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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经》是我国古代独树一帜的管理哲学著作。本文探讨了书中的“道法自然”、 

“无 为 而 治”、“柔 弱胜 刚 强”、“知 人 善 任 ”等 管 理 思 想 对 工 程 项 目管理 创 新 的启 示 ：“道 法 

自然”就是要善 于把握 工程项 目管理 实践 中的基本规律 ，根据 实际情 况和 变化 来实施 管 

理 ；工 程 项 目管理 过 程要 采 取 顺应 自然 、灵 活 的 管理 机 制 ，将 “无 为 而 治 ”作 为 最 高 管理 原 

则 ；管理者具有包容性 ，善 于以柔克刚地处人待事 ，就可以“柔弱胜刚强”；“知人善任”则启 

示 管理 者 应 建 立合理 的激励 机 制 ，充 分发 挥人 力资 源 的作 用 ，以提 高管理 效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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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ao J／n is a unique ancient literature ofmanagement philosophy in China．The management 

ideas of“Learn from the nature’’，“Governance without unwanted action’’ ，“and’’Appreciate person and make 

him competent’etc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to the iImova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l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It is instructive that the basic rules in practice of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should be un— 

derstood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changes．a nattu~一 一 

ented an d vivid manage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applied，a Inallager with open heart，could make the al2eOill— 

plishment of“Softness defeat stiffness”，an d reasonable motivating mechanism should be built to make sooa use 

of the rI篓 l眦 es and improve the ettlciency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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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不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思辨哲学著作，而且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管理哲学著作。 

全书八十一章，共五千字，书中有论“道”和论“德”两部分，故称《道德经》。相传《道德经》的作者是 

老子，所以《道德经》又称《老子》、《老子五千言》。据有关国际机构的统计，《道德经》属于当今世界 

以各种文字刊行量最大的书之一。该书综合了哲学、社会学等多种领域的科学 ，提出了“道法 自 

然”、“无为而治”、“柔弱胜刚强”、“知人善任”等重要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在中华民族管理思想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今天，我们对《道德经》的管理思想作进一步 

挖掘、阐述和升华，可以使其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从宏观方面说，《道德经》可以成治国兴 

邦的谋略，从微观方面看，《道德经》对各行各业管理创新都极具启迪借鉴作用，对工程项目管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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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来说也不例外。 

当今社会，工程项 目的建设规模 日趋庞大，项目组成结构 日趋复杂化、多样化，技术 日益密集 ， 

风险 日益增大，大型、超大型项 目的数量越来越多，国际合作项 目也越发常见。为保证项 目的成功 

实施，对工程项 目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工程项目管理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就要突破 

旧的框框，实现管理工作的自我创新。为此，我们可以从《道德经》中寻求、吸收许多有益的管理思 

想精髓。 

1 《道德经》的管理基本规律：“道法自然" 

《道德经》一书的核心范畴是“道”与“德”，书中的“道”是指世界的本原，是“天地之根”、“万物之 

母”(一章)，它既指宇宙本体及根源，又指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还指人的行为准则。“道冲，而用 

之又弗盈也，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万物都是从“道”而生，都是“道”的外观形式，正如书中所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四十二章)。所以，万物都应契合于“道”，循道而行。“道大、 

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二十五章)， 

强调的就是“自然”的优先地位，世间万物都要以“自然”为法，顺应“自然”。而不要“逆道而行”。 

“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说的是“道”的客观独立存在的特点。“道”运作不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事物制约，而万物皆受其作用：万物“莫之爵而常自然”(五十一章)。 

“道”作用于万物是一种 自然而然的作用，不带强制性和干涉性，“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 

“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正因为如此，我们循道而行的前提就是：寻找、发现“道”。 

对工程项目管理而言，“道”就是工程项 目管理工作中存在与实践的规律。规律，包括两种，一 

种是一般性的规律，指同类工程项 目管理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共同的客观事物，即共性之“道”，具有 

普遍性 ；另一种是特殊性的规律 ，指个别工程项 目管理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具体的客观事物，即个性 

之“道”，具有特殊性。工程项目管理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已经从众多工程项 目管理实践中总结出 

了许多共性的管理规律。遵循这些共性的“金科玉律”，对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管理过程中的物质 

流、能量流、技术流、资金流等平衡 、协调和有序流动，争取最佳的管理效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 

是，由于工程项目管理对象千差万别，各具特色，而且项 目具有一次性的特点，项 目管理是常新的工 

作，极富挑战性，常常出现许多新情况 ，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运 

作之道 ，解决存在问题的客观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 ，必须注意它和 

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 

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08页)。因此，要想取得高质量高水平的工程项目管理效能，除了有赖于管理者遵循诸多 

共性的管理规律之外 ，更取决于管理者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而因时、因地、因人、因 

境地制订最佳的管理规则、方法来实施管理。没有一成不变的、通用的、绝对的管理规则和方法。 

正如《道德经》开宗明义指出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道”具有不确定性和变通性的特 

点，即“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这就要求工程项 目管理者遵循“无道之道”的最 

高管理之道；要具有创新精神、发展精神，能够超越习以为常的形式逻辑平面，寻求更深刻的对工程 

项 目管理客观规律的理解；有强烈的革新愿望，不安于现状，能够超越过去，要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看 

到事物的本质 ，能分析其中的特有的个性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实现工程项 目管理的创新。这是《道 

德经》的“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给予我们的一个启示。 

2 《道德经》的管理最高原则：“无为而治" 

《道德经》贯串着道家的管理哲学，这种管理哲学的最高原则就是“道法自然”基础上的“无为而 

http://www.cqvip.com


122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第25卷 

治”。它主张“为无为”，以达到“无不为”。“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以“无为”的态度去“为”，在深 

通“有为”之法之上的“无为之为”。 

《道德经》中说到：“为无为，事无事”(六十三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六十四章)， 

“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 ，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 

弗居。”(二章)，也就是说：管理，就是要辅助万物，有益于万物 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不自恃己能，不自 

我夸耀。这里揭示了管理的目的。管理的目的之一是整合外在关系，让各部门、各个人员都能够充 

分发展，彼此不会相互危害，以达到“天之道，利而不害”(八十一章)；管理的目的之二是调和内在关 

系，使得内部不会有争斗，彼此抵消，如此就能“衣被万物而弗为主”(三十四章)。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管理过程中就应顺应自然，不过多干预，留有余地，任其“自化”。事实证 

明那种把管理理解为包办代替、横加干预的做法，其结果都是把事情“管死”。因此，管理者要正确 

处理“无为”和“无不为”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曾说 ，领导者的责任仅仅在于出主意，用干部。因此， 

管理者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战略管理上 ，抓大放小，对重大的事作出决策，然后由员工去执行，而不是 

事必躬亲，成为胡子眉毛一把抓的事务主义者。这就要求管理者首先正确区分“为”和“不为”的界 

限。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涉及的参与部门众多，要建立一个科学严密的组织制度，该制度对不同层次 

的管理者的职权作出严格规定，每个管理者对自己职权范围的事应尽职尽责 ，这就是“有所为”。而 

管理组织机构中的职权分散的原则则是管理者有所不为的原则。高层管理者依据职权分割原则， 

把某些决策权授予低层管理者或员工，对低层管理者或员工来说，获得了一个充分发挥 自己主观能 

动性去有所作为的机会，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 ，对自己授出的职权，不应再抓住不放，而应当有所不 

为。这样，就形成了“无为而无不为”的灵活管理机制，就能在管理工作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就工程项 目管理来说 ，制定必要的严密完善的计划，对计划进行监督、控制 、执行，是管理的基 

本手段和方法。在管理实践中，强调“计划性”、“统一性”是必要的，但如果重形式的条文过多，过于 

强调“量化管理”，反而造成负面影响：一张张的“量化表”，窒息了员工创造的积极性，抑制了员工创 

造的潜能，员工的工作变成了应对“量化表”的机械操作 ，员工成了“听话”的工具人。这种管理方式 

难以取得最佳的管理效能。因此，为了让员工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潜能 ，管理者要努力创造、提供 
一 种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 ，要多尊重员工、相信员工 ，多激励员工，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制订的计划 

要有必要的弹性，让员工有充分 自主发挥的余地。 

3 《道德经》的管理辩证艺术：柔弱胜刚强 

一 般人往往只看见并固守事物正的一面，而老子却还看到了“弱之胜强也 ，柔之胜刚也，天下莫 

不知，而莫之能行”(七十八章)，“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七十六章)，提出了“无为”、“不争”、 

“处下”、“守雌”等一系列原则。这启示了管理者在思维方式上要长于反向思维，要善于以柔克刚地 

处事待人，要善于从对立的角度去发现隐蔽在事物中的相反的因素和负面价值，要善于从矛盾转化 

的角度去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反面的作用。 

《道德经》信奉“物壮则老”的辩证法 ，认为“物极必反”，得出“坚强，死之徒也 ，柔弱，生之徒也” 

(七十六章)的结论，提出“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欲夺 

之，必固予之。”(三十六章)，这实际上是紧扣“道”的运动 、变化规律——祸福相因的对立转化规律 

引伸出来的一系列结论。这启示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要把握好“为”与“不为”的“度”，使管理工作 

始终向良性方向有序推进。 

“守柔”、“居弱”的管理思想，对工程项目管理者不断提高 自身综合素质，增强工作能力极具现 

实意义。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工程项 目管理者的素质是最重要的，它不仅应具备一般领导者的素 

质，还应符合项 目管理的特殊要求。如果项 目管理者经常保持一种“柔弱”姿态 ，就能做到《道德经》 

中所说：“圣人去甚 、去奢、去泰”，不自以为是 ，不自我夸耀 ，不自高自大，就会经常警觉戒惕，会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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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检查反省 自身的不足，最终取得“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 自伐故有动，不自矜故长”、“损有 

余而补不足”等效果。另外，在工程项 目管理组织结构中，项 目管理者位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与业 

主、承包商 、政府管理部门，甚至工人，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经常处于矛盾的焦点，在实际工作 

中，要使各方对管理工作都满意，这对项目管理者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任务。如果管理者一味采取 

刚强、强硬的手段去面对各种冲突，很可能会激化各种冲突，使矛盾更加尖锐化。而管理者若采取 

“以柔克刚”的工作方式，则有利于化解各种矛盾 ，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和各方要求和保持各方力量的 

均衡持平。同时，项 目管理者保持“柔弱”之态，意味着具有容忍性 ，能经得起批评指责，能听得进各 

方意见 ，不断改进管理工作。最后，一个温文尔雅、谦逊有礼的管理者比一个趾高气扬 、飞扬跋扈的 

管理者更容易受到员工爱戴 ，拉近与员工的距离 ，有利于培养管理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 

利于提高管理效率。 

4 《道德经》的管理核心方法：“知人善任" 

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他人完成任务”。任何一个工程项 目管理的目标和计划都是靠员工执行 

和实现的，离开员工这个管理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 ，纵然有正确的目标和良好的管理计划，健全 

的组织机构和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不可能成功实施工程项 目管理。因此，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才的使 

用问题，掌握用人的艺术。怎样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提高管理效能呢?可以从《道德经》 

中找到一点启示。 

《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三十三章)，意思是了解别人叫智慧，能了解 自己的叫聪 

明。用人的前提就是识人。因为每一个员工都有优、缺点 ，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管理 

者，首先要能够发现每个人的长短处 ，要能够“识人”，这样才可能把合适的人派送到正确岗位，发挥 

人才最大作用。正如书中所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六 

十八章)，这些都是“识人”方面的精辟见解。 

在“识人”基础上，管理者用人时要做到“事善能”(八章)，即按照个人的才能办事 ，不要强人所 

不能，应“高者抑之，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七十七章)。对工程项 目管理而言，由于 

工程项 目具有资金密集、技术复杂、形体庞大、建设期长、工程风险大等特点，因此，最后能否形成综 

合效益最佳的成果性产品(投资节约、建设时间合理、质量保证等)，需要优化组合各个层次的员工， 

形成有机的群体管理。如果仅仅依靠项目管理者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实现 目标的。具体来说 ，就 

是项 目管理者在“知人善任”管理思想指导下，按“合分合”原则和现代管理理论中的“能级相称”原 

则，正确认识每位员工的不同素质、能力，确定每位员工的能级，将其配置在与其能级相适应的管理 

层次，并落实各个员工的责、权 、利，进行决策 目标下的明确分工，在分工中讲协作，在协作中实现人 

员的有机组合 ，建构起现代立体管理组织结构。例如：对于具有操作、利用一定水平的工具设备的 

能力，擅长对各种物品、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制作的人员，将其安置在操作层，加工、构造 

产品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保证产品最佳功能的直接实现；而长于执行，具备立体思维素质的人员 

可配置在中层管理层 ，将有利于这部分人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行纵向指挥，横向监督 ，立体协调， 

起到上下左右纵横联结的作用。 

总之，项 目管理者采用“知人善任”的管理方法 ，就能高明地做到“圣人常善救人 ，故无弃人；常 

善救物 ，故无弃物”(二十七章)。“知人善任”还意味着项 目管理者能根据项 目组织的特点，在项 目 

中充当激励者、活跃气氛者 、维和人员和冲突裁决人 ，能从心理学、行为科学的角度激励组织成员的 

积极性 ，能把每位员工的聪明才智都调动起来，取长补短，善用众人之智，活用众人之力，最终使管 

理工作上升到“善行无辙迹”(二十七章)的境界 ，也就是领导于无形、成功于无形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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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中介机构的发展。(3)大力支持证券公司和上市公司共同发起设立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这 

样，既使上市公司为保证业绩增长和调整主业有充足的项目来源，又可为风险投资建立有效的退出 

机制，从而吸引风险投资的介入。(4)优先批准有实质性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争取增 

发新股及其它形式融资的申请，使重组公司能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总之，全市上下应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高度来重视资本市场的发展，依托资本市场，以 

上市公司为媒介，使重庆经济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迎来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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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的许多深刻哲理对工程项目管理的创新都极 

具启发意义。我们应当弘扬其现代意义，活学活用其管理智慧，并将其运用到工程项目管理的创新 

活动中去，以利于在新的形势下不断提高工程项目管理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任继愈．怎样深化老子思想的讲究?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 

[3] 谢庆绵．“无为而治”——《老子》管理哲学思想[J]．管理哲学，1995，(1)：15—17． 

[4] 冯军．《道德经》的管理哲学浅议[J]．中华文化论坛，1996，(2)：101—103． 

[5] 陈颢．老子哲学对学校管理创新的启示[J]．教学与管理，2001，(3)：13—15． 

[6] 傅云龙．《老子．庄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O0O．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