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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9/2021_2022__E5_A4_9A_

E5_85_83_E5_8C_96_E6_c123_289176.htm (1)在经济建立和发

展早期阶段，其初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投入量，其后主要取

决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的程度。20世纪50年代后期，传统经

济部门的技术日益成熟。因此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管理

要素(包括对营销学的研究和利用)的改善，通过改善管理而

不断实现投入要素的节约，从而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追求

利润。7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中，技术要

素占据了其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同时，新技术不断导致新

产品、新产业的产生，企业经营不再被动地取决于市场上的

需求，而开始了对需求的引导，对市场的改造；市场反过来

又对企业提出更多的需求目标，拓展更宽的市场环境，因此

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一互相适应、互

相依赖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结构的集中大型化和内部管理的

分散小型化，企业经营运行的规模化和多元化，呈现同时并

存的两种趋势。这种多元经营的经济发展趋势，迫切要求企

业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孤立的、单因素、静态式的经营方式，

代之以一种全过程、多向性、系统化的经营运行，以适应社

会经济的发展。 (2)另一方面，如果企业不能根据市场信号及

时调节其经济活动，不能自觉而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即使

人为地干预资源的配置，有意识地对企业加以保护，也难以

使新体制下资源的配置得到优化。从我国企业的现状来看，

之所以难以成为市场的主体，究其原因，就是企业的经营机

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换，企业结构失调，产品结构单一，经



济效益持续下降，因此，从理顺产权关系入手，着力进行企

业制度的创新，促进企业不断实现经营的多层次、多渠道、

多元化，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仅

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企业进行深层次实质性改革的基本方

向，也是不断增强市场竞争主体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体

系发育健全的一个基础条件。 (3)实践证明，当企业进入国际

市场时，它所面临的是全新的经营环境和经营规则、不同的

顾客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政治体制

、社会需求、法律制度、文化传统、民族习俗等方面往往存

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使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随

一个或几个不可控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不确定性。国

际市场复杂的经营环境和日益激烈的经营竞争，要求企业必

须突破原来仅仅经营单一品种结构的被动局面，瞄准更广阔

的社会需求领域，扩大尽可能多的经营品种，形成多元化的

经营态势和实力。这种突破不仅是要突破仅仅局限于有形产

品的范围，而且要逐步进入到技术、劳务、金融、信息等无

形产品的经营领域，扩大贸易手段，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合

作，更有效地提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际能力，发挥我国

企业的比较优势。 (4)现实已经证明，在相同的市场经济环境

中，多元化经济企业能够： ①激励着组织进行更多的技术研

究和开发活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同时承

担市场活动中更多的冲击和影响； ②降低资本运营风险，通

过不同的经营活动进行产业或产品相互间补偿性影响，达到

和实现较为平稳的收益率； ③从长远发展分析，可以更多地

节约成本，使企业获得高市场份额和高销售盈利； ④为企业

经营运行提供互补依存性，包括资金平衡调剂、产品交叉性



补贴定价、产品联合营销、进攻性的广告运行、内部组织结

构优势、人才互补优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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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