以克服辞不
达意、口径错位的尴尬。 在行文时，如果有必要，可
以参照前述 枟精选英汉汉英词典枠等工具书加注
一下。

Ｇｕａｎｌｉ：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ｎ； 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建议 ３ 是顺理成章的，管理科学翻译为 ｇｕａｎｌ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则 ｇｕａｎｌ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包含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即
ＧＳ 包含 ＭＳ。 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以前译为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ＳＭＭＳ），仍然受了 ＭＳ 的束缚，现在译为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ｕａｎｌ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ＳＭＧＳ）可以摆
脱其束缚。

澳门科技大学有一个管理学院，其英文名称是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但是正式
的中文名称却是行政与管理学院。 可见，主事者也
感到困惑。 如果中文名称叫作管理学院，英文名称
叫作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ｌｉ Ｓｃｈｏｏｌ，恐怕是可取的。

可能有人会问：外国人会不会接受我们的建
议？ 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行文如说话，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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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说 ｇｕａｎｌｉ，说 ｇｕａｎｌ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以
及 ＣＳＭＧＳ，外国人在听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会想方
设法理解我们所说的意思。 大可不必替外国人担
忧什么，我们言之有理，就有说服力。 如果“屈尊”
去俯就外国人，辞不达意地跟着他们说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或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说 ＭＳ 和 ＣＳＭＭＳ，他们是不会
思考，也不会意识到我们与他们的差异，也就难以
接受我们的理念了。 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要有自信
心，要坚持不懈，把 ｇｕａｎｌｉ， ＧＳ 和 ＣＳＭＧＳ推向世界。

翻译的要旨是“信，达，雅”三个字。 “信”就是
准确，这是第一位的，不准确就什么都谈不上。 在
意译有困难的时候，采取音译是可取的。 音译可以
避免失真，可以给人留出思考的空间，可以为今后
找到好办法保留希望。 音译在中外文互译的历史
和现实中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例如，英语已经有新
词 ｇｕａｎｘｉ（关系），Ｋｕｎｇ Ｆｕ（功夫，这是美国人的拼
法，按照汉语拼音应为 ｇｏｎｇｆｕ），ｔａｉｋｏｎｇｒｅｎ（太空人）
等；俄语有 ча溝（茶叶，茶），доуфу（豆腐）等；汉语有
雷达（ ｒａｄａｒ），坦克（ ｔａｎｋ）以及布尔什维克（来自俄
语），英特那雄耐尔（国际歌词，来自法语）等。 激光
（ ｌａｓｅｒ）一开始没有找到合适的意译，就采用音译
“莱塞”。 而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互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星巴
克（ ｓｔａｒｂｕｃｋｓ）则采取音译 ＋意译的办法，是一种很
好的选择。 在枟和谐管理理论枠的英文摘要中，“和
谐”一词就译为 Ｈｅｘｉｅ［ １２］ 。

其实，外国人很重视中国的事情，很重视“与中
国接轨”。 他们很愿意使用一些中国元素，很愿意
讲几句汉语，例如 Ｎｉｈａｏ（你好），Ｘｉｅｘｉｅ（谢谢），Ｇａｎ-
ｂｅｉ（干杯），Ｚａｉｊｉａｎ（再见）。 在北京奥运会上，外国
人也大喊 Ｊｉａｙｏｕ（加油）！ 这类现象势必对英语的发
展产生影响，我们可以顺水推舟。 不妨看看英语发
展史，美式英语的影响早已超过了伦敦英语，印度
式英语在世界上的影响现在也很大。 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如果人多势众，有自信心，实力强大，科技
先进，国际交往多，它的语言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
就是很大的，它的语言对其他语言的影响力也是很
大的。 语言是很重要的软实力，汉语发展史及其在
东亚的影响也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相信，汉语和英
语的互动会日益增强，汉语将会给英语很大的影
响。 汉语是联合国的 ６ 种官方语言之一，汉语在全
世界的话语权正在不断扩大，我们应该推波助澜。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３０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讲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折腾一词是什么
含义？ 中国老百姓人人知晓，但是在英语里却找不
到对应的单词，不得不采用音译 Ｚｈｅｔｅｎｇ，现在
Ｚｈｅｔｅｎｇ一词在英语世界已经迅速流传开来。
5　结语

研究中国的管理，研究创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
国学派，中西方应该双向互动，双向交流。 我们应
该向外国人积极推介中国人的管理理念，推介中国
人在管理研究中的创意；要敢于打破外国人有意无
意构筑的藩篱，避免跟着外国人亦步亦趋。 我们应
该积极地把 ｇｕａｎｌｉ 推向世界，让外国人知道 ｇｕａｎｌｉ，
熟悉 ｇｕａｎｌｉ，讲 ｇｕａｎｌｉ，写 ｇｕａｎｌｉ；ＧＳ 与 ＣＳＭＧＳ 更是
这样。 笔者相信：只要坚持，假以时日，ｇｕａｎｌｉ，ＧＳ 与
ＣＳＭＧＳ 也会成为新的英语词汇。 这其实是把中国
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科学推向世界，不光是一个单词
的问题，也是中国人取得国际话语权的事情。

鲁迅先生说得好：“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
多了，也便成了路”。 话语权也是这样，其实世界上
本没有话语权，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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