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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中国企业的科学管理步伐 

马广华 

中国欲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企业在无法拒绝竞争的形势下必须使出实

际、有效的行动，将自己打造成优秀的企业、既在本土站稳脚跟抵御外强、

还能域外扬鞭寻求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后台资源——无论从国家富强还是从

企业发展的角度讲，每一个中国企业真的到了需要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时

刻了！  

但是：  

一、谁来系统地部署这一生存/发展战略？ 

当然是企业的所有者，私企好说，问题是谁来思考国企的长远发展呢？科特

勒在其旷世名篇《营销管理》中讲到：竞争性经济能比高度管制或计划经济

创造更多的财富……许多国家都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发挥竞争的优势。 

国有资产的改革一直没有到位——企业经营者的能动性不高必然无法得到一

个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科学管理的企业！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这方面问题不能早日解决，中国成为有竞争力的世界制造中心就存在障

碍！ 

二、谁来经营企业？  

国企的领导一茬换一茬，这里暂不提。在私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天下是

老子打下来的，我当然也要管下去。家庭企业的味道因此越来越浓重－－自

己的钱还是自己人放心！ 

中国较富有创新和竞争机制的企业当属民营企业，但上述狭隘的经营理念会

抑制企业管理走向科学与规范，从而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毕竟在知识经济时

代，企业经营团队的素质高、知识广、技能强是中国企业壮大自己、抗衡外

强即而走向国际市场的必备能力。 

三、重视信息管理。  

再优秀的经营人才纵使部署好了供应商、销售商以及企业内部的人与物，仍

不可能实现科学管理！因为，当今时代企业的 Input 不但包括过去的生产要

素，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信息”，否则其 Output 的产品或服务必然没有长

久的市场竞争力。 

通过全面、集成的管理信息系统，将企业内部资源管理（ERP）与内部市场管

理（CRM）及整个虚拟企业环境（SCM）整合在一个平台，令企业内外、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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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经营者都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和分析、计划和决策、实施并监控、反馈

并改善，从而实现高素质经营团队的高标准的战略需求，并实现企业权益所

有人的价值增值。 

信息管理是中国企业最大短板，尽管实施好的信息系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更不能替代人才的作用，但中国企业一向流程混乱脱节、漏洞多浪费大、沟

通少服务差（包括企业内部和对外）、无法考核绩效和监控“非法”行为，

纵使有现代化的生产线也由于管理不“现代化”而无法构建其敏捷制造、快

速响应市场需求的“核心制造能力”。 

四、官产学并举、推动中国企业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 

近年来，中国的学术界才与产业界有一定程度的接合，一方面向企业输送了

大批的MBA（尽管多数 MBA 是由没有企业经济的学究们调教出来的“本本主

义”），另一方面也通过 EMBA、研讨班、“下”企业调研或咨询等方式加深

了与现场管理的沟通和理解，但中国的企业管理水平要想提升到世界级，中

国相应的学术界水平也更要超前和领先，更要结合中国实际——其实在下最

难以理解的就是企业管理方面的“中国特色”问题，因为这些所谓的“特

色”或者根本就是陋习，或者言者“不知是什么”而成为许多中国企业拒绝

外来咨询或管理软件的借口——既然这样，国外的管理理论中国企业不适

用，那中国的学术界就应发明出“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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