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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弱化的原因及其对策
’

顾志群
(盐城工专管理工程系

,

盐城
,

22 40 03 )

改革开放以来
,

国有企业在技术装备
、

产品档次
、

职工队伍素质以及管理水平方面都有了

较大提高
,

企业素质和市场自主能力有了明显增强
,

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通过改革
,

经营机制

有了明显转变
,

涌现了一批能够参与国际竟争的优秀企业
。

但与此同时
,

随着新旧体制的交替
,

一些企业忽视企业管理工作
,

内部管理出现严重滑坡
,

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并应在改

革过程中认真加以解决
.

否则
,

改革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将因管理松懈而浪费
,

改革所带来的新

机制也将因管理不当而丧失活力
。

因此
,

认真分析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弱化的原因
,

寻找强化国

有企业内部管理的对策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
。

一
、

原因

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弱化
,

出现严重滑坡的原因很多
,

归纳起来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思想认识模糊
,

以各种承包代替内部管理
。

改革开放以来
,

为了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

在国有企业内部普遍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
,

这对于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无疑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

因而很多企业的领导者认为
,

承包是解决企业内部管理的灵丹妙药
,

企业内部的各种

问题通过承包就可 以全部解决
,

甚至认为
,

过去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成为多余
,

班组管理可以

放松
,

基础工作可有可无
.

产生这种模糊认识的根源是企业领导者将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强化内

部管理对立起来
,

混淆了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坚实的基硷管理工作为后盾
,

这

些基础工作包括
:

定额工作
、

计量工作
、

规章制度
,

班组管理
、

现场管理
、

思想建设
,

材料消耗管

理
、

资金费用管理等
,

只有把这些基础性管理工作做好了
,

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各项指标才

会有可靠的依据
,

经济贵任制的贵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才能得以实现
。

责任不明确
,

指标或高或

低
,

则必然带来利益不公平
,

这不但不会调动职工积极性
,

反而会挫伤职工的积极性
。

所以各种

基础管理工作的加强和完善
,

是企业内部推行各种经济责任制的基础和前提
,

同时
,

企业内部

经济贵任制的推行
,

又将促进企业各项基础工作的改进与提高
。

2
、

各种优惠条件和政策
,

诱发企业领导者放松内部管理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企业的目标

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
,

各种利益格局都在调整
,

各种经济关系都在变动
,

这在客观上为企业改善外部条件
,

取得经济效益提供了机遇
,

上一个
“

项 目
”
就增一半利润

,

要一个政策就增一倍效益
,

搞一个
“

股份制
”
就出一份政绩

,

办一个
“
合资

企业
”
就有许多优惠条件

。

这和苦练内功
,

强化内部管理相比
,

费力小
,

见效快
。

因而
,

诱发企业

的领导者放松内部管理
,

把工作的重点完全放在争取国家放权让利
,

抢搭企业改革试点的
“
班

车
”

上
,

忽视企业的内功与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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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经营者素质不高
,

淡化忽视企业的内部管理
。

抓企业管理
,

需要企业领导者具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贵任心
,

部分企业的领导者认为
,

管理是出力不讨好的
“
软活儿

” ,

要下大力气
,

费一翻

苦功夫也不会立即见效
,

有时还要得罪人
,

要冒风险
,

所以缺乏事业心的人就根本不会下功夫

去抓管理
.

从目前我国企业家队伍的素质看
,

事业心和责任心 比较强的比例还不很大
,

重改革
,

轻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
。

有的把严格管理与安定团结看作一对矛盾
,

借 口
“

安定团结
”
放松内部

管理 ,有的以社会改革不配套
,

企业外部环境没有得到充分改善为理 由
,

去掩饰企业内部管理

不力的问题 ;有的整日上上下下拉关系
,

方方面面搞应酬
,

没有心思抓管理
。

4
、

领导者缺乏管理水平
,

难于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
。

管理是一门科学
,

特别是现代企业管

理
,

孺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

没有一定的水平
,

要想在企业管理上作出成绩是很难的
。

目前
,

企业的外部环境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

企业内部的观念
、

内容
、

形式和方法也必须不断改进和创

新
。

思维不能局限在本企业
、

本系统
,

而要面向全国
,

面向世界
.

企业不仅要有积极引进国外先

进管理方法和经验的观念
,

还应该有把自己的产品
、

劳务打出去的思想
。

只有这样
,

企业才能在

国际
、

国内的市场竞争中
,

树立
“

大管理
”
的概念

,

要把自己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系统
,

运用现代

管理理论和管理手段
,

加强管理系统的整体优化
,

闯出一条新路子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企业的领

导者就必须不断学习和汲取新的管理方式
,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

然而在目前的企业家队伍中
,

认真研究政策
、

研究市场
、

研究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者为数不多
。

1 9 9 5 年 7 月
,

某省经贸委
,

针

对新税制实施进行调查
,

耸人听闻的是
,

在抽样调查的厂长
、

经理 中
,

竟有 58 %的人不知道什

么是增值税
,

新华社发布的一篇题为
“
厂长要学质量法

”
的通讯中

,

讲到上海市在一次质量抽查

中发现
,

有的厂长根本未曾学过《质量法 》
,

有的竟不知有《质量法 》
,

如此等等
,

企业管理水平如

何能提高
,

企业又如何能兴旺发达 ?

5
、

缺乏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
,

企业领导者不愿抓内部管理
。

改革开放以来
,

各级领导一直

讲要加强企业管理
,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

但抓管理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

企

业为什么要抓管理
,

抓好了有什么好处 ?抓不好又有什么坏处 ?这个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

贵任心从哪里来? 只能从
“

机制
”
中来
,

贵任必须与权益对等
,

没有这个对等
,

贵任就出不来
。

二
、

对策
/

要彻底扭转 目前企业内部管理弱化的局面
,

要做大量的工作
,

特别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

1
、

配备好企业的领导班子
。

要打破旧的用人观念
,

拓宽视野
,

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
,

大胆任

用一批思路开阔
,

敢于开拓
,

能打硬仗
,

乐于奉献
,

勇挑重担
,

既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

又有

管理能力的人
,

要把他们提拔到厂长的位置上
,

尤其是配备好企业的
“

一把手
” ,

使其真正成为

率领企业职工奋发向上的
“

领头雁
” 。

同时
,

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配好企业各级领导干部
。

每一

个企业领导干部都应不断学习现代科技
,

政策法规
,

领 导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

不断提高自身各

方面素质
。

过去人们经常讲企业要有开拓和拼搏精神
,

这当然没有错
,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
,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企业最终要在
“
内功

” 上见高低
,

企业领导者的素质就显得愈

来愈重要了
。

2
、

建立起企业领导自觉抓管理的动力机制
.

这一机制如何建立呢? 加强对企业的考核监

督当然重要
,

但更重要的是逐步使企业家脱离旧的行政管理轨道 (下转第 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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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校全面实施学分制的基本构想

七
、

配套政策与支撑条件

1
.

鼓励教师投身教学的政策

选课制是学分制的核心
,

实行学分制
,

必须开设一定数量的系级选修课和校级选修课
,

为

此要制订鼓励教师开设选修课的政策
,

根据外校的经验
,

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
,

建议对选修课

程的教学工作量计算
,

第一轮乘以 1
.

4 的系数
,

第二轮乘以 1
.

2 的系数
。

2
.

现代化管理手段

实行学分制
,

学生根据指导性教学计划选课
,

课表由过去学年制全校一张大课表变成每生

一张课表
,

上课以课程教学班为主
,

成绩管理和学籍管理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
,

因此
,

必须建立

起计算机选课系统和计算机辅助教务管理系统
.

3
.

学生管理与后勤保障

全面实施学分制以后
,

学生的活动规律与学年制相比有所变化
,

学生管理系统宜同时实行

辅导员制和导师制
,

每个年级配一名专职辅导员
,

主要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与 日常管理 ,

每一行政班配一名导师
,

主要负责指导学生选课和学习
,

导师要由具备讲师 以上职称的专业教

师担任
。

由于使用教室面积的扩大或减小
,

必须调整教室的规格结构
,

学生宿舍管理
、

食堂的综

合服务等必须有与全面实施学分制相配套的后勤保障措施
。

(上接第 41 页 )

而步入市场轨道
,

其衡量标准和选择程序
,

也要 向市场过渡
。

真正的企业家是以管理水平高低

为标准的
·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

鑫业的厂长经理是由上级任命的
,

有官吏身份
。

中国企

业家调查系统 1 9 9 5 年上半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
,

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内
,

由上级主管部

门任命的厂长经理
,

总体比例为 85 %
,

其中国有企业为 86 %
,

集体企业为 58
.

4%
。

企业的领导

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派
,

能者难上
,

庸者难下
,

难于调动企业领导者狠抓管理苦练内功的积极性
。

因此
,

只有把企业家逐步推向市场
,

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企业领导自觉抓管理的动力机制
。

3
、

在利益格局调整中尽量做到公平合理
。

在改革过程中
,

特别是有关利益格局的调整
,

要

做到公平合理
,

减少随意性和漏洞
,

其主要 目的是帮助企业改善外部环境
,

为加强企业管理创

造条件
,

提供保证
。

不能以各种优惠条件诱使企业为追求
“

利润最大化
”
而把工作的重点完全放

到争取国家放权让利的优惠政策
,

抢搭企业改革试点的
“

班车
”

上
,

从而忽视企业的内部管理
。

4
、

提高企业领导者的认识
,

自觉转变观念
,

苦练内功
,

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关键
。

在市场

经济的条件下
,

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

说到底还是要看企业管理水平的

高低
。

任何外部环境的改善不能取代企业内部的管理
。

企业搞好内部管理只有依靠自身努力
,

在管理中求发展
,

向管理要效益
,

并注意努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
,

克服管理是
“
软任务

”
的思想

,

把管理和生产经营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

第二
,

强化基础工作
,

健全管理制

度
,

这是企业内部管理的基础
,

不能可有可无
.

第三
,

重点抓好质量管理
,

这是企业内部管理的

实质和核心
。

第四
,

树立市场观念
,

把企业管理和市场结合起来
,

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

争

取最佳的经济效益
,

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第五
,

企业管理要勇于开拓
,

不断创新
,

要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中
,

菩于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
,

积极搞好技术改造
,

市场改造
,

市场开发
,

产品开发
,

努力提高本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