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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伦理 

一、管理伦理学概述 

（一）管理伦理的内涵 

所谓管理伦理，是指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各种伦理关系以及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道

德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其本质在于将管理伦理的作用与管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以

管理伦理这种管理活动的深层精神动力来推动管理合乎伦理地发展。 

（二）伦理管理的特征 

合乎伦理的管理具有以下七个特征： 

1．不仅把遵守伦理规范视作企业获利的一种手段，更把其视作企业的一项责任。 

2．不仅把从企业自身角度更从社会整体角度看问题。 

3．尊重所有者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4．不仅把人看作是手段，而且把人看作是目的。 

5．超越了法律的要求，能让企业取得卓越的成就。 

6．具有自律的特征。 

7．以企业价值观为行为的导向。 

 

二、现代管理的基本伦理原则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 

所谓以人为本原则，是指在管理中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精神和要

求。在管理中，贯彻人本原则还是物本原则，是区分现代管理与古典管理理论的分水岭。 

人本原则其主要包括：（1）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2）肯定人们相互间的人格平等，将

企业管理视为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事业。（3）肯定人谋取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强调一切管理

活动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 

（二）义利统一的原则 

1．要求管理者在追求管理效益时，其行为要合乎管理制度、规章和道德要求。 

2．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要把本组织利益与其他组织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有机结合

起来。 

3．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把物质利益的获取与道德精神的追求有机结合起来。 

（三）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 

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就是要求管理活动既有效率，又讲公平，要坚持公平与效率的

统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和动力。 

 

三、影响管理伦理的因素 

主要的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和决策者的伦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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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文化 

1．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就是指企业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企业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

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团体意识、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的总和。 

2．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1）企业文化的核心是组织的价值现 

（2）企业文化是一种人本文化 

（3）企业文化是一种软性管理方式 

（4）企业文化的任务是增强凝聚力 

3．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 

（1）企业文化的结构层次：表层文化、里层文化（中介文化）、核心文化（深层文化）。 

表层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企业标志、标识；厂容厂貌厂徽厂旗厂服等；企业的文

体生活设施；企业产品的款式、品质、包装等；企业的纪念品；企业的文化传播网络等。 

里层文化是企业的中间层次，主要指对企业员工和企业组织行为产生规范性、约束性影

响的部分，它规定了企业成员在共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

里层文化主要包括：一般制度；特殊制度；企业风俗。 

核心文化是精神层文化，指企业员工共同信守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职业道德等，它

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形成物质层和制度层文化的基础。 

企业的表层（物质层）文化、里层（制度层）文化和核心（精神层）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精神层是物质层和制度层的思想内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度层制约和

规范着精神层和物质层的建设，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企业文化建设就无从谈起；物质层是

企业文化的外部表现，是制度层和精神层的物质载体。 

（2）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组织精神、组织价值观、组织形象。 

组织精神是企业的灵魂。组织价值观是指企业评判事物和指导行为的基本信念、总体观

点和选择方针。组织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和企业成员对企业、企业行为与企业各种活动成果的

总体印象和总体评价，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承认程度，体现了企业美誉度和知名度。 

（二）决策者的伦理素质 

企业的决策由个人或委员会作出的，它们的道德性质反映了决策者的伦理道德素养，依

赖于个人的一些伦理因素。这些伦理因素主要有：个人的价值观念与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 

1．个人的价值观念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会作出什么样的决策和行动。决策者

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是作出合乎道德的决策的关键因素。 

（1）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 

所谓终极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对人生的终极目标或最终生存状态的信念。工具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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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指人们认为是正确的达到终极价值的手段或行为方式。 

 （2）价值观念的作用因素 

就个人的性格特征而言，主要有两种因素自我强度和控制中心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 

2．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 

道德发展要经历三个层次，每个层次中分为两个阶段。随着阶段的上升，个人的伦理判

断越来越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层次 阶段 

前惯例层次 

只受个人利益的影响。 

决策的依据是本人利益，这种利益是由不同

行为方式带来的奖赏和惩罚决定的。 

 

1．遵守规则以避免受到物质惩罚。 

2．只在符合你的直接利益时才遵守规则。 

惯例层次 

受他人期望的影响。 

包括对法律的遵守，对重要人物期望的反应，

以及对他期望的一般感觉。 

 

3．做你周围的人所期望的事。 

4．通过履行你允诺的义务来维持平常秩序。 

原则层次 

受个人用来辨别是非的伦理准则的影响。 

这些准则可以与社会的规则或法律一致，也

可以与社会的规则或法律不一致。 

 

5．尊重他人的权利，置多数人的意见于不顾，

支持不相干的价值观和权利。 

6．遵守自己选择的伦理准则，即使这些准则

违背了法律。 

有关个人道德发展阶段的研究表明：人们一步一步地依次通过这六个阶段，而不能跨越；

道德发展可能中断，可能停留在任何一个阶段上；多数成年人的道德发展处在第 4 阶段上。 

 

四、改善伦理行为的途径 

1．挑选高道德品质的员工 

2．建立伦理守则和决策规则 

3．在伦理方面领导员工 

4．设定工作目标 

5．对员工进行伦理教育 

6．对绩效进行全面评价 

7．进行独立的社会审计 

8．提供正式的保护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