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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袁宝华

“调度”的学问 管理的大家

“企业管理工作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其重要之点是发挥人的积极性。

如何提高企业家的修养，是‘造就企业家队伍’不可忽视的问题。 ”

第一卷 文选

（1946年 8月—1980年 9月）

本卷内容涉及在东北建立和巩

固人民政权、 恢复和重建我国重工

业、“大跃进” 和调整时期的冶金工

业生产、物资管理体制改革、“文革”

时期开放初期企业恢复性整顿等方

面。

第二卷 文选

（1981年 2月—1984年 6月）

在这一时期， 我国企业改革进

入全面整顿阶段， 袁宝华同志提出

学习外国的经验要采取“以我为主，

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

方针， 认为应该把提高企业职工素

质作为改善企业管理、 提高企业素

质的一项战略任务组织实施。

第三卷 文选

（1984年 7月—1987年 12月）

在这一时期， 袁宝华同志在推

进企业管理现代化、起草和制定《企

业法（草案）》、强化质量管理和安全

生产意识、 促进企业家队伍建设等

方面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我国企业

改革和发展呈现可喜变化。

第四卷 文选

（1988年 1月—1992年 7月）

本卷内容涉及贯彻和执行《企

业法》、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 促进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

企业家协会发展、 深化高等教育改

革、加强高校党的建设等。

第五卷 文选

（1992年 8月—1996年 12月）

本卷内容涉及多次中企协厂长

（经理） 座谈会纪要， 访问韩国、法

国、荷兰等国的调研报告，深化企业

改革， 创办有中国特色的工商管理

硕士教育等。

第六卷 文选

（1997年 1月—2011年 5月）

本卷内容涉及企业经营和改

革、 企业经验分享、 职工教育和

MBA 教育工作、 企业思想政治工

作、民间经济类社团的创建与维系、

中国企业家队伍建设等。

第七卷 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本卷围绕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

若干问题， 向读者介绍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和实

践，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十年企业改革的经验。

第八卷 袁宝华访谈文选

本卷选编 1981 年至 2010 年多

种报刊对袁宝华同志的访谈、 报道

百余篇。

第九卷 永远的怀念

本卷选编袁宝华同志对已故领

导、战友和同志的回忆文章。

第十卷 偷闲吟草

本卷选编袁宝华同志 1936 年

至 2009年期间所写的诗词。

“企业管理是件大事， 一定要认真抓

好”，这是邓小平同志 1980 年在一次会见日

本客人后向我一再强调的一句话。

总结我国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我认为

有以下八条基本经验应当注意。

1.�认识企业管理的生产力属性。企业管

理既有生产关系方面的性质，又有生产力方

面的性质。 我们更应当注重其生产力方面的

性质。 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而加强管理不仅

有利于调整生产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

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点很重

要。 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提高人们重视管

理工作的关系极大。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国企业

管理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 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

从企业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企业管理水平

的提高是难以实现的。

3.�管理出效益。 实践证明，企业只有扎

实地抓管理、练内功，才能提高企业竞争力，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

4.�人的因素第一。 企业管理工作说到

底是对人的管理， 其重要之点是发挥人的

积极性。 而对人的管理，关键在于提高职工

的素质，包括政治、文化素质，技术、业务素

质，以至心理素质。 职工的素质是职工参与

企业经营管理、 群策群力办好企业的重要

基础。

5.�处理好管理与改革的关系。 加强管

理，必须深化改革。 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是

三项制度即劳动、工资、干部制度的改革。

6.�民主管理。 在管理体制上一方面必须

深化领导制度的改革，强调厂长（经理）负责

制，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完善

职工群众民主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生产者的

积极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群

众创造出来的实践经验，把职工的积极性引

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7.�在不断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也要善于向国内外企业学习， 取他人之长，

补自己之短。 当然，学习不能照抄照搬，应采

取“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

家”的方针。 这一点也是我们推进企业管理

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8.�表彰先进。 推广成功的企业管理经

验，树立先进典型和优秀企业家，既能鼓励

先进，又可带动后进。

（本文原文发表于 1995 年 2 月 16 日，

现为摘录）

《袁宝华文集》简介

企业管理是件大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造就企业

家队伍”。 发展市场经济，企业是主体，而企业

能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壮大，

人的因素，特别是带头人，即企业家的因素是

极为关键的。企业家其思想意识、经验才能、行

为作风等方面素质的高低，都会直接或间接影

响到企业素质，以至企业的盛衰兴亡。因此，如

何提高企业家的修养，是“造就企业家队伍”不

可忽视的问题。

那么， 当前我们讲企业家修养应该包括

一些什么内容呢？

第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发展国家经

济实力为己任，这是社会主义企业家应该具备

的最基本的理想和信念。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

社会主义企业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事业

心，把企业家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把办好企业

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第二，胸怀全局，脚踏实地。中国古代著名

思想家老子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大事要

从小事做起。 现代企业家要从宏观着眼，微观

入手，胸怀全局，脚踏实地。 在具体操作时，必

须从国情、民情和企业的实际出发。

第三，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一个成功的

企业家要有迎接新挑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也就是说，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家

要有高度的精神素养，既要居安思危，有多种

“备案”方案，也要处乱不惊，有百折不挠的意

志。

第四，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这是小平同志

的两句话。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这两句话一直

在教育和激励着我们。 改革在不断深化，企业

领导人的思想必须跟上。“解放思想， 开动脑

筋”对我们来说不是一时一事，而是长期任务。

第五，清正廉明，依靠群众。企业领导人要

带领职工群众去从事创造性的劳动，犹如千军

万马在司令员的指挥下去冲锋陷阵，领导人必

须在职工群众中拥有威信。公生明，廉生威，领

导人的威信，来自清正廉明，在于身体力行。

第六，疾恶如仇，从善如流。疾恶与从善是

社会主义企业家立身处世的道德标准，也是企

业家的基本修养。做人处事，要坚持原则，不能

明知对的不敢支持，明知错的不敢反对，充当

“好人”，甚至用原则做交易，这都是错误的。

第七，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企业家在任何

时候都要保持头脑清醒，戒骄戒躁，这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具有新的更现实的含义，也是作为

优秀企业家必须具备的性格素质。

第八，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企业家必须是

具有同企业经营有关的广泛知识和操作能力

的通才、全才。当然达到此目标，重要的途径是

学习，学习，再学习。

第九，丢掉幻想，搏击市场。从计划经济体

制下走过来的人，总习惯于一切依赖国家和上

级机关的指令来运作。这种思维方式已愈来愈

不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市场经济就是要促使

各类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优者生存、劣

者淘汰。现在摆在企业经营者面前的唯一出路

是：“自己救自己”。 我提出丢掉幻想、 搏击市

场，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第十，锲而不舍，刻意创新。世界上只要有

认真的态度，有刻意创新的钻劲和锲而不舍的

韧劲，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就没有办不

成的事。这也正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和应有的

修养要求。

（本文原文发表于 1995年 4月 21日，现

为摘录）

论企业家的修养

———为 1995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而作

企业家不是只有一个家， 而是有三个

家：一个是我们的小家庭，一个是我们的企

业，一个就是像企业家协会和企业家俱乐部

这样的组织。 俱乐部是大家，自己的家是小

家，企业是个中家。 这三个家，把我们的工

作、学习和生活都兼顾了。 我们的小家庭是

以生活为主， 企业这个中家庭以工作为主，

企业家协会和企业家俱乐部这个大家庭，我

看应以学习为主。

为祝贺企业家俱乐部成立 20 周年，我

题了个词叫“坚持服务宗旨， 拓展服务领

域，提高服务质量”。 那就是说，我们企业家

俱乐部，主要的任务是要为企业家服务。 我

说人的生命在于运动， 企业家俱乐部的生

命就在于活动， 就在于我们进行广泛的服

务活动，特别是在学习方面，企业家俱乐部

的活动很多，有很大的优势。 我们要进行政

治学习， 要进行业务学习， 就要有一批专

家，我再三看专家委员会的名单，越看越感

觉到我们企业家俱乐部在帮助企业家学习

上充满信心， 因为这些专家都是我国著名

的学者。 我们不光是学习政治和学习业务，

还要开展文化生活； 不光是学习自己企业

的内容， 也要学习企业之间互相交流的经

验。 这样我们企业家俱乐部服务的领域会

越来越宽广。 对于北京市企业，有这么个好

的学习环境，我看是得天独厚，我们企业家

俱乐部又联系了这么一批新闻界、文化界、

艺术界的朋友，我看这也是个优势，这对我

们首都企业家工作、学习、生活很重要。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正处于蓬蓬勃

勃地发展中；对中国企业家来说，现在也是

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日方升，也正是在蓬蓬

勃勃发展的时候。 所以我对中国企业的发展

充满了信心，我想最后，千言万语归到一句

话：企业家万岁！

（本文原文发表于 2005 年 3 月， 现为

摘录）

企业家万岁

（上接特02版） 他多次讲要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企业改革和企业家队伍

的建设，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高尚情操。

宝华同志在革命生涯中，积累丰富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他的理

论著作与重调查、重实践是分不开的。 2013年底，宝华同志出版文集，嘱

咐我做序，恰逢他 98 岁。 我们在这里召开袁宝华系列著作出版座谈会，

又恰逢宝华同志已进入百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再一次祝贺宝华

同志双喜。 今天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在经济战线工作几十年的老同

志，年龄大多超过 70岁，你们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福祉做出了巨大贡

献，功不可没，今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仍然有赖于在

座诸位的不懈努力！

宝华是我的“启蒙老师” 工作中他帮助过很多人

（上接特02版）

宝华同志曾参加了“12·9”学生运动，当年他是北京大学高材生，参加革命后，

长期担任综合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既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又是高级的领导干部，

这样的同志在我们党内为数不多。

在 80年革命生涯中，他积累丰富的实际经验和理论著作，写了那么多书，我认为

这是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 宝华同志系列著作出版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一部重要

的文献，对科学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重要的学习价值，

是很有意义的著作。在当前全国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新的形势下，

我们要学习宝华同志对党忠诚、信仰坚定、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我们要学习他勤

奋学习，勤于探索，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上接特02版）

2005 年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专门设立了代表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领域最高荣誉的“袁宝华企业管理金

奖”，以此表彰和奖励为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做出杰出贡献

的中国企业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建设。

当前我国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 改革

发展创新驱动需要凝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 宝华同志关

于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创新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对今天进一

步改进工作方法，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具有重要的启迪和

指导作用。

企业管理的奠基人

座谈会现场，袁宝华签名 座谈会现场，袁宝华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