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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版智慧中国

劳丁

管理进化缘园园大破茧成蝶 缘园园强
无论是中国 缘园园强，还是世界

缘园园 强，都曾受到过这样的质疑：许
多 缘园园 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强，
只是营收高或规模大而已，所以所
谓 缘园园强，其实只是 缘园园大。

从 缘园园大到 缘园园 强，管理水平
的提升是一个瓶颈，也是一个突破
口。由于企业规模的增大以及国际
化进程的加快，企业经营面临着更
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局面，企业管理
的复杂性和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这
对中国企业家提出了更加严峻的
挑战。

和技术发展的路径一样，中国
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也经历了一
个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过
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审定的国家

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代表着我国
企业管理创新的方向和最高水平。
从近年来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
果的亮点上，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
中国企业管理的演进路径以及中
国企业向着世界企业靠拢的脚步。

注重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完善企业创新管理体
系是企业管理的重点

圆园园愿 年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
成果表明：为了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许多企业积极探索技术创新模
式与路径，并推进技术创新与管理
创新的有效结合。中国一航成都飞
机设计研究所以关键技术为突破
口，以研制的生命周期为主线，充
分运用并行工程和流程管理等先

进技术和管理手段，构建起卓有成
效的敏捷高效研发体系，促进了我
国空军装备现代化和航空工业的
跨越式发展。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
东有限公司以提升企业服务能力
为导向，通过健全网络化的创新组
织体系，构建规范的创新管理流
程，建立三级创新评估体系等，打
造全面创新体系，推进了产品创
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中国石化
集团茂名石油化工公司在建设我
国首座百万吨乙烯生产基地过程
中，成功应用了中国石化自主创新
的工艺技术，新乙烯装置设备国产
化率达 87援8豫，64万吨大型裂解气
压缩机组首次实现了我国自主设
计和制造，并采用纵深参与、全过
程限额控制、立体交叉施工等一系
列精细化管理措施，节省了投资，
实现了高速度建设、高标准中交、
高水平开车。

注重企业治理结构建
设，通过建设规范董事会
提高决策水平

圆园园怨 年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
成果表明：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
制度创新阶段，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董
事会建设是建立企业法人治理制
度的重点工作，对于竞争性国有企
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建立真
正能够代表出资人利益并且具有
较高决策能力的规范董事会，国务
院国资委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年的
探索。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务
院国资委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公
司董事会的首家试点单位，依据有
关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外
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除设立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
会，提高决议质量和效率；建立董
事会会议制度和决议机制，在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为进一步提升公司
对市场的快速响应能力，完善了重
大事项决策制度和授权机制；通过
五个方面措施建立顺畅的信息沟
通机制，还在将董事会建设与党组
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有机结合方
面进行了探索。新兴铸管集团有限
公司通过理顺产权纽带关系，规范
集团母子公司董事会建设；实施战
略动态管理，确立集团母子公司管
控体制；优化集团组织结构，完善
董事会与集团管控的运行平台；合
理授权分权，实现董事会运行与集
团管控机制的有效融合，建立外部
董事制度，发挥党委作用，不仅规
范了董事会的建设，而且推动了集
团管理变革。

注重提升整体管控能
力，集团公司从形似走向
“神似”

单从榜单上看，今年已经有 61
家中国（大陆）企业进入了世界 缘园园
强的行列。但同时我们注意到，这
些企业的规模更多是并购，特别是
行政性并购增大的，如何提升管控
能力，使企业从大变强，是 缘园园 强
企业面临的核心课题。进入本世纪
后，我国企业这方面的成果在逐渐
增多。从 圆园员园 年的国家级企业管
理创新成果来看，不少企业通过管
理创新实现集中与高效相统一的
集团管控经验令人印象深刻。所有
这些案例，都普遍地表达了集团化
建设所追寻的理想目标：集中决
策、分级管理、资源共享、高效协
同。案例同时也表明，尽管集团管
控的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各企业
实现目标的途径却有很大不同。曾
被审定为一等成果的宝钢集团，主
要是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重构，实
现控股集团公司的角色定位。中国
移动的集中化管理，走的是内部资
源整合之路。本届蓝星集团的成
果，则从信息化与管理全面融合的
角度诠释了集团整合的多元化选
择。蓝星集团是个以小搏大、迅速
扩张的化工企业，成立以来经历了
50多次国内兼并、重组以及 4次国
际并购，目前国内拥有 25 家生产
企业、4个科研院所、控股 3家上市
公司，国外 4 家企业，下属 15 个工
厂，7个研发和技术服务机构。怎么
管理好眼前这个迅速膨胀的“庞然
大物”?作为一家毫无跨国公司管理
经验的中国公司，蓝星集团运用逆
向思维，从统一终端管理需求出
发，彻底颠覆已有管理模式，从头
做起，从高起点做起，把信息技术、
工具、方法全面运用于管控、决策、
运营及一线操作，将制度、流程、标

准统一于信息管控手段，仅用 3、4
年时间，就用信息化“统一”了蓝
星，并从整体上实现了集团公司管
理提升的阶段性目标。潍柴控股集
团在快速规模化过程中形成了许
多“信息孤岛”、“业务孤岛”，制约
了其进一步发展。为此，他们在各
子系统的基础上，将各信息子系统
进行无缝集成，形成一体化的信息
集成平台，实现企业研发、计划、物
资采购、生产制造、维修服务等不
同业务环节之间的协同化运作。中
海油针对海外业务快速发展过程
中存在的海外项目分散、财务基础
薄弱、海外机构分散式管理与总部
集中管理失衡等问题，集中相似活
动，创建财务共享平台，统一提供
专业化、标准化的财务服务和支
持，实现海外财务管理由分散型向
共享协作型转变。这些案例分别从
治理结构安排、资源整合、信息化
整合、财务整合、业务整合五个方
面提供了集团公司从形似走向
“神”似的实现路径。

注重发挥战略管理的
统领作用，推动企业向高
附加值领域转型升级

企业战略是企业针对未来发展
方向所做出的全局性部署，战略管
理对企业未来发展具有统领性作
用。

战略管理的统领作用表现在引
领企业朝着更远更高目标前进。
圆园员员 年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
表明：中国企业已经进入到战略管
理的崭新阶段。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以“赶超世界一流”的战略目标引
领企业发展方向，并将这一战略目
标分解成四个具体战略，分阶段实
施，即：“归核”战略———通过整合
重组将业务集中到资源和能力具
有竞争优势的轨道交通装备领域；

“强核”战略———借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之力缩短与国际领先企业的技
术差距，借资本市场之力实现管理
提升和产业升级；“造核”战略———
依靠自主创新实现技术领先，凭借
精益管理、集团品牌塑造形成差异
化优势，培育核心能力；“扩核”战
略———利用轨道交通装备专有技术
优势，向相关产业延伸，培育未来
“种子”业务。通过十年成功实践，
中国南车在企业战略的统领下全
面提升了核心竞争能力，企业综合
实力跨入了世界轨道交通装备制
造业的前列。

战略管理的统领作用还表现在
引领企业根据环境变化及时作出
全局性调整。我国依靠廉价的生产
要素和较低的环境成本的发展模
式将逐步成为历史，企业必须适时
做出战略调整，实现由产业链低端
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升级。上海纺
织控股 (集团 )公司作为拥有悠久历
史和市场影响力的传统国有纺织
企业，通过调整产品结构、经营业
态、运营模式、体制机制等，成功实
现了从制造带动向服务带动的战
略转型，从低端经营向以科技和时
尚为导向的高端经营转型。卫华集
团有限公司原是生产配件和轻小
型起重机的中小企业，为了提升产
品附加价值，大力推进产品系列化
和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发展高端产
品，提升价值链管控能力，并通过
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

新的有效结合来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曾
以低成本战略闻名全国，但是在当
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国家经济结
构急需调整的情况下，必须转变经
营模式，实现由低成本向高技术发
展模式转变，他们申报的《以技术
创新为导向的钢铁企业低成本战
略转型》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好的探
索。在这方面做出探索的成果还有
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创造的《以打
造世界一流投资开发和建筑服务
商为目标的战略转型》、庆安集团
有限公司创造的《以科技创新为导
向的航空工业企业战略转型》、中
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创
造的《面向高端市场的石化施工企
业战略转型》等。

当前，由于信息化和互联网技
术的发育，世界经济和企业管理正
处在转型和变革之中，这是中国企
业追赶和超越国外先进企业的绝
好契机。新浪、搜狐、百度、阿里巴
巴等一批世界级中国互联网企业
开始崛起，无论是技术和商业模
式，都丝毫不逊色于世界同行。宝
钢、海尔为代表的大批制造企业通
过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传统
管理，使企业管理水平得到大幅度
提高。中国企业应当抓住这一历史
性的机遇，积极抢在信息化革命的
潮头，实现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的
跃升，让中国企业 缘园园 强真正由
“大”变“强”。中航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各型号

精益设计技术应用的技术等级测评
2008年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

新兴铸管集团优化后的组织结构示意图
2009年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

中国蓝星管理提升与信息化规划
2010年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

中国南车打造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实施路径
2011年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

年份 总成果数 一等奖成果数 二等奖成果数 累积创造效益

2008 149项 34项 115项 1367亿元
2009 155项 28项 127项 1480亿元
2010 178项 31项 147项 ----------
2011 184项 32项 152项 1474亿元

近年来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数量及创造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