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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3_E5_8C_96_E7_c37_514912.htm 摩托罗拉公司曾与中

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共同创立了一个优秀企业中心来实施

质量改进项目。它们首先为来自有望成为该公司供应商的17

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和技术人员开设了一个示范性课程。课

程中包括“6σ质量体系”、“顾客完全满意”、“授权管理

”以及“不妥协的正直”等摩托罗拉公司的管理方式。这些

企业中最终会有几家因为达到摩托罗拉公司的要求而成为其

当地或者全球供应商。 如今企业对“6σ”已经不是那么陌

生了，它是提升企业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有效工具。但是

在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看来，这是全球化的一种逻辑。

这种由纽约大学教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引入的全面质量管理

体系发展而来的管理方式已经成了企业全球化过程中的通用

语言。它首先在日本得到普及，此后在欧美的企业中得到提

升。 在《跨国资本家阶层》一书中，莱斯利斯克莱尔从一个

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因

为有一个“跨国资本家阶层”在不遗余力地为其推波助澜。

这个阶层由公司经理、有全球化意识的官僚政客、专家以及

推崇消费主义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组成，他们利用全球的人

力和自然资源达到其永不满足的追求私人利润和不断积累资

本的欲望。而“6σ”质量管理体系只不过是跨国公司全球化

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技术和管理规范而已。 毫无疑问，

我们正处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招商引资的数量

和金额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考核各地官员的重要指标，“与国



际接轨”在人们的语言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希望凭借自己的成本优势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

链。一个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标志是有多少全球500强企业在此

落户，不少企业更是以进入全球500强为目标。 毫无疑问，这

并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和经济活动。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来

看，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革。在这样

的背景下，一个社会学家对全球化的考察与我们通常在企业

中的感受可能很不相同，那是另一种全球化逻辑。 “以客户

为中心”的企业战略在很多人那里已经耳熟能详，它意味着

作为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客户的变化，针

对客户的需求设计和组织生产过程，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利

用。但是这套商业逻辑在莱斯利斯克莱尔那里却被解读为消

费主义文化的一个表象。不管是飞利浦公司“让我们做得更

好”的信条，还是高露洁公司“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目标，

抑或戴尔电脑公司“奉献最好的服务，做世界上最成功的公

司”的标语，这些都是全球化过程中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一

部分。 因为“最直接的全球化目标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目标

”，此时，“霸权的争夺需要一个世界级的意识形态信仰。

每天通过媒体和其他方式传播的全球化公司的以消费者为中

心的目标，在跨国资本家阶层的争夺霸权进程中起着核心作

用。” 百考试题 初看起来这个论断显得有些可笑，这与我们

平常接触到的作为企业管理理论的“以客户为中心”有些风

马牛不相及。但是换一种思路想，这或许是非常现实的文化

逻辑。如果每天你没有看到这些跨国公司美仑美奂的电视广

告的话，可能会非常不自在。 本质上讲，企业之所以追求全

球化，是基于股东和投资者对利润的渴求。在实际的推动过



程中，官僚政客、媒体与各路文化精英集聚在一起，全球化

因而成为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不同学派的全球化理论

家在这方面有一个共识：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单一民族

国家的权威及其在经济事务中的决断权力都会减弱。事实的

确如此，在众多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的诱惑和要挟下，不少

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关税、土地和人力资源上做出了

重大的让步。而跨国公司不断鼓吹的“本地全球化”方针也

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些政府感到放心：这些跨国企业的确在提

升贫穷国家的竞争力。 在跨国资本家阶层的意识形态中，“

国家竞争力”的概念是大企业进入其他国家经营的借口。这

种概念的吸引力在于，全球化企业的各个部门都在利用当地

或本国的鼓励性政策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及利润率，同时他

们也为国家竞争力做出了贡献。 现实层面上，跨国公司必须

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危机：一是在为不同的社会和社区

带来财富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二是不可持续性危机

，也就是我们平常总是提起的环境危机。 “企业公民”的概

念是跨国企业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经常采取的一种身份。贫困

、残障等弱势群体，环境污染的治理以及各种各样的慈善组

织和基金会成为跨国公司改变自身形象的必要途径。“跨国

公司主动地朝企业公民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日益增加的政

府和国际机构的压力的先发制人的反抗”，这些企业的策略

是尽量避免和政客们在公开场合接触，更愿意通过那些掌管

规则制订部门的官员来支持跨国资本家官僚的工作。虽然这

些工作最后往往会因为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严重危害而成为

人们批评的焦点。 的确，全球化有着另外一种逻辑，与我们

平常所见到的美好形象有很大的不同。"#F8F8F8"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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