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政府管制与企业信誉之间的关系 

文/朱 琳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信誉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而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
入的背景下，企业信誉又关系着国家的声誉。企业信誉的维系，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行为，它与政
府管制密切相关。有人认为政府管制不能促进企业信誉的发展，有人则不以为然。在企业信誉建设
中，政府是个重要而又敏感的角色，那么如何处理好政府管制与企业信誉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要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而关键的问题。 
   一、正确处理好政府管制与企业信誉的关系，必须首先明确政府管制的定位问题 
   政府管制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总称，管制的产生是与市场失灵相联系的，当市场机制不能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出现市场失灵时，政府就通过管制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干
预资源配置。哲学上讲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因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外因是
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企业信誉的建立归根结底还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靠
良好的质量、完善的服务、雄厚的资金；靠科技、靠人才、靠管理。政府管制虽然在企业信誉的建
设中，扮演着特殊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但绝不可以夸大政府的作用。前车可鉴，事理相通，中国
扶贫政策的变迁能给我们足够的启示，从给钱、给物的自主扶贫到给思路、教方法的开发式扶贫告
诉我们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管制水平关键在于明确政府职能、政府管制的定位。政府必须学会
放权于社会，大力发展行会组织，大力推进行业诚信建设，以分担政府职能，使各司其职，分工明
确。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小政府、大社会”是重要特征。行业协会在规范企业
行为，建立企业信誉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是主导。大量的行政干预、政府行为会使企业
发展失去活力。浙江温州的萧江镇是典型实例，这个号称“中国塑编城”，面积仅27、3平方公
里，人口5万的小镇凭借自身良好的信誉共融圈，建立起了驰名中外的特色产业，闻名遐迩，饮誉
全国，创造了二十年来无拖欠的奇迹，在萧江小镇，早已撤离了税务稽查队，因为这里不需要管
制，是一片净土，被誉为“无毒小镇”。这种发达的信誉在发达国家中都是罕见的，它的形成固然
离不开优秀的文化特质，然而行业协会的作用确是主要的。可见，政府管制的定位是至关重要的，
“小政府，大社会”应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 
   二、正确处理好政府管制与企业信誉的关系，还必须把握好政府在管制中的“度”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有一条著名的曲线：“当一个社会完全没有管制时，欺诈流行，不讲信
誉；随着政府的管制，企业信誉也相应增加；政府管制超过了某个点后，企业又开始不讲信誉了，
管制越多，企业积极性越低，最后达到了一个死角，只有管制，没有信誉，所有的交易都只能在政
府的管制下进行。”这也是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应在一个度的范围内进
行，才能有利于企业培养信誉，否则将适得其反，使企业在信誉的道路上夭折。其实我们曾经走过
这样的路，计划经济下，政府对企业统得过死，管得过死，使企业失去了活力，我们进行了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在西方，一向以管理能力著称的瑞士，也出现了瑞士银行业面临过度监管的问题。这
些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流传甚广。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
国几千年的政治家们，而且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重要人物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说，前美国总统
里根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这段话，用以阐述论证他的治国谋略。著名企业家张瑞敏先生
更是深谙此道，《道德经》已经读过无数遍，将“无形”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治大国若烹小
鲜”说的是治理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就像煮小鱼一样，只能将调味、火候放得适中，文火烹
煮，不急不躁，这样煮出来的东西,色鲜味美；如火候不对，调味不对，心烦躁，下锅后急于翻
动，东一下、西一下(“有为”),最后煮出的东西色、香、味什么都没有了，肉也碎了。统治者治
理国家，企业领导者治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国家几亿人，一个企
业几十人至上万人,如果制度朝令夕改，政府高度集权或者疏于管理，那么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
家的行为无所适从，人心即乱，社会就大乱。如果制度稳定，职工就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
生产效率就会提高。政府管制也是如此，只有把握好“度”，才能使万事万物都在“无为”之中顺
应规律、顺应“道”。 
   三、正确处理好政府管制与企业信誉的关系，可以达到政府与企业互惠双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的采购、税收都 
通过企业，企业的各项经营活动更离不开政府，二者是整个信用链中的重要环节，它们之间传承紧



 

密，信用链才会良性运转，反之，就会造成脱节。国美电器可谓是当今家电业的航母，原因就在于
国美电器走产业集团化的路子，企业品牌竞争力的形成缘于企业自身良好的商业信誉。国美电器得
以在全国形成网络化经营，更离不开与国美联手的各大商家，为什么各大品牌争先落户国美？国美
是百姓心中的信誉企业，落户国美意味着缩短了企业的经营链，直接凭借国美的信誉优势，接近顾
客。国美总裁黄光裕虽身价上亿，却每天奔走于企业经营管理，每天忙于与各商家为商场与企业的
促销出谋划策，几乎所有的生产商自从与国美建立信誉往来之后，一直合作至今，国美已在顾客与
商场、商场与生产商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同时国美与政府之间建立了更深的信誉，国美是全国
性的企业，集团规模大、产出高，自然是政府的纳税大户，国美每在一处设立一个网点，不管起初
有多艰难，都会主动纳税，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了相互的信任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国美在打造
信誉的整个过程中，与政府管制没有太大关系，就是全靠信誉的自律严格约束自己。因此随着市场
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的角色就应一步一步地从“裁判”向“寻租”演进，市场能做的政府不用
做，通过竞争可达到最优配置。 
   四、要充分认识企业信誉是整个社会信用链中的重要一环 
   生物学家在思考生物界的问题时，注意到了其间各种生物的相互作用，提出了关于生物链的
认识，认为不同物种是作为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独立存在，同时又以链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信
用问题同样也是如此，信用是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行业信用等共同串联而成的，其中
政府信用是保障，个人信用是基础，企业信用是重点，行业信用是纽带。政府是创造信用环境的主
体，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不要一重视什么政府就要抓在手里，政府主要是去创造好的信用环
境。 
   我们必须看到在整个社会的信用链中，企业面临着信用危机。在企业内部管理滑坡，人与人
之间不信任，相互猜疑，那么企业就没有凝聚力；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表现为产品交
易以次充好、以劣充优；签订合同引诱诈骗；无限期拖欠赊销款等等。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完全
归结于企业是脆弱的，企业信用缺失的主要瓶颈之一是社会诚信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诚信建设现
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还很不适应，尤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处在这样一个
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有必要加快诚信建设的步伐，构筑一个“遵守诚信者获益最大，不遵守诚信者
代价更高”的社会信用体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使企业信用意识的构建有所依托，而不是
空中楼阁。所以归根到底，企业信用意识的建设首先应该是一种制度建设，让守信者因守信而获得
回报，让失信者因失信而遭受损失，只有制度上的保障才是可靠的，长远的。 
   对此，中央已充分意识到了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的追切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五”计划纲要》中从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
制度”。但是，建立新型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决非一日之功，它需要各级政府、各个行业、
各个企业、公民个人以链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共同串联而形成社会信用体系，我们以信用链的
眼光看待信用，就是去寻找他们关联中的独立，独立中的关联。作为社会信用体系链中的政府当务
之急是通过完善立法，为商业化的信用机构在市场上开展信用信息的搜寻、保存、评级及相关服务
提供基本法律依据和规范，并利用其宏观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跨地区、跨行业，统一的网络化
信息系统。作为信用链中的企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其信用与否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发
展，所以作为企业应建立起一套企业内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信用机制、企业和用户、消费者
的诚信机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用机制。作为信用链中的行业信用是起到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和纽带的作用，它既解决了政府的专业化不足的问题，又解决了各独立企业的相互协调功能的不
足。作为信用链中的个人诚信，更应树立诚信意识，从每个人自身做起。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每
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信的社会。只有营造了人人都讲诚信的大环境，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面临着信用危机问题，因为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 
   综上所述，正确处理好政府管制与企业信誉两者的关系，我们必须把握好以上几方面基本问
题。要规范市场交易活动，构建企业信用体系，必须先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角色，加大监管力
度，改变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转“管制”观为“服务”观，打造政府良好形象。相对应企业也应
自觉遵守市场规范，自主经营，依靠自己的力量壮大民族产业（作者单位：长春税务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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