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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最为广泛的经济组织，要对我国经济国情进行全面深刻
的了解和把握，必须对企业的情况和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
深入了解我国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状况，全面把握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情况，仔细观察我国企业
的各种行为，分析研究我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对于科学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经济政策，
提高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通过“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长期跟踪调查企业的发展，详尽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改
革与发展情况、各类行为和问题等，也可以为学术研究积累很好的案例研究资料。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选择的企业调研对象，是以中国企业及在中国
境内的企业为基本调查对象，具体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既包括不同所有制企业，也包括各个行业的企
业，还包括位于不同区域、具有不同规模等各种企业。
所选择的企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是在这类所有制企业中具有代表性，或是在这类行业中具有代
表性，或是在这个区域中具有代表性，或是在这类规模的企业中具有代表性。
我们期望，通过长期的调查和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之企业调查对象，逐步覆盖各类所有制
、各类行业、不同区域和规模的代表性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之企业调查的基本形式是典型调查，针对某个代表性的典型企业长期跟
踪调查。
具体调查方法除了收集查阅各类报表、管理制度、文件、分析报告、经验总结、宣传介绍等文字资料
外，主要是实地调查，实地调查主要包括进行问卷调查、会议座谈或者单独访谈、现场观察写实等方
式。
调查过程不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调查报告不能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良影响，
不能泄露企业的商业秘密，“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这是我们进行企业调研活动遵循的基本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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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批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在其成长历程中，在产业技术战略、产权制度和组织管
理体制等方面先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共性转变，实现了企业规模从小到大的持续扩张。
《卧龙考察："浙派制造"的企业变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国情调研课题的最终成果，它以浙江卧
龙集团为案例研究的对象，将以卧龙为代表的浙江民营制造企业成长模式概括为“浙派制造”模式，
分别从技术、产权制度和组织三个因素入手，论述了“浙派制造”的变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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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浙派制造”：浙江民营制造企业的成长历程第一节 理论分析框架第二节 “浙派制造”的含义
第三节 “浙派制造”中的技术因素第四节 “浙派制造”中的产权因素第五节 “浙派制造”中的组织
因素第六节 小结上篇 破土而出第一章 上虞印象第一节 上虞文化第二节 上虞经济第三节 未来发展第二
章 卧龙足迹第一节 1984年创业元年第二节 1992年股份制改造第三节 1994年进军房地产第四节 2002年
公司上市第五节 2002年并购第六节 2008年回顾与展望第三章 卧龙文化第一节 使命宣言第二节 价值立
场第三节 法则体系第四节 心理契约第五节 共同愿景中篇 技术、产权与组织第四章 卧龙电气第一节 创
建伊始的单产品发展（1984-1985年）第二节 探索前进的单产业发展（1986-1993年）第三节 稳步扩张
的多产业发展（1994-2001年）第四节 规范运行的打造电气产业链（2002-2007年）第五章 卧龙地产第
一节 起步阶段（1994-2001年）第二节 快速发展（2002-2006年）第三节 扩张阶段（2007年至今）第六
章 产权制度第一节 初创阶段的乡镇集体企业（1984-1992年）第二节 成长阶段的股份制企业
（1993-2001年）第三节 成熟阶段的现代公司制企业（2002年至今）第七章 组织演进第一节 单一产品
时期的组织模式第二节 单一产业时期的组织模式第三节 多元化经营时期的组织模式第四节 打造产业
价值链时期的组织模式第五节 回顾与展望下篇 职能管理第八章 公司控制第九章 人力资源管理第十章 
技术研发管理第十一章 生产作业管理第十二章 信息化建设附录 被访谈者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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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集中体现的是企业在制造业主业领域的发展脉
络。
从技术路线演变的角度看，改革开放至今，“浙派制造”整体上是沿着“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
发展的。
需要强调的是，在同样一条技术路线上，近年来的“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线，是有所区别的。
虽然二者都是通过宏观经济层面的企业资本一劳动比率的稳步上升而表现出来的，但它们所对应的企
业经营战略是不完全相同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动企业技术路线形成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企业在不同市场上进行切换的
竞争要求，从一个低端的（资本一劳动比率低的）产品市场切换到另一个技术水平略微高级一点的（
资本一劳动比率稍高一点的）低端产品市场。
陈剑波（1999）的研究表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技术路线表现为资本一劳动比率的稳步
上升。
张军和陈诗一（2002）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两位作者的研究认为，多年来，乡镇企业的技术演进一直没有沿着中性的或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
路线变化，而是不断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所选择的是一条资本排斥劳动或资本替代劳动的路
径。
在这个发展阶段，决定企业技术路线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市场供求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断提高乡镇
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伴随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企业早期聚集的技术资本含量低的产品市场
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乡镇企业转向了另一些技术资本含量稍高一些的产品市场，从而使得乡镇企业
的资本一劳动比率在整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
　　总体看来，在这个发展阶段，浙江民营制造企业参与的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技术的）产
品市场。
这一时期里，企业在随机的市场切换过程中所依赖的技术资源的支持，往往是通过企业外部来实现的
，或者说，整个生产技术能力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对原本的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
的替代来完成的。
　　近年来，推动企业技术路线形成的主要动力，已经渐渐转变为企业在同一产品市场上进行技术革
新和生产组织方式升级的竞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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