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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优胜劣汰已经形成市场发展的基本法则。企业要想在

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根，不但要具备品质过硬的产品，同时还

要具有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机制、高素质的优秀人才等综合因

素。面对于我们企业现在发展的实际，企业改革已成为发展

的必然，否则就要落伍，就要被市场淘汰。 一、 管理模式的

转变 企业发展之初，只靠市场的一些机遇和创业人员的魄力

等一些粗犷型的管理模型，这是必然，因为在经济学讲原始

积累阶段就是疯狂敛财的阶段。但是企业发展了，走向正规

了，要上台阶了，必须转变原来那种粗犷型管理模式，由原

来的粗矿型管理向制度化管理迈进。原来那种管理模式的形

成与老板的风格、作风、文化品味等等因素息息相关，与所

有创业人的习惯模式息息相关，要想走出这个突破迈上一个

新台阶，是一个过程，必然洗脑，必须充电，必须重新开始

。当前一些现代化的企业应用的是“AM”的管理模式，即以

市场为导向，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将拥护的需求贯彻到每

个作业环节中去，形成一种拉动式生产管理模式。讲求适时

是供应，产品实现零缺陷零库存的管理模式。当前美国

有30%的企业在应用AM、日本有将近45%的企业也在应用AM

。还有一些企业应用“5S”“7S”的管理模式，建立各种执

行战略组织机构，设计各种制度，使经理们高瞻远瞩，带领

公司驶向未来。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陈旧的管理模

式显然已经不能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不能够适应市场的发



展规律，改革这可能是个企业的大手术，不要因为怕“痛”

就不改、不动。如三珠、红塔、乌龙戏珠早茶等企业的败落

就是我们很好的先例。 企业新管理模式要参照当地区域经济

的发展实际，如何科学地、有效地建立新的管理模式，要坚

持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实现人本管理，这样才能体现管理的

有效性。 二、 学习借鉴先进成功经验 只有学习才能进步。我

们不能只闭门造车，要敢于走出去学习同行业或现代化成功

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如华为、邯钢、联想、海尔等吸纳新

的管理方法，开阔管理的新思路这样会少走弯路，加快企业

前进的步伐。当然，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是有选择地借鉴

，适用于我们的我们就用，因地制宜，为企业发展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提高广大管理者驾驭全局的能力。 三、 提高人

力资源管理能力 “以人为本”是各企业的共识，未来的市场

竞争不是科技的竞争而是人才的竞争，在人力资源的利用上

要实现价值最大化。大胆启用一些有能力有知识的年轻人作

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发挥他们的最大能量。坚持能者上，

平者让，庸者下的原则，对一些具有特殊贡献的人可以实施

特岗特薪，不要被所谓的管理岗位或行政管理职务制约，允

许无职务的专业人才超过部门管理负责人的待遇，充分调动

潜能，实现“效益突出、人才乐业、岗位适合”的三者有机

统一。中国人的习惯是发现人才就要做官从事管理，实际上

这是管理的弊端，不要让技术人才“失业”。另外，要坚持

尽量培养自己企业内部人才为主的方针，（因为有时候我们

相信“外来和尚会念经”，但是在实际当中大多企业的“空

降兵”都会水土不服），对特殊的岗位、关键的岗位可以选

送委培学习，为企业坚强的后盾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



实现双赢、实现价值最大化。 四、 因地制宜调整发展战略 战

略是道家的“道”是儒家的“仁”，即肤浅又深奥，看似高

高在上，实际却每天都在执行；企业只有用战略来引领企业

的一切资源，才可能实现资源到资本的转化，才可能使企业

从优秀走向卓越！但战略的执行和落实，仅靠企业管理职能

的发挥，往往起不到理想的效果。追究其原因，是由于企业

战略和各项管理职能相距甚远，使得管理职能工作只能被动

地服务于企业业务发展需要，从而不能发挥其主动的功能来

实现企业战略的发展。例如：某公司规模发展，急需大量人

才，人力资源部就突击招聘，表面上及时迅速地满足了企业

需要，实际上由于缺乏对企业战略充分理解，结果可能导致

数量上完成任务，而质量效果很差。再如：某公司营销体系

的创新，开展大客户营销业务，部门设置人员到位后，工作

效果却不理想，安排工作感觉总是不到位。诸如这些现象，

都是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系统未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即目标

导向不清晰，个人职业规划同企业发展脱节的结果。只有将

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系统及运行程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建

立同战略相匹配的管理系统，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不良现象

在企业的发生，实现战略管理在企业的执行问题。在众多企

业咨询的经历中，我所感受到中国企业的一种现象企业失败

的原因几乎是相同的，但企业的成功却各有各自的方式和思

路；但各种成功的共性就是注重于未来和长远，注重于引导

企业的资源向共同的目标推进。在这些企业中有自觉按这种

方式做的、有被动的按这种方式做的、有偶尔应用得到好处

又自觉坚持按这种方式做的、有遇到困境不得不按这种方式

突破做的等等。要按照这种方式建立企业管理系统首先要从



领导者的灵魂开始,构建企业组织资本（即对组织资源进行开

发性投资所形成的可以带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

增殖的资本形式，它代表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

本之间的结合方式。通俗讲，组织资本是一种包含个人卓越

能力的，能够为组织带来不断增值的组织方式的一种表现形

式）的核心；对组织资本重新真正认识和把握，并对组织资

本价值和实践间的矛盾不断的揭示和利用，这个过程本身就

是领导自我管理突变；是领导者同组织资本价值的重新组合

中凝练的灵魂的自我创新；是在企业发展中不断的培育与提

升企业的组织资本，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脱变。企业

领导只有对必要制度重建和对企业内部的变革，从战略的角

度整合资源、构建组织、治理环境，才能使企业从战略管理

的高度解决管理系统中的职能发挥问题，才会停止用战术方

法解决战略问题的怪圈。 战略，就是我们将来要做什么，做

到什么样子的前景蓝图描绘。上至国家下到企业必须确定一

个战略目标，有了目标才能明确方向。“小康”这个称谓就

是国家现阶段的目标。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上任之初也便

定下“定目标、建班子、带队伍”的目标，现在的联想集团

正沿着轨道前进，所以说只有确定了目标才能制定长远的战

略规划，才能描绘出未来的前景和努力的方向。在央视“对

话”栏目坐客的经济学家曾经谈过，有很多企业家资产超过

一个亿以后，自己就开始迷茫了。实际上也是这个概念，企

业做大了在一段时期内企业家就觉得发展处于一种迷茫状态

，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坚持主产业还是向其它领域扩张？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世界企业500强，那么就要看我们的排序距

离第一位还有多远，而不是只看到现在的成绩，以及是否加



入了500强的行列。在战略的制定上是否有所失实等，是调整

目标还是继续努力？对于战略的制定和管理是目前企业要发

展和如何发展的第一要务，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有

效的利用现在的资本优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制定适

合我们长远发展和未来的远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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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