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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企业管理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调查和若
干结论 

曾奇 

    企业管理水平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效率，加强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现代化

水平是企业生存和发展永恒的主题。建国以来，虽然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

但总体上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水平是逐步提高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

企业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管理

体系，积极推进企业管理创新，取得了较大的效果。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

来，国外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与国外企业管理的发展

状况相比，我国企业管理创新能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随着中国加

入WTO、走向全方位开放，无论中国企业是否选择进入国际市场，是否进行国

际化经营，除国家继续垄断经营的极少数行业外，各个行业中的企业所面临

的竞争都将是国际性的，都将遭遇到具有强劲实力的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

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就成为我国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当务之

急。因此，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清我国企业与国

外企业的管理差距，从而指出我国企业管理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方向，无疑

对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经济发

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和管理现代化水平进行了

问卷调查，以期对该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判断，本文是对这次问卷调查的基

本分析。本次调查发出调查问卷80份，返回有效问卷50份，有效回收率62．

5％。问卷由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层经理人员填写的占被调

查企业的88％，其他管理人员填写的占12％。样本企业涉及采掘、能源产

业，机械加工制造业，通信、商业服务、金融、房地产等服务业。其中，国

有独资占14％、股份制企业占32％(其中上市公司占4％，国有控股股份制占

4％)，民营企业占48％，三资企业占6％；在样本企业中，大型企业占14％，

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8％，小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8％。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结果 

  本次调查问卷所设计的问题主要从以下5个方面来反映出当前企业管理现

状与管理现代化的水平。 

  1．对我国企业整体的管理现状与管理现代化的水平的基本判断。关于我

国企业整体的管理现状和管理现代化水平的基本认识，问卷给出很好(很

高)、好(高)、一般、差(低)、很差(很低)5个档次的选择。被调查者对我国

企业整体的管理现状及管理现代化的基本评价较低，没有被调查者认为我国

企业整体管理现状很好或好，也没有人认为我国企业管现代化水平高或较

高，认为管理现状一般的占到了46％，认为管理现代化水平一般的占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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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管理现状差的则高到50％，认为管理现代化水平低的更是高达56％，认

为管理现状很差的还有4％的比例，管理现代化水平很低的占2％。 

  2，我国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参加问卷调查的人员对企业的基础工作评

价比较高，认为很好的为2％，评价好的占32％，60％的企业认为管理基础工

作一般，而差和很差总共只占6％。这反映了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加强管

理，管理基础工作得到加强，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国有独资7家

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认为自己的管理基础工作好，85．71％认为一般，有

14．29％认为很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股份制企业(含国有控股和上市公

司)，50％的股份制企业认为自己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好，50％认为一般，没有

一家认为自己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差。这表明通过股份制改革、公司制改制等

制度的变革，有效地推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3．企业的战略管理方面。企业的战略管理的状况，问卷通过两个问题进

行反映，即企业是否有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对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认识。调查

显示，70％的被调查企业已经建立了明确的发展战略，仅有30％的企业没有

发展战略。这反映了在市场环境多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企

业重视了企业战略的建立与发展。民营企业中有明确发展战略的比值更高一

些，达到了79．17％，没有明确战略的只有20．83％；而国有独资企业没有

明确战略却达到了57．14％，建立战略的有42．86％。关于对核心能力理论

的了解程度，从没有听说过的在被调查者中为0，很了解占到了56％，一般性

了解和听说的比重为44％，这表明核心能力理论也为广大企业所接受与运

用。 

  4．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组织管理方面。(1)调查结果表明，只有40％被

调查者认为企业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建立及不知法人治理

准确涵义的达到60％。被调查的国有独资企业的管理者都认为自己的企业没

有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份制企业的管理者仅有43．75％认为自己的

企业具备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回答没有建立有效法人治理结构的被调

查者中，有44．44％不知道法人治理结构的准确含义。(2)在样本企业中，属

于集团企业的有39家，占总数的78％，在这39家集团公司中，有12家企业认

为建立了规范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占集团公司总数的30．77％，而其余27

家都认为没有规范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达到集团公司总数的69．23％。(3)

直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仍然是企业所采用的最主要的组织结构形式，占所调

查企业的66％，22％的企业采用了事业部制，这表明事业部制已为一部分企

业所认可，有4％运用了矩阵制、团队等其他组织形式。企业根据所处内外环

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组织结构形式的状况已经初步显现。但仍然有8％的被

调查者对自己企业的组织情况缺乏了解。被调查的所有国有独资企业都采用

了直线职能制。从规模上看，小型企业中有77．78％采用了直线职能制；中

型企业中有61．76％的企业采用了直线职能制，有26．47％运用了事业部

制，大型企业中采用直线职能制的比例为71．43％。 

  5．现代管理理论、方法、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的应用方面。(1)关于股权

激励机制与年薪报酬制度，有40％的被调查企业已经建立了股权激励机制，

而60％没有建立。股份制企业中只有31．25％建立了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实

施的达到68．75％；实施年薪制的企业达到48％，民营企业中实施年薪制的

达到54．17％超过一半，股份制企业中实施的达到56．25％，但国有独资企

业中这一比值只有14．29％。(2)关于企业形象设计，50％的被调查企业进行



了企业形象设计，其中民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这一数值分别达到了58．33％

和56．25％，而国有独资企业进行企业形象设计的数值要低30个百分点，只

有28．5％。民营企业和改制的企业在企业形象战略的应用方面远远好于国有

独资企业。(3)关于学习型组织，被调查企业中已经或正在建立学习型组织的

企业占24％，被调查者只是了解和听说过学习型组织的占44％，没有听说过

学习型组织的概念的占32％。(4)关于作业流程重组或企业再造，实施作业流

程重组企业占30％，而不知道何谓企业再造或作业流程重组的被调查的企业

经营管理者占20％。(5)关于战略联盟，认为已经实施战略联盟的企业达到

36％，还有8％的被调查对象不知道什么是战略联盟。(6)关于企业资源计划

(ERP)、客户关系管理(CRM)，只有2％的企业实施了ERP和CRM，考虑实施ERP

和CRM企业分别只占20％及26％，自己了解或听说过ERP和CRM分别占44％和

32％，没有听说过ERP的占到了36％，而没听说过CRM的高达42％。(7)在办公

自动化方面，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企业占到总数的84％，没有实施的只占

16％；尤其是股份制企业，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占股份制企业总数的93．

75％，只有6．25％没有建立；而国有独资企业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也占到

了71．42％，远远高于民营企业的41．67％。 

  二、问卷调查的若干结论 

  1．从被调查企业对我国企业整体的管理现状和管理现代化水平的基本判

断来看，进一步加强管理、提升管理现代化的水平仍然具有紧迫性。 

  被调查者认为我国企业整体管理现状差和很差达到了54％，竟没有人认

为我国企业整体管理现状好，更不用提很好；也没有人认为我国企业管现代

化水平高或较高，评价低或很低的占了总数的58％。尤其是国有独资企业，

在被调查的各方面都与改制后的企业存在差距：比如，对管理基础工作的调

查，50％的股份制企业认为自己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好，而国有独资企业中竟

没有一家认为自己的管理基础工作好，国有独资企业建立战略的比平均水平

低近30个百分点，只有42．86％，等等。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进一

步加强管理、提升管理现代化的水平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

以改革特别是以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来

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2．企业管理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得到一

定程度改善，企业战略管理的思想与理论已经初步扎根于企业内部。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企业在管

理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从调查的数据中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无论是从企

业管理的基础工作还是从企业的战略管理；无论是从企业法人治理机制建设

还是从企业现代化管理方法、手段的运用，都可以显示出企业在这些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这一方面是企业为了适应市场体制，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借鉴

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和手段，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现代化水平的结

果；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调查中的国有独资企业与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统

计资料的对比，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成绩也是改革特别是公司制改革为企

业创造一个良好运行制度的结果。 

  这次问卷调查中，有34％的被调查者对自己企业的管理基础工作认为很

好或好，60％的企业认为管理基础工作一般，而差和很差总共只占了6％。特



别是股份制企业(含国有控股和上市公司)，认为自己企业管理基础工作好的

比例高出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达到50％，并且没有一家认为自己企业管理

基础工作差的。这充分反映了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改制和加强管理，企业

的管理基础工作水平有所提高，尤其是进行公司制改制的企业，通过改制及

建立运行良好的机制来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关于企业战略，有70％的被

调查企业已经建立了明确的发展战略，民营企业这一比值更高一些，达到了

79．17％，即使国有独资企业建立明确发展战略的也达到42．86％。如果再

加上对核心能力理论了解程度调查所反映的情况，就更能说明战略管理在我

国企业管理中所处于的重要地位。核心能力理论是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20世

纪90年代的新发展，而被调查者中对核心能力理论很了解的就占到了56％，

从没有听说过的在被调查者中为0，这与其他在90年代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

(学习型组织、企业再造等)是有显著差异的。 

  3．企业的法人治理机制逐渐建立，但有待进一步的完善。调查显示有

40％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份制企业有

43．75％具备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在经营者激励机制方面，有40％的被

调查企业已经建立了股权激励机制，实施年薪制的企业达到48％，这表明我

国企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及经营者激励机制的改革已逐步展开，并取得初步

成效。然而，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是公司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调查的企业

中，股份制企业没有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的达到56．25％，在没有建立

有效法人治理结构中更有44．44％还不知道法人治理结构的准确含义，这和

我们的公司制改革的目标是有巨大差距的。其中，经理阶层的激励约束机制

是法人治理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从问卷调查资料中显示的信息可知，我国

企业经理阶层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被调查企业没有建立股权激励机

制达到60％，没有实施年薪制的达到52％，在被调查的股份制企业中没有实

施的分别达到68．75％和43．75％。这充分说明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法人治理

机制，而且法人治理机制不仅仅是“新三会；的建立，关键是股东会、董事

会、监事会、经理阶层的制衡机制的建设问题。 

  4．我国企业组织结构设计上和组织创新方面还比较落后。企业组织结构

形式选择和设计单一。所调查企业的66％仍然采用传统的直线职能制的组织

结构形式，仍然有8％的被调查者对自己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设计缺乏了

解。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产品种类的增加、企业的资源和产品在不同

的国家和地区流动，客观上要求分权的组织结构形式，我们企业在组织选择

和设计的单一性就反映了企业在组织发展和创新方面的惰性和保守性。只是

听说和没有听说过学习型组织的达到了被调查企业的60％，没有从事过作业

流程重组及不知何谓企业再造的比例达到了70％。在目前这样一个变化巨

大，正在经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时代，这些数据与

之是很不相符合的。为此，企业必须加大有关组织创新理论、方法的应用。 

  5．现代管理理论、方法和现代化的手段已经在部分企业中得到运用，但

总体水平有待提升。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就引进一大批先进的管理

理论、方法、现代化的手段，比如企业全面质量管理、营销管理、目标管

理、企业文化、经营战略等等不胜枚举。例如本次调查显示，50％的企业进

行了企业形象设计，已经或正在实施办公自动化的达到被调查企业的84％。

国内企业通过持续消化这些先进的管理知识，不断提高整体竞争力。但是，

国内企业在引进、应用先进知识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许多先进的方法还只

被少数企业了解和运用。例如，学习型组织已经或正在建立的比例只有



24％，实施作业流程重组或企业再造的达到30％；实施战略联盟的为36％；

企业已经或正在考虑实施ERP的占到了企业总数的22％；企业已经或正在考虑

实施CRM的为26％。又如，调查中从没听说过企业资源计划(ERP)占到了被调

查企业的36％，从没听说过客户关系管理(CRM)占到了42％，等等。尽管在引

进应用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和现代化管理的手段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创新的管理理论，国内企业必须加大力

度进一步借鉴和应用。 

（选自学术活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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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在线体验——为什么你的VOC项目对提升在线客户满意度的帮助很

小  李翊玮 等  

● 和谐生产方式基本原理  张西振  

● 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影响及企业的应对策略  高磊  

● 时间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  高磊  

● 李老庄村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研究  陈杰  

● 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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