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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尝试借用物理学相关概念来探讨管理学的相关问题。本文主要从力、加速度、熵、惯性等物理

学概念和原理引申到管理学相关的问题，并基于它们之间的内在相似性进行分析，目的是给管理方法、管

理过程提供一种更新的视角。在文章中，为了更好地推进讨论的深入，本文还探讨了华为和马斯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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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物理学(physics)，是研究物质最一般的运动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是我们从小学到大的一门学科，

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物理学研究范围广泛，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等一切物质

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规律，有着许多分科，如力学、光学、热学电磁学等，成为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

基础。物理学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物理学是当今最精

密的一门自然科学学科，它同时是一门实验科学，充分用数学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崇尚理性、重视逻辑

推理。 

管理学是一门更偏向社会科学的学科。应该说，管理学和物理学是相距甚远的两门学科门类。但是，

本文认为，管理学可以借用物理学的一些思想。本文尝试借用物理的力、加速度、熵、惯性等概念和原理

对管理学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给管理学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思路。 

二．物理学概念对管理的启发 

2.1 管理学中的力与加速度 

物理学中关于“力”等相关术语在管理学中已被广泛运用(邓乃伏，2011)。力(Force)是物理学中的基本

概念之一，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不能脱离物体而单独存在，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力是使物体改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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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或形变的根本原因。在动力学中它等于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加速度(Acceleration)是速度对时

间的变化率，表示速度变化的快慢。当运动物体的速度方向与加速度(或合外力)方向之间的夹角大于 90°而

小于或等于 180°时，速率将减小，运动方向将改变；当运动物体的速度和方向与加速度(或合外力)方向之

间的夹角小于于 90°时，速率将增加，方向改变。只有外力与运动方向一致时，才能获得最大的加速度继

而获得最大的速度和动能，才可能去做更大的功。 

 

 

 

 

 

                              

其实，力与加速度的思想早已被移植到了管理学等人文科学中。管理学中引入了很多与管理效率相关

的力的概念。例如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创造力、支撑力、合力、阻力、向心力、领导力、执行力

等。下面以执行力、领导力和合力为例，来阐述力和加速度在管理学中的应用。 

2.1.1 执行力 

执行力指的是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是把企业战略、规划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

关键。衡量执行力的标准，对个人而言是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对企业而言就是在预定的时

间内完成企业的战略目标。一个团队执行力的强弱,是团队管理水准的标志。一个没有执行力的团队,就没

有战斗力。很多人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更改指令，这是万恶之源。因此必须沿着原则的方向前进,不能走样,

不能偏离，才能真正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这如同物理学中牛顿第二定律反应的力与加速度的关

系，只有力的方向与运动方向一致时，才能获得正向加速度，速度才能不断增加，才能储存更多能够转化

为功的动能。执行力中主要的不仅是力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力的方向。 

2.1.2 领导力 

领导力(Leadership)是领导者凭借其个人素质的综合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对特定个人或组织所产生的人格

凝聚力和感召力，在管辖的范围内充分地利用人力和客观条件在以最小的成本办成所需的事提高整个团体

的办事效率的能力，是保持组织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产品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的 IT 行业为

例，当某个新产品诞生时，企业所制定的策略往往会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失去意义，这也对企业的领导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企业领导力已经难以满足当今企业的管理需求，中国企业家亟需掌握国际化

的领导力知识和视野来装备自己。领导者要深知通过管理要达成什么目标、管理的力度到底是该轻还是该

重、管理的着手点是哪，这些与力的三要素：力的方向、大小、作用点非常相似。在进行管理实践时，应

尤其注意管理的时机力度，注意方式，并保持自己的管理动作和目标高度一致，才能将领导力的作用发挥

到极致。 

2.1.3 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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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质点上的几个力共同作用时产生效果如果与某一个力 F的效果相同，那么这个力 F就叫做几个

力的合力 (resultant force)。力是矢量，合力指的是作用于同一物体上多个力加在一起的矢量和。合力是矢

量，矢量的加减法满足平行四边形法则和三角形法则。如果两个力不共线,则对角线的方向即为合力的方

向。如果两个力的方向相同，则合力等于两个力的和，方向不变。如果两个力的方向相反，则合力等于两

个力的差，方向和大一点的力的方向相同。如果两个力是平衡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力)(Equilibrium 

forces)，合力为零。 

 

 

 

 

 

 

 

 

 

 

 

分析物理的受力时，分析的往往就是物体受到的合力。合外力越大，该方向的加速度也就越大。而要

获得最大的合力，需要各个分力的方向均一致，所谓力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就体现了物理学中的获得

最大合力，激发最大能动性的思想。组织内各部门各员工的力量都凝聚在一个地方，产生一股巨大的“合

力”，直指目标，无坚不摧，无物不破，即所谓的“力出一孔”。职业运动员要有数十年的训练，才能达

到“心手合一”的境界。组织管理更复杂，流程节点多，经办人多，加上部门利益不同，人员的认识程度

不同，都会加大“合力”的难度。只有打通组织动力链条，各部门基础扎实，目标一致，才会产生如你所

愿的“合力”。 

在管理学的“手摇铃模型”中，在实现企业目标的过程中，能力、动力、合力这三个力共同起作用，

能力是基础：能力太弱，再激励也可能完不成目标。动力是核心：动力不足，再有能力也无法释放。合力

是目的：即使做好得了能力与动力，团队合力没有做出来，无法将力量合一，能力、动力做得再好也会功

亏一篑。对合力的分析与把控，是最微妙、最需要觉察能力的，要从制度设计、流程优化等理性层面统筹，

才有利于形成团队合力。 

2.2 管理熵和战略管理 

熵定律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其核心就是不可逆性。无论何种初始条件的系统，都将沿着熵越来越大，

状态越来越混乱，有序性减弱，无序性增强的方向进行。系统的这种状态，往往称之为熵值增加效应。熵

和生命活力，就像两支时间之箭，一头儿拖拽着我们进入无穷的黑暗，一头儿拉扯着我们走向永恒的光明。

熵增是一切真实系统都存在的最具本质的特征，战略管理系统也包括在内。站在系统角度上来看，热力学

系统与战略管理系统有着很多的相似性，如不确定性、不可逆性等等，战略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式，也存

在熵增效应，即效率递减规律，因此有了管理熵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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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熵是指任何一种管理的组织、制度、政策、方法，在组织执行过程中，总是能量递减使管理效率

递减直到不能发挥作用而需要新的方式去替代的一种管理规律，这种规律我们也称之为组织结构中的管理

效率递减规律(任佩瑜，1998)。管理熵增加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战略管理的

不适应性，导致管理熵增；二是内部组织结构、人、政策、制度等本身的产生、成长、放大、膨胀和老化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管理熵会增加，管理效率会递减。因此，战略管理系统的功能在这两个过程中逐

渐地老化、衰退。 

从企业的发展中可以看到物理学中熵的影子吗？管理熵揭示了组织内部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它证明

了企业最终将从有序发展到无序而走向衰亡，并从理论上证明了很多企业为什么具有较短的生命周期。任

正非开创性的管理思想和战略对华为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正非把物理学、人性和哲学理念直接引

入企业管理中，成就了华为独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战略。书享界创始人邓斌在 2020 年写的《熵：

华为管理的第一性原理》
1
一文中提到，任正非在一次与华为首席管理科学家黄卫伟教授交流管理话题时，

教授把热力学第二定律发给了他。任正非发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同样的规律。对于企业而言，企

业发展的自然法则也是熵由低到高，逐步走向混乱并失去发展动力。因而，任正非经常把华为和灭亡两个

词关联起来，就不足为奇了。从此，任正非在考虑企业管理时，会把熵増作为一个重要视角。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封闭系统的规律，避免熵死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耗散结构。耗散结构就是一个远离

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在耗散过程中产生负熵流，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

变为有序状态，这种新的有序结构就是耗散结构。开放、不平衡、非线性是耗散结构的三个特征。任正非

一直批评华为自主创新，因为自主创新就把华为变成了一个封闭系统—于是诞生了开放合作的华为理念。

任正非在 2011 年的公司大会首次提出华为公司长期推行的管理结构就是一个耗散结构。华为的耗散结构，

既要消耗掉企业多余的能量，打破平衡，建立新的发展势能，也要保持开放，把企业打造成一个开放的发

展平台。因此，华为形成了两个发展战略，即厚积薄发和开放合作(华为大学，2019)。宏观层面，把华为

视为一个生命整体，要从企业整体运作的高度解决熵増。微观层面，华为是无数个体的人，要从人性的细

节、生命的活力解决熵増。此外，华为还执行低成本、差异化等战略(陶海森等，2022)，不同战略之间配合

得当，对于解决熵增也有很大作用。 

2.3 战略规划与第一性原理 

牛顿第一定律(又称惯性定律)表述为：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

变运动状态为止。这正和企业的发展规律不谋而合，如果外界没有任何力作用在企业上，它将保持现有盈

                                                   
1
《熵：华为管理的第一性原理》，作者邓斌，来源:https://www.sohu.com/a/401618187_661663，获取时间：20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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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状态不变，正因为受到了外界的作用力，企业才会调整策略，从而得到发展或得到最终破产的结果。     

马斯克凭着一己之力，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快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在金融、航天、汽车、通

讯、能源等领域都获得了瞩目的成绩。与其说马斯克是个天才，倒不如说他的成功是物理学思维的成功。

马斯克在 2012年接受Kevin Rose采访时曾提到，他运用的是“物理学第一性原理”。近几年也有文章指出，

“第一性原理”帮助马斯克不断取得成功(张金成，2022)。从头算是狭义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它是指不使用

经验参数，只用电子质量，光速，质子中子质量等少数实验数据去做量子计算。但是这个计算很慢，所以

就加入一些经验参数，可以大大加快计算速度，当然也会不可避免的牺牲计算结果精度。 

2012 年，马斯克在加州理工学院演讲时提到“物理学之所以可以在这些违背直觉的领域取得进展，就

是因为它将事物拆分到最根本的单元，然后从那里推理，这几乎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使用

这种物理学思维看待问题，使马斯克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特斯拉早期研制电动汽车的时候，遇到了电池高

成本的难题。他并没有按照别人认为的情况接受电池的高价，而是从最本质出发，研究电池都是由什么材

料组成，再推算这些原材料加在一起的价格，从而得到了电池的最低价格，通过这样的方式，电池的价格

被大幅度降低，由每千瓦时 600 美元降到了 80 美元/千瓦时，使电动车的商业化成为可能。别人考虑问题的

出发点是这件事没人成功过。但是马斯克使用了物理思维并发现降低价格这件事在理论上是可以成功。 

3.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物理和管理是相距甚远的学科门类，但是，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对管理学是有启

发意义的。我们认为对于管理者而言，在战略规划、执行和管理过程中，保持执行力不变样，提升领导力，

充分发挥团体合力，建立耗散结构，实现负熵，促进企业活力发展。遇到困难，采用第一性原理思维，抽

丝剥茧，打破惯性思维，快速发现问题本质，从而解决遇到的困境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实际也体现在物

理学的经典概念和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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