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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企业成长发展的智慧大道
张亚兵（含弘）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合肥 230051）

摘要：针对行业目前所存在的突出管理问题，即很多企业都在片面地强调“术”的管理，而忽视“道”的管理，并由此给企业

带来一系列成长与发展的困惑与困难，有鉴于此，作者原创性地提出运用《易经》太极阴阳思想来治理企业，同时有机地将西方

逻辑管理思想引入其中，从而充分彰显企业管理的智慧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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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化竞争洗礼，不

可否认，其管理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企业所沿用的

各项“管理之术”为其赢得竞争优势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然而，现今又有很多企业经理人时常发出感

叹，即自己沿用多年的“管理之术”似乎越来越不灵

了。为此，企业经理人对当下和未来纷纷感到彷徨

与无奈，甚至是焦虑不安。针对行业所出现的这种

新局面，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种业已经到了一个强调

“管理之道”的时代，而这需要企业本着“道”的智慧

思想来管理自我。有鉴于此，本文将简明阐述种业

成长发展的智慧管理之道。

1　行业现状与论道的必要性
1.1　行业正经历诸多困惑与困难　客观地说，中国

种业当下正经历着诸多困惑与困难，这些困惑与困

难集中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1　行业品种井喷　目前，整个行业品种正呈井

喷之势，但亦显现泛滥之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当前品种审定（包括引

种备案）的速度过快了一些，审定通过且具有竞争

力的品种并不多见，多数品种“含金量”不高；二是

整个行业的信用机制不够完善，种业市场的“诚信”

土壤还没有真正确立。

1.1.2　企业产品过剩　引发企业产品过剩的原因，

不仅是因为品种井喷所致，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贪大

贪快的理念占主导，对累积经营所隐藏的库存风险

重视不够，并突出表现为：生产盲目、库存盲目、现金

流管理盲目。

1.1.3　企业经营迷茫　正是因为行业品种井喷、企

业产品过剩以及自身的商业情商等存在问题，从而

使得众多种业企业深陷迷茫，对管理去向亦不知所

措，并时常犯下不应有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又主要表

现在：忽悠营销、侥幸营销、经销商转战企业。

事实上，中国种业目前所呈现出的诸多困惑与

困难，其本质都是因为过多依赖于“管理之术”，而

忽视“管理之道”所引发，并且这种管理之术常常带

有浓厚的投机取巧思想。

1.2　“道”让企业不再感到困惑与困难　针对行业

所呈现出的诸多困惑与困难，种业企业仅凭既有的

企合作的终极目标，即赢得市场和增加公司的经济 
效益。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种子生产正处于重大转型

的历史时期，这给种子企业和育种工作者都带来了

新课题，品种审定正朝着登记制迈进，今后种业类公

司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研方面的实力较量，并会

逐步拥有各自特色品牌。未来，谁拥有自己的科研，

谁就能掌握市场的话语权，黄羊河种业也必将走上

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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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术”，似乎已很难取得良好的管理成效，毕

竟，中国种业已经到了一个强调“管理之道”的时

代。惟有“道”才会让企业不再感到困惑与困难，这

是因为：（1）大道至简。“道”，它能将复杂的问题变

成简单化，从而易于企业看清事物发展的本质，抓

住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点；（2）大道至远。只有遵循

了“道”，秉承了“道”，践行了“道”，企业成长发展之

路才会走得更远，才会规避更大的经营风险与闪失。

可见，“道”能够帮助企业减少迷茫、减少盲目、减少

犯错，从而让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道”，它究竟能给企业带来什么呢？综

合起来，“道”，主要能给企业带来以下 3 个方面的价

值思想。（1）明理。“道”，因为它强调“修齐治平”，

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道”能让企

业更加明理，而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管理要诀，它体

现出的是一种“道”理思想。（2）明治。“道”，因为

它强调“自强不息”与“顺其自然”，从而让企业心安

理得并泰然处之。这其中“自强不息”，出自《易经》

乾卦内容，它所彰现的是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

而“顺其自然”，它所强调的是“企业能做多大，就做

多大”，不要过于冒险与心存侥幸，它所代表的是道

家的“得失相依”思想。（3）明心。所谓“明心”，就

是让企业的心境变得更为透明与平静，也就是中国

儒家、道家和佛家所提倡的心定与禅定。面对功名

得失与经营成败，企业应尽可能向“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靠近看齐。

当企业以这样的心态看其当下、看其未来，企

业就会深悟明白，先前的“困惑”不再是“困惑”，先

前的“困难”不再是“困难”；否则，企业永远陷于一

种自我纠结之中，而无论你的企业做多大、目前取得

什么样的成就。

1.3　“道”与“术”的本质区别　事实上，当人们谈

论道的时候，常常又离不开术，并表现为二者不可分

割，或者说彼此相互融合。

1.3.1　术的内涵　所谓“术”，简单地说，就是基于

环境的相关特性以及企业基本面而采取的各种具体

管理方法。

1.3.2　道的内涵　《易经系辞》有文曰：“形而上道

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道”是从表象中

进行抽象而得的管理概念。

依上可见，“术”，更多强调的是方法应用，而

“道”，更多强调的是理论概念。

2　 传统文化对“道”的认识以及太极阴阳的
智慧管理思想

2.1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

对“道”的认识，可以从儒家、道家和《易经》3 个方

面来认识，以下分别述之。

2.1.1　道家对道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的

认识，起源之一是老子的《道德经》。老子在《道德

经》中说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

就是说，“道”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出来的，能简单

用语言描述出来的，都不能称为“道”。为什么？因

为“道”需要提炼与总结。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说到：“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

社会，都是来源于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也就是说，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和阳所组

成，此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事实上，《道德经》里的“道”，它是指相对的无

极，或者说是指太极中的无极，也就是强调人们做企

业也好，生活也好，都需要尽可能保持一种无欲无为

的本自然状态，也就是做到“太极中的无极”。如果

你不保持这种状态，而追求绝对的极，也就是无极，

而无极意味着事物还未形成之前，或者事物已经走

向死亡。所以说，老子《道德经》中的道，真正的内

涵并不是指混沌原始的无极，而是指在太极中做到

无极。那么，如何在太极中做到无极呢？具体来说，

它需要人们做到以下 3 个方面：（1）需要本着道法

自然的生活状态。因为你的生活状态与工作状态是

紧密关联的，二者是不可分离的。（2）需要本着顺

其自然的事业追求。企业最终能做多大，只有前面

努力并尽力了，其结果与过程，企业都是要认可的。

（3）对管理者来讲，强调无为之治。所谓无为，它是

指在太极管理中，不要破坏自然与影响他人，努力达

成与他们之间的和谐。

2.1.2　儒家对道的认识　如果说，道家的道是追求

太极中的无极，那么，儒家的道则是追求太极中的有

极。什么是太极中的有极？它是指企业需要秉承自

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来把事业做得更好，并需要达成

一种境界，或是秉承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中庸。

事实上，儒家在论这段话的时候，它是在强调对结果

的一种天命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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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易经对道的认识　事实上，无论是儒家也好，

道家也罢，其所有的文化思想，都是来源中国传统文

化的源头，这个源头，儒家称其为“群经之首”，道家

称其为“三玄之冠”，也就是《易经》。

《易经》的思想玄奥而又简单，并可以高度概述

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就是

说，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所组成，而阴、阳共同构成

太极。所以说，中华文化是太极文化，中华文化是阴

阳文化，而这要求企业秉赋“太极阴阳”思想，并依

此来践行中华文化的智慧大道。

2.2　太极阴阳的智慧管理思想　围绕认知与践行

太极阴阳的智慧管理思想，企业重点需要抓好以下

方面认知。

2.2.1　太极阴阳的管理启示　《易经》的核心思想

主要是围绕“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定大业。”来阐述的。

这其中，“是生两仪”的“两仪”，分别是指阴和阳。

那么，在企业管理中，阳和阴的管理又是如何体现出

来的？

从更大范围来看，阳的思想就是企业的显性管

理，它所追求的是基于西方逻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

管理，论及的是企业经营之道；阴的思想就是企业的

隐性管理，而隐性管理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认知

的玄学管理，它所追求的是企业天命之道。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指有清晰的逻辑推导，经

过客观验证，并形成完善的理论应用体系。

什么是玄学？玄学是指中国人对宇宙自然多

年来所形成的一种主观积淀认知，这个主观认知目

前并没有被科学所发现，也没有被科学所充分验证，

但它又着实在影响人们的思维与行为。

进一步，既然任何事物又都是由阴、阳所组成，

故科学管理的企业经营之道，也应是由阴和阳所组

成。这其中，企业经营之道的“阳”，主要是强调企

业战略、战术和执行一体化管理，强调制度与流程的

规范化；而企业经营之道的“阴”，主要是强调企业

需要确立两个价值观：一个是普世价值观，一个是核

心价值观。这里的普世价值观，主要是指儒家所提

倡的“仁义礼智信”，而核心价值观，则主要是指企

业所应秉承的核心价值理念，譬如说，工作责任心、

执行力、团队精神等。

除了科学管理的经营之道外，基于玄学管理基

础之上的天命之道，它是千百年来中华民俗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玄学管理的“阳”，主要是通过卦象

所体现，而玄学管理的“阴”，则主要是通过八字命

理所体现。因这部分内容深奥敏感难懂且受篇幅

限制，故在此不作论述，仅是将其列为智慧管理的

“阴”。

总之，在管理实践中，如果企业既秉承经营之

道，又秉承天命之道，这是大智慧；如果企业仅秉承

经营之道，没有秉承天命之道，这是小智慧；如果企

业仅秉承天命之道，没有秉承经营之道，这是少智

慧；如果企业既没有秉承经营之道，又没有秉承天命

之道，则是无智慧。

2.2.2　太极阴阳的智慧管理图式　太极阴阳的智慧

管理图式是对企业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上文

关于太极阴阳智慧管理的内容总结，其理论思想主

要源于两方面：一是阴阳管理；二是逻辑管理。这其

中，阴阳管理主要是让企业更加知晓管理的本质，而

逻辑管理主要是让企业更加理清管理的思路。

作为对智慧管理思想的一种概括与总结，引用

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一句话，即“尽人事，听天

命”。这其中“尽人事”，它强调“阳”，需要的是“科

学管理”，而“听天命”，则强调“阴”，需要的是“玄学

管理”。事实上，企业做到了“尽人事，听天命”，也

就是秉承了阴阳合德的智慧大道，而这是企业成长

发展的管理宝典与真正的秘籍所在。

2.3　智慧管理在企业管理上的应用　如前面所述，

智慧管理的阳，强调的是经营之道，它表现在企业管

理上，也就是笔者原创所提出的四度管理（表现在

营销管理上，则为笔者原创所提出的三达营销）；而

智慧管理的阴，强调的是天命之道，它主要强调企业

需要做好品牌命名管理。

2.3.1　智慧管理之四度管理　根据智慧管理的太极

阴阳之道思想，这里，笔者将四度管理视为一个太

极，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 2 个子太极，其中，第 1 个

子太极是由高度管理和深度管理所组成，第 2 个子

太极是由权度管理和速度管理所组成。进一步就这

2 个子太极的阴阳组成来说，高度管理构成第 1 个

子太极中的“阴”，深度管理构成第 1 个子太极中的

“阳”，而权度管理构成第 2 个子太极中的“阴”，速

度管理构成第 2 个子太极中的“阳”。需要说明的

是，由高度管理和深度管理所构成的第 1 个子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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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反映的是“刚柔有体”的智慧管理思想，而由权

度管理和速度管理所构成的第 2 个子太极，它强调

的是“动静有常”的智慧管理思想，而“刚柔有体”和

“动静有常”恰恰是易经太极阴阳思想的要诀所在。

（1）企业高度管理。它旨在强调企业应通晓与

运用其成长发展的管理路径，特别是需要围绕传统

儒家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管理思想

来统领企业全程和全方位发展。这其中的“修身”，

主要是强调智慧之“阴”，它是做好智慧之“阳”（即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与归宿。可见，企业

高度管理更多强调的是智慧之“阴”。

（2）企业深度管理。它旨在强调企业应系统提

升自我的整体管理能力，特别是需要对现代西方管

理学相关知识进行必要的整合与强化运用，进而全

面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与成效。这其中，最为重要

的是企业应充分做好战略、运营和执行的一体化管

理以及制度流程的不断优化管理。可见，企业深度

管理更多强调的是智慧之“阳”。

（3）企业权度管理。它旨在强调企业应适时把

握与调整好自我的发展定位与管理节奏，通过完善

与强化企业的时位管理，进而充分体现适应和适中

管理思想。有关权度管理的本质，重在强调企业推

行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并做到稳中前行。可见，

企业权度管理更多强调的是智慧之“阴”。

（4）企业速度管理。它旨在强调企业应抓好运

营与执行层面的时效管理，特别是针对行业竞争已

经突显出以时间竞争为主导的管理特征。为此，企

业需要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来全力提升其管理时

效，特别是围绕内在价值链与外部供应链的动态管

理来做好自我管理速度的提升。可见，企业速度管

理更多强调的是智慧之“阳”。

2.3.2　智慧管理之品牌命名　就企业品牌命名而

言，总体上需要从义理内涵方面予以把握。因篇幅

限制，在下文只对其作扼要介绍。

品牌命名的义理内涵。品牌如同一个人，它需

要拥有良好的义理内涵，从而易于大众口碑传播。

在管理实践中，企业给品牌命名一般有 3 种方式：情

感型，如德农等；联想型，如隆平等；中性型，如中种

等。在这 3 种类型中，情感型与联想型的品牌名称，

它们易为广大农户从心智需求层面所接受，并且更

易于传播，而中性品牌通常是一种简称或者是具有

某种特殊含义，其不足之处在于，企业往往难以提炼

与设定由品牌名称所演化出的品牌核心价值。

进一步就品牌命名的义理内涵来说，主要有 3
种价值取向可供选择：强调“仁、义、智、信”价值理

念；强调“稳中前行，中庸至上”价值理念；强调“持盈

保泰”价值理念。至于品牌命名的引用与出处，企业

可以多参考国学经典如“四书五经”、各类诗词史事

等，也可以本着以上 3 种价值取向进行直接命名。

以上是笔者根据古老易经太极阴阳思想所演

化提出的智慧管理之道，它较好融合了太极阴阳思

想与西方逻辑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以和谐为导向

的大道治理思想，其内容涵盖儒家、道家以及西方管

理学的管理精髓。因受篇幅限制，有些内容未作展

开，也请读者给予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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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节水小麦中麦 36 
在极旱年创高产新记录

中麦 36 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景蕊

莲研究员及其团队经过多年潜心选育而成，2018 年通过国

审，适宜于黄淮冬麦区北部旱地及同类生态区种植，2019
年获植物新品种保护权。6 月 17 日，“小麦抗旱节水品种

中麦 36 现场考察暨研讨会”在陕西省宝鸡市召开。现场

专家组依照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

法》，对位于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的 600 亩高产示范田进

行现场实收测产，用联合收割机随机收获 3 块样方，合计

实收面积 8.094 亩，加权平均后折合亩产 540.31kg。专家

一致认为，在本年度小麦生长期间遭遇近 60 年来罕见持

续干旱的情况下，中麦 36 抗旱性表现突出，丰产性和稳产

性良好，耐病性强，株型紧凑，中早熟，灌浆快，落黄好。作

为国审绿色小麦新品种，中麦 36 很好地适应了国家一控

（节水）、二减（化肥农药）、三提高的农业发展目标，满足了

广大农民的生产需要。专家组建议继续进行多点示范，并

研究集成配套栽培技术措施，加快大面积推广应用，让更

多农民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来源：作科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