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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距离“奥运冠军”
有多远？
（上接第七版）

国资委将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行业的资源整合和优化配
置，加强中央企业合理布局发展战略、明确产业定位、进一步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完善公司治理、打造国际核心竞争力的大
型国有企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会转入技术密集性更高
的产业，服务业将加快发展，企业应努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中央企业应以控制价值链高端作为主要战略目标，成为
“系统集成者”,形成行业的整体竞争优势。

中央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缩小与世界一
流企业的距离刻不容缓。

从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来看，“做强做优”培育世界
一流企业，任何机构也不能代替企业的作用。市场化培育要求
必须在市场竞争中，真正能够锻炼培育出来我们的国际竞争
力。

微观来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真正形成“以企业为主
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支
持中央企业之间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进一步依托企
业建设行业共性技术平台，支持和推动企业开展跨行业联合
攻关，集中突破重大关键技术。

如何建设具有世界一流企业，专家认为，公司治理占据战
略地位，凡是世界一流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必须非常好，公司的
发展理念非常先进，而且内部管理的机制符合公司发展的方
向，再配上业务创新、产品研发能力、盈利能力、品牌优势以及
高素质的员工团队、人力资源这样一个机制，企业才有可能成
为世界一流。

国资委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建立科学合理、集中有效的决
策机制，从公司治理的核心着手，形成党组织与董事会有机结
合、纪检组织与监事会有机结合，由一批高水平专职董事，包
括外部董事队伍组成的国有企业决策体系。治理结构完善的
重点在于探索建立既能够与国际接轨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国
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目前，42家央企建立了董事会制度，国
资委希望按照公司法的治理结构，将权力下放给董事会，让出
资人的权力在企业层面得到体现，力求做到决策层专心做宏
观，经营层做微观。

中央企业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打造世界知名
品牌，培养适应国际竞争的一流人才，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
从而提升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

世界一流公司三星转型成功最值得其他企业借鉴的，是
最高领导者的坚持不懈和承担风险的主动性。由此看来，形成
最佳的培养企业家的环境很重要，在制度层面上，理应形成最
佳的使企业家脱颖而出的环境。国资委的重任是培育百名战
略企业家，这些战略企业家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的软实
力。而与此同时经理人市场需要得到充分的发育，经理人所专
有的人力资本得到充分的发展，即有没有考虑在制度安排实
施上，可以让经营者通过保值增值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收益。

更进一步说，重要的不单是制度创新本身，而是制度创新
的机制，没有良好的制度创新机制，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真正
的制度创新。

这是一个“内生”的过程，借助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使
企业蜕变为现代企业，变成能够广纳现代管理人才、集中社会
最优秀企业家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央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基石，通过企业管理与发展机制的飞跃，真正为消费者创造价
值、为社会创造价值、切实推动产业和社会进步。
“奥运冠军”需要改革意愿和追赶的动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走出中国、走
向世界，是当今中国企业所要面对的
重要课题，而如何带领这支队伍成就
世界一流，则是考验我国企业家全球
视野与综合能力的关键所在。在竞争
压力加剧、领导力相对缺失的条件
下，中国的企业家该怎样迅速提升自
身领导力，并担当起带领企业成就世
界一流的重任？带着这一问题，12月
15 日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政治
学部主任兼中国领导力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
长刘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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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环境，中国企业家如何提高领导
力？

刘峰：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企业
家和高管缺少的不是竞争意识而是
竞争能力；缺少的不是竞争的硬实力
而是竞争的软实力；缺少的不是员工
的执行力而是中高层的领导力。

这几年有关执行力的书一直很
流行，尤其深得企业家和企业高管的
喜好。他们甚至一次买上几十本、几
百本送给自己的下属，送给自己的员
工。其原因就是许多领导者希望自己
被领导者“没有任何借口”地去执行。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是值得我们深思
的。

事实证明，下属的执行力不足恰
恰说明自己的领导力不够。执行力并
不是领导者手中的法宝。强调执行力
并不能帮上领导者的忙。领导者的法
宝只能是自己的领导力，是必须依赖
与被领导者相互作用才具有的领导
力。

因此不要过于硬化领导力，领导

力的基础无疑是权力，但只有权力又
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权力以外，还有
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能力，二是
魅力，三是魄力。于是我们有了一个
清晰易懂的领导力公式，领导力=权
力+能力+魅力+魄力。领导者的能力
与智商有关，领导者的魅力与情商有
关，领导者的魄力与胆商有关，即领
导者的智、仁、勇。中国企业家和经理
人缺少的不是权力，而是自己的能
力、魅力和魄力，即孔子所强调的三
德：“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
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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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在完成足够的积累之后
正在谋求行业或者国际产业领导者
地位，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提高自
身素质？

刘峰：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既
要学习西方企业的管理理论和经验，
更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共产党的
政治智慧、领导艺术中借鉴精华，装
备和提升自己。

毛泽东认为，领导工作千头万
绪，但归结起来只有“两件大事”，一
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出主
意”即我们今天所讲的“决策”，“用干
部”即今天我们所讲的“用人”。决策
和用人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角色所
系。领导者如果整天事无巨细事事
忙，事必躬亲天天累，那么他就什么
事情也干不成。干部累得住医院，群
众对他有意见。原因就在于他缺少当
领导干部的知识和本领，忘记了毛泽
东所告诫的领导工作的“两件大事”。

简约化的领导还体现在毛泽东
强调的“两个集中”之上。从井冈山到
延安、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毛泽
东的成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两个集

中”的巧妙运用上。一是集中优势兵
力去打仗、去建设、去做一切大事；二
是集中精力、集中能力，甚至集中权
力去决策、去用人、去履行领导者的
主要职责。前者是对群众的集中，对
资源的集中；后者是对领导的集中，
对自身的集中。把这两个集中结合起
来，“两件大事”才能做得更好，领导
工作的效果才能更显著。因此，企业
家也要学会运用“两个集中”，不能四
面出击，要抓住重点，做出亮点。

毛泽东不仅强调“两个务必”，而
且特别重视“两个结合”。务必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有利于领导与群众相结
合；务必艰苦奋斗，有利于一般与个
别相结合。既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又能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些都是
卓越领导者最突出的特质。那些有了
一点成绩就趾高气扬的所谓企业家
是成不了“家”的。

此外，企业家也要“方圆兼顾”。
“方”是领导工作的原则性、坚定性；
“圆”指领导工作的适应性、创造性。
具体来说，大方小圆，内方外圆；后方
先圆，己方他圆。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小的
方面可以适度退让、妥协和变通，表
现出相当的灵活性。所谓“内方外
圆”，是思想上要方，信仰上要方，要
讲党性，有追求，要仰望星空；行为上
要圆，要适应环境和条件，适应对象。
“先方后园”是指先沟通、先用软权，
达不到目的再用硬权力。所谓“己方
他圆”是对自己要方，严要求，高标
准，对他人要宽容、宽厚、宽松。

企业家尤其要善于运用软权利。
权力就是影响力，硬权力与职位相关，
它带来的是强制性影响力；软权力与
个人的品德、资历、业绩、专长等因素

相关，它带来的是非强制性影响力。
企业家还要善于授权。授权可以

更好地激励和培养下属，可以使领导
者更加超脱，集中精力去做更重要的
事情，可以人尽其能，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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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走出去”，比较那些知名的跨国
公司，在实际管理中我们的企业家还
需要在哪些方面有针对性地加以提
高？

刘峰：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势
在必行，既要敢于作为，高度自信，又
要量力而行，有理有利有节。海尔集
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说的很有体会，
很有见地。他认为要分为三步走：一
是初步“走出去”，二是真正“走进
去”，三是攻坚“走上去”。

企业家从群众中“来”，要回到群
众中“去”，要谦虚谨慎，学会谦恭。什
么是领导？顾名思义，它是由“领”和
“导”两个概念组成的。领是带领、率
领，是领方向，带队伍；导是引导、指
导、因势利导。先领后导，少领多导；
又领又导，重点在导。

什么是领导决策？决策由“策”与
“决”两个概念组成。“策”是“出主
意”，“决”是“选主意”和“定主意”。领
导决策要先“策”后“决”，多“策”少
“决”，又“策”又“决”，重点在“决”。多
策才能民主，才能打开空间，少决才
能集思广益，才能提高决策的质量。
只有领导者“少决”，被领导者在执行
中才可能有“多决”的机会。讲到这里
我们要特别强调，领导者的主要职责
已经不是“出主意”，而是“选主意”、
“合主意”。

有了这些行为的转变就打开了
思维的空间，打开了科学发展的空
间。

走向一流
提升领导力“决”与“策”

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兼中国领导力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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