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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企业管理创新

朱新方 莫海元

目前
,

有些企业效益差
,

缺乏活力
,

有 的

甚至亏损严重
。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

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企业管理落后造成的
。

管

理落后
,

既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
“

瓶颈
” ,

又

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绊脚石
。

管理部门已

经到 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了
,

本文的任务就

是探讨体制转型过程中加强管理和实现管理

创新的重要性
。

一
、

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关系

我们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
,

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复杂和艰 巨的工程
,

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作为这一工程的关键项

目
,

它的成败将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命运
。

为此
,

我们既要认识到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

又要承

认它的长期性
。

对于那种用一两年的时间就

能完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并进而用几

年的 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观

点
·

笔者是不能苟同的
。

改革是一场革命
,

是

个过程
,

不能期望一跳而就
。

那么
,

应该怎样

理解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关系呢

第一
,

制度安排可以有不 同的选择
,

但优

化管理乃是企业的永恒主题
。

在西方市场经

济国家
,

为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

增强市场

竞争能力
,

各个企业加强管理并致力于管理

创新已成 了它们经常性的必不可少的任务
,

企业的兴衰成败很多地取决于管理 的水平
。

在原苏联
、

东欧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

济时期 强调管理和忽视管理的企业其效益

是不同的
,

不管在什么样的体制下
,

管理本身

都是生产力
。

我们有些大中型企业
,

在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试点 以前
,

生产经营状况保持着

原有效率的惯性 还说得过去
,

一旦接触到现

代企业制度
,

便感到束手无策 有的甚至到了

连职工的工资都无力发放的地步
。

有的企业

认为
,

现代企业制度无需 自身的艰苦努力
,

只

等着上边的政策
、

方案就能建立起来 这样的

企业是在期盼所谓 良性的外部环境过程 中等

死
。

不管企业制度改革的进程与效果如何
·

不

管宏观经济环境怎样
,

企业的管理工作都是

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的
。

有些企业面对市场

竞争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策
,

究其原因
,

就是

在新形势下管理的无能
。

无论以怎样的体制

为前提
,

企业要生存
,

要发展
,

就不能没有管

理
,

就必须加强和完善管理工作
,

并努力实现

管理创新
。

在市场经济的大海洋
、

大风大浪变

化无常
,

而企业的使命就是要在逆境 中克服

困难
、

勇于创新
、

以最小的成本向社会提供更

多的有效商品和服务供给
,

从而实现 自身的

价值
。

而要实现这一 目的
,

离开了卓有成效的

管理是不行的
。

第二
,

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是统一 而 不

可分割的
。

现代企业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就是

产权清晰
、

权责明确
、

政企分开
、

管理科学
。

我

们一定要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代企业制度的

这些特点
,

不能因为强调这一点而忽视 了那



一点
。

借 口 产权改革
、

转换政府职能而放松管

理的做法是危险的
,

它不但不能促进新体制

的建立
,

反而会阻碍新体制得以建立的进程
。

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是统一的整体
,

它们相

互依存
、

相互制约并相互促进
,

都是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 实行政企分开
,

会使企

业摆脱原来婆婆的束缚
,

为其走向市场
、

实现

自主经营创造条件
,

这势必会使企业充满活

力并提高积极性 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是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内容
,

这个问题不解

决
,

投资者
、

所有者和经营者责
、

权
、

利就无法

落实
,

企业也不可能真正成为 自负盈亏
、

自我

发展和 自我约束的法人
。

应该说 这些问题的

解决
,

既是企业的管理工作登上新台阶的
一

基

础
,

也是企业改善和优化管理的动力
,

这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
。

另外
,

我们还必须看到
,

企业

的管理工作
,

作为企业经常性必不可少的任

务
,

它并不是被动地服从于体制形式
,

它反过

来会促进或阻碍制度创新
。

在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向深层次发展的今天
,

这一点就更为突

出
,

有的企业就是一手抓改革
、

一手抓管理
、

双管齐下
,

取得较好的效果
,

成绩很突出
。

而

有的企业整 天热衷于产权
、

政企分开
、

股份

制
、

公司制
、

企业集团
,

而把企业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置于次要 的地位
,

结果现代企业制

度没有建立起来
,

反而出现了亏损现象
,

有的

已 陷于困境
,

日子很不好过
。

这更进一步说明

了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一定

要紧密配合
,

协同作战
,

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
。

二
、

体制转型期管理创新的地位与作用

在近代和现代的社会大生产中
,

劳动过

程的组织管理对劳动效率的提高
、

生产力 的

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合理的劳动组织

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

能够节约社会劳动
,

提高

产品质量
,

在现代经济发展 中能够创造几倍

于生产要素简单相加的生产力
。

管理对生产

力各组成要素的系统整合作用可以表示为

生产力 一 「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

象 义 科学技术 义 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

这一模型给我们启示是 管理既是生产

得 以进行的基础
,

又是其进一步
,

发展所不可

缺少的条件
。

我们讲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

指

的就是二者的动态的统一
。

生产力是最活跃

最革命的因素
,

它要求不断冲破束缚和阻力

而向前发展
。

市场经济千变万化
,

企业的生产

组织形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

如何在新形势

下新环境 中求生存谋发展
,

这就是企业管理

创新的课题
。

那么
,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 场经

济
、

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今天
,

我们应该

如何认识管理创新呢

第一
,

实现管理创新是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的助推器
,

同时又是这种制度得以 建立和

运行的标志
。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
,

不但不能忽略这一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
,

而

且要特别加强
。

因为在体制转型过程中
,

它具

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

在积极
、

稳妥地推进现代

企业制度改革的过程 中
,

管理工作一刻也不

能放松
,

一刻也不能削弱
。

这样
、

我们的体制

改革才能有所依托
,

才不致于半途而废
。

第二
,

保护现有生产力的成果
,

对 旧体制

与管理的扬弃
。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我

完善
,

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
,

也不是将原有计

划经济体制下 的所有的运行条件都统统砸

乱 原有体制下的一些管理原则和方法
,

在社

会化大生产中久经考验
、

确实卓有成效的
,

不

但不应抛弃
,

还要发扬光大
。

象原苏联
、

东欧

国家的那种以破坏现存生产力为代价的极端

作法是有害无益的
, “

休克
”

疗法并非灵丹妙

药
,

倒极有可能成为加重病情的药方
。

致力于

管理创新
,

就是为体制转型的顺利完成营造

一个平坦的路径
,

一个缓冲地带
,

避免大波大

折
、

大起大落
,

在继承中发展
。

第三
,

管理创新是减少体制改革风险的

有效措施
。

改革是有风险的
,

我们在肯定改革

和估计改革的未来效益值的时候
,

一定不要

忘记改革风险的存在
,

有时这种风险可能是

巨大的
。

使风险最小
,

也就是使效益最大
。

各

市场主体都必须谨慎地面对复杂的局面和困



难
,

以
“

最大化
”

原则来支配 自己的行为 避免

风险损失
,

争取效益最大
,

努力实现资源的合

理配置
。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
,

改革是个举

足轻重的大事业 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改革
、

稳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

加强改革的风险管

理
,

实现新旧体制的有效率的过渡
。

企业 目前

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加强管理
,

促进 国民经

济健康发展
,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

这是为改革

铺平道路的实在的工作
。

三
、

如何实现体制转型期的企业管理创新

在体制转型过程 中
,

企业 的管理工作所

面临的形势有鲜明的特殊性
,

但是分析和总

结目前企业管理工作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现

象
,

又有很突出的普遍性
。

针对这些带有普遍

性的现象和问题
,

笔者认为 当前的企业管理

创新主要应该做好这样几项工作

第一
,

要真正地切 实地把注意力 集中到

以经济效益为 中心上来
。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不应成为一句空洞的 口号
,

要落实到行动上
,

这个问题不解决
,

其他的就都是空话
。

树立 了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实

际工作的原则
,

就能想方设法渡过渡难关
,

开

拓局面
,

不等不靠
,

也才能不断发挥主动性
。

试想
,

如果原始人不靠野火来烤食取暖
,

而坐

等现代的煤气灶
,

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文明
。

我

们的企业也不能等着别人送来了一个现成的

现代企业制度以后才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甩

开膀子披波斩浪
。

效益是抓 出来的
、

干 出来

的
,

市场经济中没有免费的午餐
,

天上不会掉

馅饼
。

没有效益就没有实力和活力
,

效益是企

业的生命
,

是压倒一切的 目标
。

一切管理制度

的创新必须体现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上
。

第二
,

挖潜革新 苦练 内功
。

良好的外部

环境固然是企业健康成长的条件
,

但企业 自

身的努力才是关键
。

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 已

发展上百年了
,

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 企业都

能够 自由地进人市场
,

参与竞争
,

但并不是所

有的企业都能够生存下去
,

有的企业就被挤

出市场
,

或被兼并
、

或破产
,

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管理不当
、

不善
。

管理创新包括很多 内容
,

主要有管理观

念创新
、

管理制度创新
、

管理方法创新和管理

环境创新
。

眼下
,

练内功
,

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
,

以

下 几项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转变经营观

念
,

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

主要的是要树立这

样几个观念 法人的 自我 负责观念
。

就是 自主

经营
、

自负盈亏
,

按贡献分配利益
。

资源稀缺

观念
。

任何一项决策都要考虑它的机会成本
,

一个企业 的人力
、

财力
、

物力是有限的
,

如何

使它们发挥最大的效用是一篇没有结尾的文

章
。

质量经济观念
。

质量是个历史的相对意

义的范畴
,

北京吉普的质量肯定 比不上德国

的奔驰
,

但对于它的需求来说
,

它的质量是合
格的

,

我们既不能任由假 冒伪劣大行其道
,

也

不能脱离现实
,

不顾成本片面地讲求
“

质量第

一
” ,

要把成本
、

质量和利 润结合起来考虑
。

“

最大化
”

观念
。

效用
、

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经济

的基本原则
,

要力求成本最小
、

利润最大
,

减

少浪费 要树立资金 的时间价值观念
,

少花

钱
、

多办事
。

人才观念
。

人才是企业的无价之

宝
,

得人才者得市场
,

人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 “

任人唯贤
”
是市场经

济理性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
。

企业形 象观念
。

企业精神是企业凝聚力 的核心
,

也是开拓市

场的有力保证
,

要靠优质产品
、

优质服务树立

企业的优秀形象
,

是否对社会的资源配置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判断企业价值的重要标

准
。

企业形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

它在创造利

润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难怪有些企业不

惜重金支付广告费
、

宣传产品
、

宣传企业
,

扩

大知名度
。

加强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

促

进职工的积极性
,

把按劳分配落到实处 建立

健全劳动力正常的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的机

制
,

奖勤罚懒
,

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与

利用
。

实现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
,

在企业

的预算约束下合理筹集资金
、

使用资金 加强

以价值尺度进行的经济核算
,

确保企业资产



的保值增值
,

堵塞资产流失的漏洞
。

努力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
、

科学化
,

决策是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的起点
,

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着企

业的兴衰成败 要坚持把专家咨询
、

专业建议

与群众意见相结合
,

将 国情
、

厂情
、

人情通盘

考虑
,

减少决策失误
。

第三
,

反腐倡廉
,

提高经营者和劳动者的

积极性
。

改革开放以来
,

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解放
,

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觉悟

也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
,

但腐败现象也时有发

生
,

甚至到 了不容忽视的程度
。

我们首先要承

认企业也存在着腐败现象
,

而且它是败坏企

业 自身健康的病毒
。

有人认 为
,

没有吃喝跳

唱
、

请客送礼
,

市场经济的运行就少 了润滑

油
,

事实恰恰相反
,

这些腐朽消极的东西不但

不利于公平竞争
、

法制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
,

还会葬送 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

成果
。

现在
,

广大群众对那些欺上瞒下
、

利欲

熏心
、

仗权使气
、

不务正业的企业领导干部非

常不满
,

积极性
、

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

企业的管理创新需要一种向上的
“

人气
” ,

为

此
,

一定要大力提倡创业敬业精神 向腐败
一

斗

争
,

要坚决有力 要相信群众
,

依靠群众
。

腐

败不除
,

事业难兴
。

第四
,

造就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企业 家

群落
。

应该指出
,

企业家队伍的形成要经历 一

个过程
,

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

在现代企业制

度中
,

企业家负责制是一项重要 内容
,

它是现

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
。

企业家负责制是现

代市场经济的产物
,

它的直接前提是企业 的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

现代企业家具有这样的特征 市场经

济的主角
,

是现代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才能

的载体
,

经商办实业的专家
,

创新精神的体现

者 其经营活动不从属于行政权力
,

依据

竞争的市场法则
,

靠优秀的管理和卓越的才

能开拓 自己的事业 拥有 自主经营的权力

并不断 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推动社会进

步 企业家的行为受现代商业文化的引导

和制约 以增加利润 为 己任 以社会承认为

荣
,

具有艰苦创业
、

自强不息的献身精神 他

们信奉机会平等和 自由不可侵犯
,

以敬业乐

群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和处理人际关系 在

经营活动中重承诺
、

守信用
、

履合同
。

企业家

是 当代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
,

是推动各国现

代化的中坚力量
。

企业家负责制是有效管理

现代企业
,

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
。

目前我们要提倡企业家精神
,

为企业家

负责制的形成创造条件
。

优秀的企业家总是

把企业的兴衰视为 自己事业的成败
,

一损俱

损
、

一荣俱荣
,

企业的声望和形象是企业家的

生命
。

这是市场经济中造就和锻炼企业家队

伍的内在机制
。

我们发现
,

在 目前的体制转型

过程 中 确实有些企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

一

个主要原因就是有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一个

有力的领导班子
,

同样一个企业
,

同样一种外

部环境
,

为什么换了一个头儿
,

情况就大不一

样 了呢 一个企业的信心和凝聚力是以本企

业的企业家的修养和素质为轴心的
。

企业要想完善管理
,

实现管理创新
,

首先

必须选好人
,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
。

有些企业

之所以走入困境
,

这与这个企业的领导班子

的素质有关系
,

不能指望 一个外行
、

自私 自

利
、

目光短浅
,

嫉贤妒能的人会把企业搞好
。

加速建立企业家成长和流动 的市场机制
,

是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我

们应该从分配制度
、

人事制度
、

奖罚制度等方

面进行大胆的改革
,

为企业家负责制度的建

立创造条件
。

管理是生产力
。

向 管理要效益
,

靠管理

增实力
,

以管理创局面
,

用管理来保护改革的

成果并促进改革走向深入
, “

转机制
、

抓管理
、

练内功
、

增效益
” 。

我们应该完整
、

准确地理解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
。

真正地发挥它的

效率优势
。

少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
,

多在管

理上下苦功夫
,

为社会生产力
、

为综合国力
、

为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

干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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