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聂娟，贵州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文章引用：聂娟．浅析自然辩证法对管理学的应用［J］．管理前沿，2022，4（4）：130-134．

https://doi.org/10.35534/fm.0404014c

管理前沿
2022 年 10 月第 4卷第 4期

浅析自然辩证法对管理学的应用
聂  娟

贵州师范大学，贵阳

摘  要｜管理学是一门科学学科，学用方法解决管理问题，是一门科学，同时更是一门

艺术。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关于自

然界、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以及人类的一种综合性理论体系。而管理学中时时

刻刻都在用自然辩证法体现着自身。本文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科学方法以及观

点在管理学中的应用，进行讨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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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科技的高速进步，管理学的应用范围和

要求也越来越高，管理越来越专业化、结构化、系统化。管理是为了实现既定

的目标而采取的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对相关的人、事物、时间、信息等进行计划、

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管理学强调了两个很重要的目标，

效果和效率。该专业在要求人们在具备扎实系统的管理理论的同时，而且还能

运用系统的分析方法来解决管理领域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为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提供解决方案，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于发展。

自然辩证法哲学思想中许多基本观点、基本理念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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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价值。如辩证唯物论中的实践论、事物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的发展论、矛

盾的统一与对立的矛盾分析法，以人为本的基本原理及理念，为应用管理学等

学科提供了简要的思维方式，为管理学具体学科的研究、学习、应用提供了认

识与不断深化认识的科学指导。在管理学的研究学习中，人们都在不知不觉中

运用自然辩证法科学方法论，因其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指导方针和行

为指南。

1  管理学中管理实践的辩证看待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最早把自然辩

证法运用于管理学实践中的，要数著名的经济学家泰勒了，他在研究管理学

时，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实验实践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铁块搬运实验，通过

该实验，他成功地为工人们制定了详细而又合理的日工作量，泰勒的不断实

践，不仅取得了管理学理论体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还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

会发展的进步。继泰勒之后，又出现了梅奥的社会人假说，这也是其通过了

大量的科学实验和不断地科学总结，为管理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之

后，又有很多科学家在管理学的领域，不断地实验、实践、探索，从而获得

了更多管理活动中的客观规律，运用这些规律，企业的管理实践就可以得到

大幅度地提升，这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毋庸置疑，任何一种理论的绝对

不是空穴来风，凭空臆断出来的，一定是通过了长期实践的结果，它的价值

魅力最根本之处，就在于能合理地揭示现象之下的生成规律，并能努力探索

出社会进步的发展良策。将自然辩证法实践的观点运用到在管理学的研究中，

就必须真正走进企业，深入调研，充分运用实践带来的科研工具，进行科学

管理，加强管理科学的科学性。

2  “发展”是管理的进步源泉

马克思发展观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中，它们都会经

过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个过程。只有发展，才有动力，才会进步。基于这一

点，在进行企业管理和战略决策时，就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企业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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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自身的发展不能分裂，不仅要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还得根据企业的实

际情况。在对企业管理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时，就一定要熟悉问题的来龙去脉，

以变化发展的眼光来对待企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例如，华为公司对 IBM

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方法进行批判性地吸收。此种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方法

主要是采取国际上最先进最突出的科学技术，以及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

来总结出适合我们国家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技术。以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来看待企

业中遇到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能够指导企业进行正确而又有战略性的实践活动

和决策。

3  矛盾机制在管理中的应用

马克思哲学自然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也常常应用于各大中型企业管理中。

矛盾分析法是指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观察、分析社会现象，以到达认识社会

现象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与机制的方法。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它既有斗争性，

也有同一性；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既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这就

要求在企业管理中，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能片面地把一种问题界定为一种

性质。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

在对矛盾进行分析时，不能只就其中一个性质来进行判别，必须同时考虑矛盾

的两个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不能分离开来的。因此，在采用矛盾分析法进

行管理科学研究时，要把握好矛盾的两个属性，多方面、多视角地去观察、分析、

研究、解决问题。

4  “以人为本”理念在管理中的运用

马克思认为：人才是自然界真正的本。因而“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

和经济领域的基本理念，也在各个领域受到了广泛的认同，甚至是拥护。人本

主义作为人本身的自我意识的体现，它主要是从价值意义上来表现出对人的尊

重和善待，这种思潮在当今社会也想当普遍。因为不论是哪个时代，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都依赖于民生问题的妥善安排和解决。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一些外企或

者跨国公司，把“以人为本”这种理念运用得比较到位。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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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理论分析，在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这些基本需求时，还有两

种高层次的需求，那就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价值的需求，正是这后两种需求，

才不轻易被满足。

由此可见，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思想无时无刻不渗透在管理学专业之中，

它从宏观和微观的两种角度来把握管理学学科，使得管理理论和实践结合得

更加顺畅，有效。自然辩证法和管理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通过对自然

辩证法的科学方法的运用，可以对我们实际管理活动起指导作用。它可以为

我们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更好地去处理一些管理活动中的实际问题。

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并且综合运用于管理学学科之中，不仅

要从我国当前的管理学理论的实际需要出发，还要把自然辩证法中的理论原

理用于企业管理或者其他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具体问

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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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to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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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ement i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learning methods to solve 

management problems, is a science, but also an art. Dialectics of nature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t i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ystem 

about na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 beings. And 

management is always using natural dialectics to reflect itself.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and study the scientific method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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