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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企业定位国际竞争力》比较全面地收集和整理了有关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的资料信息，对目
前的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为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课题研究紧密结合企业发展的实践，首先，在国内选择100家不同类型的大型企业，以提高
国际竞争力为主题进行问卷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其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对象企业进行典型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和评价
方法，并在体系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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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条件下，政府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很难分开的，而且职能交叉在
一起。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计划体制塑造的，作为计划体制的支点而存在。
同时它又是一个基本的行政单元，中央计划要通过企业来实现，政府的行政命令同样要落实到企业这
个基层。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国有企业是政府职能的一种替代，或者说是一种混淆。
现在很多研究在阐述这一问题时，强调政府职责不规范，管了企业该管的事。
其实，企业也同样存在职能不规范的问题，管了不该由自己管的事。
这种双重混淆是连在一起的。
因此，说国有企业是“企业办社会”倒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国有企业的本质。
所以，在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我们要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把政企分开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
　　（2）关于治理结构。
现代公司企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法人治理结构，所谓治理结构是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制
度安排，一般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形式来体现。
国有企业改革并要实现制度创新，必须把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放在首位。
法人治理结构是在委托代理条件下发生的，它首先要求委托人即所有者必须明确，而且与法人治理结
构相对应，也就是说，只有所有者结构是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才是现实的。
　　过去，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所有权的惟一性，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所有者
结构，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所以，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首先不是“法人”的，其次不是科学的。
但是，却是与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相对应的，表现为与行政体制的一致性。
企业的“治理结构”与政府机构几乎没有两样。
政府正是通过这种机构对应，来实现其对企业的管理，而且是纵向的一管到底。
企业改制以后，随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构造，企业拥有
“法人财产权”，在此基础上开始构造“法人治理结构”。
但是，由于所有者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在改制的国有企业中，既存在着所有者不到位的问题
，同时也存在所有者对企业的过多干预问题。
根本原因就是所有者结构没有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首先规范，既影响了公司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
科学规范，也阻碍了政企分开的进程。
　　另一方面，从国有企业改制的实际来看，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交互影响使一
些国有企业出现治理“真空”，或治理结构的变形。
有专家曾经指出：中国已经进行公司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包括一部分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结构被严
重地扭曲了，这就是许多企业经营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企业定位国际竞争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