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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50/2021_2022__E7_94_B5_E

5_AD_90_E5_95_86_E5_c40_250081.htm 很多民企感叹他们失

去了很多本地化竞争优势，包括所谓廉价的劳动力、深刻理

解本地客户和本土化的自建销售网络。 2004年年底，在南京

举行的“民企创业创新之路”报告会上，一德企业集团CEO

陈俊关于民营企业亟待转型的一番话，听来让人嘘唏不已。 

陈俊在江湖闯荡整10年，还是刚刚组建的“江苏投资联盟”

六巨头之一。他说，他的企业经过十年发展，他最担心眼下

正是“十年之坎”可能对民企带来的致命打击。他“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反思，不再热衷和领导照相及出席各种宴会，用

一年时间思考企业转型这件危险的事情。” 陈俊说自己的10

年一直处于高度恐惧之中，戒掉了个人爱好，牺牲了个人时

间，生怕一点点疏忽，怕企业衰落就像怕死一样。他的问题

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共同的烦恼。过去20年，中国民企浸润在

“需求爆炸”中。但是中国已经进入饱和经济和成熟市场，

爆炸性增长再也不会回来了，企业进入全面竞争时代。从做

好买卖到做好项目，再到做好企业，民企的战略定位不得不

经历巨大变迁。 破解“私”字之痛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营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对浙江、广东、四川、吉林和湖

北等五省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大范围问卷调

查以及实地调研。 在受调查企业的产权形式中，有限责任公

司的比重占到样本企业总数的77.99%，但同时，有61.82%的

企业承认本企业本质上仍是家族企业，有72.6%的企业业主及

家族成员共同拥有的股权比重占90%以上。这就表明，目前



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本质上仍是家族控制型企业。 许多民

营企业，产权不明晰，制度不规范，家族式管理比较普遍，

私营企业发展大都是从个体工商户演变过来的，投资者具有

明显的血缘、亲缘、人缘特征，使企业的发展从一开始进入

市场就具有家庭化、家族化倾向，财产难于分割，内部产权

界限模糊，组织管理、决策家庭化。即使按《公司法》组建

的公司，也还未实现由家庭型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体制转换

，这种传统家庭企业封闭的产权结构、非制度化的管理机制

对接WTO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以“管理革命”为主

要内容的新一轮体制创新非常重要。 这种家族集权式治理结

构由于内部信任成本较低，有助于较小规模企业实现更有效

的组织与管理，因而在一定时期内能适应中国的国情和企业

发展的实际。但从长期发展和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及

其质量角度看，这种原始的企业产权形态和组织结构必将限

制企业在更广的范围选择更有能力的人更有效地配置企业资

源。 尤其入世之后，部分民营企业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迫

切需要具有跨国企业管理或其他从业经验的职业经理人的加

盟以提升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建立管理规范。但用友何经华

的提前离开、中瑞和中驰外聘总裁上任不到三个月黯然离职

等一系列民企职业经理人任职失败的事例，再次说明民企和

职业经理人之间如何建立良性合作关系是中国民企和职业经

理人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三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围绕职

业经理人的任用去留问题，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喜剧：吴士宏

离开TCL；李汉生离职北大方正；陆强华先后脱离创维集团

和高路华，最终选择自己创业；姚吉庆辞去华帝集团总经理

职务；黄骁俭空降金蝶不到两年，又重返原来的SAP；此外



，荣事达的陈荣珍、美菱的张巨声等人相继落马⋯⋯ 更有甚

者，职业经理人触及法律：先是仰融出走，然后是杨斌被捕

，再就是李经纬入狱。这么多的人物纷纷“落马”或“下马

”，令人在扼腕叹息之余，心头浮起疑问：职业经理人到底

怎么了？为什么中国的私营企业不接纳他们？为什么有的人

竟然身陷囹圄？ 与纷纷“落马”相对应的是，民营企业转而

采用家族式管理；一旦老的创业者精力不济，就传位给自己

的儿子。比如，鲁冠球之子鲁伟鼎成为万向集团的总裁；周

耀庭之子周海红担任红豆集团董事局第一副主席；吴仁宝之

子吴协东出任华西集团的总经理，徐文荣之子徐永安担当了

横店集团的董事长，格兰仕集团董事长梁庆德之子梁昭贤

任CEO，茅理翔之子茅忠群成为方太厨具的总裁⋯⋯ 吴士宏

与李汉生的出局极具代表性，有专家分析说，两者都是因缺

乏合理正确的职业能力评估与工作分析从而导致角色错位以

致失败的两个典型事件：由于成长环境所限，吴士宏与李汉

生们所历练的只是外企的纵向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产品战

略、广告策略都由海外总部来定，甚至广告版样都已经是设

计好的，他们的天才只是体现在出类拔萃的执行。而当面临

横面的资源整合以及全局战略把握时，我们遗憾地看到，他

们的领导力只是源于手中的权力，心有余而力不足。混淆了

管理与领导的区别，要求一位金牌经理人以企业家的方式思

维与领导，这显然不是他们的特长所在，他们的真实价值就

难以体现，他们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在这些事件后面所昭

示的我国企业对知本认知的整体缺失与错误，应该引起我们

深刻反思。 应该说，中国经济持续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掩

盖了中国企业管理与经营水准事实上的整体低下，以及在这



背后所深藏的职业经理人在中国生存、成长所面临的诸多问

题。这些深层问题如得不到根本解决，就极有可能毁掉这一

代职业经理人成长的基础，使我国企业在不远的将来，在国

际竞争中面临整体竞争力与话语权的全面丧失。 寻求市场准

入 民企在中国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影响力也越来越深。2003

年是民营企业发力狂奔的一年，由于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

、机械、建材、化工行业的产品需求大增，民营企业凝聚了

惊人的成长爆发力，百强民企的合计净资产收益率高

达12.54%。 出于追逐财富的本性， 民营资本渗透到钢铁、金

融、汽车等一切可能的领域。吉利、比亚迪、奥克斯、长城

、中誉等掀起民企“造车运动”；从饲料业起家的刘永行在

山东、包头、河南三门峡投资氧化铝项目；河北唐山、浙江

宁波、江苏常州等地也形成了民营钢铁业产业族群；在全国

各地，民企纷纷参股城市商业银行。 民营企业在汽车业上突

破有着典型意义。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的

民族汽车工业将面临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竞争。三年前，

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民营造车企业迎来了发展的

黄金期，以吉利集团为例，其产销量年平均增幅达117%，占

有国内经济型轿车五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被评为“中国汽

车50年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性最好的企业”，进入了中国轿

车制造行业“3 6”的主流格局。 但浙江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

福不失清醒地说，中国加入WTO是“和世界订的合同”。虽

然目前吉利的发展比较稳固，车市开始由井喷状态转入正常

的发展脉络，但是，真正的考验将在2006年。失去了相关政

策的支持和保护，在WTO游戏规则下的浙江民营企业将拿什

么与跨国企业分庭抗礼？今后，在国际厂家强大势力的挤压



之下，吉利和其他民营汽车制造企业一样，面临的困难也许

才刚刚开始。 中国民营经济经历了20多年发展之后，表面上

看，它们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大大超过了“三分天下有其一”

。但在宏观调控中民营企业的遭遇，充分显示了它们极为脆

弱的一面：尽管民企开始进入金融业、重工业，但政策变动

还是那样轻易就使它们不得不“就范”。 安邦分析师曾经提

出，国内目前需要对民企进行二次开放，对于民企目前所遇

到的各种问题，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认为，“最大的不公

平还是在市场准入上！” 从产业领域来看，目前限制个体私

营经济进入的领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大部

分是目前市场投资回报率较高的行业，如电信、电力、保险

和金融机构等。事实上，这些领域对外开放的进程呈加速趋

势，但是，对内仍然有很高的门槛。但有关人士指出，在实

际运行中，有些限制性领域并没有排斥私人和私营企业的承

包和租赁经营，私人投资的成分也是存在的，已有开放之实

。在此情况下，清理和废止相关法规的力度应该加大。 与“

狼”共舞 入世前我们总把跨国公司比喻成“狼”，并高喊“

狼来了”。 “狼来了”的声音是否真的大惊小怪？龙永图一

针见血地指出：入世带来的环境变化，与从冬季到春天的季

节转换一样，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其实，片面强调入世

的“骤变性”，而不把它看作一个长期、深远的“渐变”，

将极大地影响我们分析研究入世对策的深度。把入世看作“

骤变”，也就是把入世的影响简单化、静态化了。 传化董事

长徐冠巨说：“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同一个市场中不可避

免地要与国际公司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竞争的格局也会相

应地改变。所以，通过与国内外大公司的合作，引进资金，



扩大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开展多元化发展，是积极应对的

必由之路。” 中国入世，民营企业曾经拥有的优势已经不再

明显，要单纯依靠自身累积寻求更大规模的发展已非常困难

。民营经济的发展急需寻找一个全新的突破口。 江阴模塑集

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曹克波说，外国公司是在利用中国企业

的本地知识。在竞争中，必须在市场扩大和成长前，在很短

时间内把生产能力准备好。但西方公司永远没动力这样做，

他们会仔细测算，需要投资多少，虽然他们的规模很大，他

们的董事会和股东要求很严，但这样限制了他们的速度。这

种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与中国公司合作。 低成本战略一直是

中国企业的看家法宝，温州打火机靠低成本抢占了80%的世

界市场，挤垮了曾是世界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的日本、韩国

以及台湾地区的80个厂家。 但同时也应看到低成本的优势正

遭遇严峻挑战。众多国际企业的本土化生产正在逐步抵消国

内企业的成本优势，并进一步挤压国内市场，留给本土制造

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窄。不仅如此，低成本型的竞争对手正

纷纷崛起，包括亚洲的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美洲

的墨西哥，欧洲的土耳其等。这一局面迫使我们必须走出那

种自我感觉良好、觉得竞争远在天边的幻觉，要以创新的思

维，重新思考本土制造企业的生存发展战略。 百安居中国区

总裁卫哲非常形象地说：“中国的羊圈很大，再放进几头狼

也没问题，而与狼共舞的过程中，羊性会向狼性转化，中国

羊总有一天会变成国际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