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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与管理

洪 瑾

摘 要

关桩词

人际 关来状况对管理工作成效具有重要影响
。

本文讨论 了人际 关 来对管理的基本作

用
、

影响人际 关 来的一些 因素以及建立 和谐人际 关 来的一些基本策略
。

人际 关 来 管理 策略

管理者处在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中
,

处理

人际关系不仅在管理工作中会占用相当多的时间
,

而且处理结果也将直接影响到管理的效果
。

科特的

研究发现
,

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和

维持一个庞大的
、

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 ①甚至有

学者认为
“

人际关系活动并不只是管理工作的一部

分
,

而是管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秘明茨伯格对五位

美国企业的总经理所做的观察也发现
,

管理者花在

人际关系活动 交谈 的时间高达 ⑧ 。

在我国
,

企业厂长的工作中花在人际关系上的时间大约也

占总工作时间的
。

因此
,

处理人际关系的工作

成为影响管理工作效果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

管理中涉及到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
,

有管理者

与下级员工之间的关系
、

管理者与上级之间的关

系
,

亦有管理者与同级以及企业外部人员的关系
。

本文中针对管理者与下级人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一

些讨论
。

一
、

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对管理工作的 , 耍性

美国的管理学家理查德
·

帕斯卡尔说过
,

无论

在东方或西方
,

老练的经理人员都懂得
,

唯有不被

职工视为争权夺利的人
,

才有可能获得和谐的人际

关系并取得工作的实效
,

善于幕后指挥的人往往 比

锋芒毕露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就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了人际关系及其处理技巧对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

和

谐的上下级关系对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
,

保证管理者做出更为准确的决策
。

有效

的决策依赖于充分和准确的信息
,

由于员工更接近

生产经营的主战场
,

能够及时了解某些方面的问

题
,

掌握某些方面的信息
,

拥有有关方面的知识和

技能
,

具有解决某些问题的独到见解
,

因此 良好的

上下级关系有助于管理者从下层及时获得充分和

准确的信息
,

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决策
。

第二
,

有助于决策的执行和完善
。

决策由管理

者做出之后
,

必须要 由职工执行
,

良好的上下级关

系
,

是保证员工通力合作
,

共同完成决策 目标的重

要条件
。

同时
,

良好的上下级关系还可以使员工在

执行决策过程中自觉 自愿地弥补决策本身的缺陷
,

员工不致于产生暴露决策的缺点使管理者难堪的

心理
。

第三
,

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有助于使管理者提高

自己在组织中的威望
,

利于与下级员工达成共识
,

提高员工的忠诚态度
,

使员工产生 自觉的行动
,

从

而实现有效的管理
。

二
、

影响上下级之间关系的一些主要因素

了解影响人际关系的各种因素
,

会使管理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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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采取适当策略
,

融洽与下级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组织中
,

组织文化因素和激励因素从来都对

人际关系网络产生重要影响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的基本价值观
,

共同的信仰

和行为规范
。

一个组织的文化状况与该组织的风

气
、

坚持的管理哲学
、

组织的 目标和政策以及组织

中每一个成员的思想状况有关
,

并受组织成员的基

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影响一个管理者如果不了

解他所在的组织持有的基本价值观
、

人们的思想观

念
,

就不可能与被领导者在思想上进行沟通
,

融洽

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

人的需要支配着人的行为
,

员工的个人需要是

否能够得到满足也影响到管理者与下级人员的关

系
。

现代激励理论认为
,

行为的发生与个人的需要

相联系
。

管理者要引导职工的某种行为
,

推动某种

行为的发生
,

应首先满足职工的某种需要
。

当然
,

应

注意使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满足间的平衡
,

有时精

神需要的满足和精神激励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力可

能更大些
。

三
、

创造和谐人际关系的策略
’

利用组织文化因素可以影响与下级人员之间

的人际关系
,

即利用组织内的基本价值观念
、

基本

信仰和行为规范的力量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

影响到人的行为方式
。

人总是处在一种不断地

追求当中
,

组织成员持有的价值观是工作的重要动

力
,

指导其行为
。

如果一个组织能使
“

在所有领域都

获得最佳
”

这样的价值观成为全体员工的价值观
,

则会使员工朝着最佳的方向努力 如果一个组织崇

尚
“

人是最重要的
” ,

管理者爱护人
、

关心人
,

组织内

的成员就会拥有高昂的工作热情和 巨大的工作动

力
,

使其成员之间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气氛

一个组织文化包含的价值观是多种多样的
,

管

理者可以通过强调某种价值
,

达到影响人行为的目

的
,

但单纯强调价值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
,

会给人

一种强制的感觉
,

而将管理者力主的价值观潜移默

化地变为员工的自觉行为
,

可能是一种更为策略的

方法
。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证明了群体对个人行为有

重要的影响
,

因此管理者影响下级行为的最有效的

途径之一是利用某种群体力量
,

通过与群体成员建

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
,

产生对该群体的影响
,

然后通

过群体力量影响群体中的其他成员
,

使之贯彻管理

者的意图
。

当然需注意的是
,

非正式群体对个人行

为的支配力量常常不亚于正式群体的作用
,

管理者

与各种不同类型的非正式群体的领袖人物处理好

关系
,

也是影响其组织成员的重要途径
。

另一方面
,

当群体某些成员对管理工作造成不利影响时
,

管理

者也可 以利用群体内聚力
,

约 束个人的
“

越轨
”
行

为
。

中国人有含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传统
,

在处理

人际关系时使用一定技巧应是管理者影响他人行

为的基本策略形式
。

人有 自尊和受别人尊重的心理

需要
,

愿意听到赞美
,

不喜欢被直截了当地批评
。

这

些心理学结论对于管理者的交往方式应具有指导

作用 比如将命令
、

指责变成建议或令人信服的劝

告
,

也许会更易于让人接受
,

使人改变自己的行为
。

当然
,

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
,

以

何种交往方式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

并没有统一的

模式
,

需要管理者因时
、

因地
、

因事
、

因人而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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