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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贶宝峰著的《管理(如何抓住本质的学问利学企业管理)》提出了利学企业管理理论，并
且通过这个理论发现并抓住企业管理的本质。本书中，在利学人性观点和利学行为准则
的指导下，对企业文化、制度、执行力、绩效考核、成本控制、企业家、人才管理等问
题进行了分析和应用。 

内容简介

贶宝峰著的《管理(如何抓住本质的学问利学企业管理)》提出了“趋利避害、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利学理论”，阐述了如何应用利学理论管理企业、建立企业文化、建立企
业管理制度、提升企业执行力、进行企业成本控制、进行企业人才管理，以及企业家如
何突破管理误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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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节利学人性观点的核心“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核心，马克思在1864年的《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们用不同的方式
了诠释“趋利避害”的人性。
犯罪行为分析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会触犯法律呢?企业中，为什么大多数员工不会违反公司
制度呢?就是因为“趋利避害”这个人性本能作用于行为的结果。
我们拿犯罪分子触犯法律抢劫银行做例子。抢劫银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技术活，不是一
般人干得了的，不但要受到道德的谴责，失败了还会被抓、被判刑。遵纪守法的绝大多
数人判断其是“弊大于利”的犯罪行为，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得出不能抢劫银
行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有极个别的犯罪分子利令智昏，判断结果正好相反，认为“利
大于弊”，才会去实施犯罪。因为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抢劫银行不一定会被抓住。
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当事人还不起高利贷，为了逃避追杀去抢银行，并
且故意被警察抓住，去监狱避上两年风头。他们同样是在“趋利避害”这个人性下做出
的选择。
为什么捐款?企业家做好事、做慈善的行为，一样是“趋利避害”这个人性特征的具体体
现，因为在捐出善款的同时宣传了公司的品牌，能够为他的公司带来很多商机，事实也
证实了这一点。
汶川地震，生产王老吉(现改名为加多宝)的公司通过亿元捐款一举成名，客观上给企业
带来滚滚利润和美誉。因为捐款数目的多少会影响到荣誉、威望、业绩，很多实名制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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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投资行为。
匿名捐款一样是“趋利避害”的体现，因为捐款人可能受到某种思想或者宗教的影响，
比如“好心得好报”“子孙继承太多的遗产，可能会祸害子孙”等。这时其捐款的动机
仍是“趋利避害”，希望自己得到好报，或者子孙得到好报。
还有一些人捐款是出于好心，这种行为依然是“趋利避害”的。因为捐款人会从中得到
满足和幸福感，就像我们遇到乞丐会掏出一元钱那样。
马克思曾经直言不讳的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178页)。看看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拼命
工作的老板、兢兢业业的员工、上进的公务员、起早贪黑的小贩、操劳的家庭主妇、为
应付考试通宵达旦做准备的学生，哪一个人做得事情不是“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呢?人们
学习、恋爱、婚姻、工作、生活等各种行为，人们做的哪一次选择不是“趋利避害”呢?
人性是“趋利避害”的，“趋利避害”的依据是法律、道德、习俗、制度、风气，这是
一种天性。人们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总是尽力争取，对自己有害的事情总是尽力回避，尤
其是在利益攸关时。 第二节利学人性观点的核心“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核心，马克思在
1864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了诠释“趋利避害”的人性。 犯罪行为分析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会触
犯法律呢?企业中，为什么大多数员工不会违反公司制度呢?就是因为“趋利避害”这个
人性本能作用于行为的结果。 我们拿犯罪分子触犯法律抢劫银行做例子。抢劫银行是要
冒很大风险的技术活，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不但要受到道德的谴责，失败了还会被抓
、被判刑。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人判断其是“弊大于利”的犯罪行为，从“趋利避害”
的角度出发，得出不能抢劫银行的答案。当然，也可能有极个别的犯罪分子利令智昏，
判断结果正好相反，认为“利大于弊”，才会去实施犯罪。因为他们抱着侥幸心理，认
为抢劫银行不一定会被抓住。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当事人还不起高利贷
，为了逃避追杀去抢银行，并且故意被警察抓住，去监狱避上两年风头。他们同样是在
“趋利避害”这个人性下做出的选择。 为什么捐款?企业家做好事、做慈善的行为，一
样是“趋利避害”这个人性特征的具体体现，因为在捐出善款的同时宣传了公司的品牌
，能够为他的公司带来很多商机，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汶川地震，生产王老吉(现改
名为加多宝)的公司通过亿元捐款一举成名，客观上给企业带来滚滚利润和美誉。因为捐
款数目的多少会影响到荣誉、威望、业绩，很多实名制捐款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是一
种“趋利避害”的投资行为。 匿名捐款一样是“趋利避害”的体现，因为捐款人可能受
到某种思想或者宗教的影响，比如“好心得好报”“子孙继承太多的遗产，可能会祸害
子孙”等。这时其捐款的动机仍是“趋利避害”，希望自己得到好报，或者子孙得到好
报。 还有一些人捐款是出于好心，这种行为依然是“趋利避害”的。因为捐款人会从中
得到满足和幸福感，就像我们遇到乞丐会掏出一元钱那样。 马克思曾经直言不讳的说过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
民出版社，1995，178页)。看看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拼命工作的老板、兢兢业业的员
工、上进的公务员、起早贪黑的小贩、操劳的家庭主妇、为应付考试通宵达旦做准备的
学生，哪一个人做得事情不是“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呢?人们学习、恋爱、婚姻、工作、
生活等各种行为，人们做的哪一次选择不是“趋利避害”呢?人性是“趋利避害”的，“
趋利避害”的依据是法律、道德、习俗、制度、风气，这是一种天性。人们对自己有利
的事情总是尽力争取，对自己有害的事情总是尽力回避，尤其是在利益攸关时。 正是因
为人类的这种特征，才有可能让优秀者生存下来，劣势者被淘汰，也就是英国生物学家



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所说的。在企业管理中，不会应用“趋利避害”这个人性核心
，注定是要吃大亏的。 翻开中国历史，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各国
打了几百年的仗。每次战争，交战双方都会找出种种理由，毫无例外地宣称自己是“正
义”的一方。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一句“春秋无义战”，给出了全面恰当的概括。根据利
学人性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战争都是征战各方在其人性引导下所做出的“趋
利避害”选择，与“正义”“非正义”无关。 “趋利避害”利学人性核心的应用——“
三家灭智”春秋末年的晋国，卿大夫家族的势力己经凌驾于公室之上，其中以智氏最为
强大。 智襄子仗着智氏强大，向韩康子提出割地的要求，韩康子不肯，但家臣段规说：
“智襄子不仅生性贪婪，而且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攻打我们。不如答
应他的要求，让他觉得获得土地很容易，再加上他为人骄奢贪婪，必定转而又向其他人
勒索土地。如果其他人不给，他一定会起兵讨伐，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免祸，到时候
还能从中取利。”韩康子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使臣去见智襄子，忍痛将一块有一万户人
家的土地割让给他。 贪心的智襄子果然不满足，以为仗着势力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竟
向魏桓子提出割地要求。魏桓子不愿平白无故把土地送人，召集家臣商议对策。 任章问
：“为什么主公不愿给地呢?”魏桓子回答：“无故索取，毫无道理，当然不能给他。”
任章说：“就是因为无故索取，毫无道理，所以更要给他!智襄子毫无道理地强行勒索他
人的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的恐惧，我们答应给他，他一定会骄傲。他会因骄傲而
轻视敌人，而我们会因为恐惧而相互团结，共同对付骄傲的智襄子，智家的命运就不会
长久了。主公不如先答应智襄子的要求，以培养他的骄横，然后，我们再拜交仇视智襄
子的盟友，共同对付智襄子。”魏桓子觉得有道理，便也把一块有一万户人家的土地割
让给了智襄子。 得到了韩、魏的割地，智襄子更是不可一世，转而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和
皋狼两处土地。赵襄子可不是好欺负的，断然拒绝了智襄子的要求。 智襄子大怒，兴兵
攻打赵氏，并命韩、魏两家一同起兵助阵。三家联军围赵于晋阳，联军久攻不克，遂引
河水灌城。眼看晋阳就要被河水淹没，攻破晋阳指日可待，智襄子大为振奋。但是，韩
康子和魏桓子不仅不高兴，反而眉头深锁、忧心忡忡。 这时，赵襄子派家臣张孟谈偷偷
出城，向韩、魏两家首领说：“我听说唇亡则齿寒，今日这河水可以淹没赵氏，难道明
天就不能淹没韩、魏二氏吗?赵、韩、魏三家受智氏欺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智襄子
屡次向我们勒索土地，他的野心难道还不明白吗?如果今天赵氏灭亡，明天恐怕就要轮到
你们两家了。”由于三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利害一致，便当下结盟，约定好共同起事的
时间，共灭智襄子。一天夜里，赵襄子派人杀死智军守堤军吏，然后，掘开堤口反引河
水，倒灌智军大营，韩、魏两家则趁机从侧翼攻击，大败智襄子的军队。获胜的韩、赵
、魏三家杀了智襄子，消灭了智氏一族。 后来，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周天子封
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史家习惯以这一年作为春秋时代的结束，紧接着开启了
战国的新纪元。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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