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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彼得 • 德鲁克，很早就从社会、信仰和人性的视角来研究问题。他认为，左手抓

管理，右手抓信仰，只有将组织的有效性和正确使命两者平衡，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

信，相信在上帝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祂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

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造物 —— 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 —— 然而却

是要负责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上帝的拯救，相信上帝总是

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德鲁克深信，“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

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

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

回望德鲁克，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



彼得 • 德鲁克：信仰需要经历绝望

▼

彼得 •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11.19 ~ 2005.11.11），现代管理学奠基人，被

誉为管理学鼻祖，大师中的大师。

他的理论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都在学习。在将近96年的一生

中，他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英特尔总裁安迪 • 格鲁夫、微软创始人比尔 • 盖茨、通用电气杰克 • 韦尔奇、中国海尔的张

瑞敏等企业家都深受德鲁克的影响。

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是为了帮助各种组织

生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德鲁克的信仰告白

▼

德鲁克1909年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从小随家里是形式上的路德宗信徒，直到30-40岁

时，在绝望时真正转向基督，把信仰与其管理理论结合，创造了管理学的革命并祝福了无数

企业。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从社会、信仰和人性的视角来看待组织和管理。左手管理，注重组织

的有效性，右手信仰，强调组织的正确使命，两者平衡的组织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福祉。

企业绝不能仅仅是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最近二十年来，社会企业在全球的兴起，似乎也应验

了德鲁克的思想。



信仰需要经历绝望

如果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什么？这曾经是彼

得 • 德鲁克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思考的问题。

根据他的判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而是20世

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还有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Christianity Today》杂

志专访德鲁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

鲁克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

趣。」

▼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

是认信，相信在上帝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祂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

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造物 —— 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

是中心 —— 然而却是要负责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

上帝的拯救，相信上帝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组织与人的尊严

至于信仰的实践，德鲁克提醒，不能与当今所谓的「神秘体验」混为一谈，不是修炼如何呼

吸，或沉浸在巴赫的音乐里就能实现的。

「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

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

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

▼

德鲁克认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服务于高于社会存在的上帝意志

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被上帝用来实现祂赋予人

的使命。



让凡人做非凡之事

对人的尊重，贯穿了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一篇题为《他们不

是雇员，他们是人》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

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

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

来。

德鲁克所谓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创造主赋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严有才能，是因为人乃是

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这形象不在于人的长相，而在于人的灵魂。

▼



德鲁克所说「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实质上就是舍己牺牲的表现，组织的建

立，不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带领人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

为了帮助每个生命都能够彰显爱的才能，也就是德鲁克在他的那本社会生态学家宣言中申明

的：「人特别的任务 —— 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 —— 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

在德鲁克看来，从这样的维度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不流于理想化，其实可以解决一个

非常普遍的现实难题。

根据统计学显示的规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 ‘优秀人才’，一个组织唯一能

够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成为杰出的途径，是使得现有的人们产生更多的能力 —— 即通

过对知识工人的管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个挑战，引用一句老话就是「让凡人做非凡之

事。」



德鲁克的核心遗产

▼

作为「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的思想几乎涉及了管理学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熟知的许多

管理理论的概念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如营销、目标管理和知识工作者等。菲利浦 • 科特勒

说：「如果人们说我是营销管理之父，那么德鲁克就是营销管理的祖父。」

德鲁克留给人们的宝贵精神：

除非能积极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不去做。



德鲁克的五项主要习惯

管理是一种实践，不是理论。

想想我如何贡献，造福这个社会。

▼

「五项主要习惯」是领导特质论的主要流派。德鲁克指出，有效的管理者具有不同的类型，

缺少有效性的管理者也同样有不同类型。因此，有效的管理者与无效的管理者之间，在类

型、性格及才智方面，是很难加以区别的。有效性是一种后天的习惯，既然是一种习惯，便

可以学会，而且必须靠学习才能获得。

他认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必须具备以下五项主要习惯：



◆ 1．善于利用有限的时间

时间是最稀有的资源，丝毫没有弹性，无法调节、无法贮存、无法替代。时间一去不复返，

因而永远是最短缺的。而任何工作又都要耗费时间，因此，一个有效的管理者最显著的特点

就在于珍惜并善于利用有限的时间。

这包括几个步骤：记录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时间，集中自己的时间，减少非生产性工作

所占用的时间。这是管理的有效性的基础。

◆ 2．注重贡献和工作绩效

重视贡献是有效性的关键。「贡献」是指对外界、社会和服务对象的贡献。一个单位，无论

是工商企业、政府部门，还是医疗卫生单位，只有重视贡献，才会凡事想到顾客、想到服务



对象、想到病人，其所作所为都考虑是否为服务对象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效的管理者重视组

织成员的贡献，并以取得整体的绩效为己任。

每一个组织都必须有三个主要方面的绩效：直接成果、价值的实现和未来的人才开发。企业

的直接成果是销售额和利润，医院的直接成果是治好病人；价值的实现指的是社会效益，如

企业应为社会提供最好的商品和服务；未来的人才开发可以保证企业后继有人。一个组织如

果仅能维持今天的成就，而忽视明天，那它必将丧失其适应能力，不能在变动的明天生存。

◆ 3．善于发挥人之所长

有效的管理者应注重用人之长处，而不介意其缺点。对人从来不问「他能跟我合得来吗」而

问「他贡献了些什么」，也不问「他不能做什么」而问「他能做些什么」。有效的管理者择

人任事和升迁，都以一个人能做些什么为基础。

◆ 4．集中精力于少数主要领域，建立有效的工作秩序



德鲁克关于有效管理者的格言

有效性的秘诀在于「专心」，有效的管理者做事必「先其所当先」，而且「专一不二」。因

为要做的事很多，时间毕竟有限，而且总有许多时间非本人所能控制。因此，有效的管理

者，要善于设计有效的工作秩序，为自己设计优先秩序，并集中精力坚持这种秩序。

◆ 5．有效的决策

管理者的任务繁多，「决策」是管理者特有的任务。有效的管理者，做的是有效的决策。决

策是一套系统化的程序，有明确的要素和一定的步骤。一项有效的决策必然是在「议论纷

纷」的基础上做成的，而不是在「众口一词」的基础上做成的。有效的管理者并不做太多的

决策，而做出的决策都是重大的决策。

▼



卓有成效是一种习惯，是不断训练出来的综合体。

有效的管理者用人，是着眼于机会，而非着眼于问题。

有效的管理者坚持把重要的事放在前面做，每次只做好一件事。

管理者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要把今天的资源投入到创造未来中去。

「专心」是一种勇气，敢于决定真正该做和真正先做的工作。

要看「正当的决策」是什么，而不是「人能接受的」是什么。

往期精彩文章，推荐阅读

1、宁死不屈：一位基督徒音乐家坚守信仰的感人见证！

2、中国正经历宗教大复兴？看普利策奖得主、美国名记者怎么说

3、那路 | 用一生来挚爱中华的人

4、MSCI明晟纳入A股只是“谨慎姿态”

5、防雷电，这样做--非常重要，建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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