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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企业“重改革、轻管理”

问题愈发严重

回顾中国企业的改革发展史，

我们不难发现，在取得不少改革成

果的同时，也伴生了相当多的问题，

“重改革、轻管理”就是其中之一。从

近年企业改革的现实判断，这一问

题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不给予高

度重视和关注，不遏制其发展之势，

将影响到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质

量，降低企业的经营运行能力与效

率，甚至于可能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重改革、轻管理”的表现之一，

是热衷改革的轰动效应和由此带来

的短期轰动效益，外延扩张来势迅

猛，而内部管理轻描淡写。不少企业

将改革等同于外延的强力扩张，铺

摊子劲头很足，母体企业本无足够

的经营管理力量，又大搞什么企业

集团的组织形式，要么形成产供销

链条上的相对垄断，要么构造内部

非正常市场，要么金融、贸易、房地

产等本不是生产和经营优势的方面

尽收于集团之内，一时间也热闹非

凡，轰动并产生短暂的经济收益相

衬，改革的成果似乎很是明显。但

是，集团企业内部管理的先天不足，

加上后天的忽略，日益显露出经营

运行的困难，短期轰动后的效应与

效益也不复存在，不少企业集团面

临新的选择。

“重改革、轻管理”的表现之二，

是股份制改造风风火火，企业内部

管理机制山河依旧，企业决策者重

企业形式变化而忽略内部管理的加

强。

“重改革、轻管理”的表现之三，

是过分相信国外资本的力量，以为

国外资本进入本身就会带来管理的

自动加强，千方百计地搞中外合资

的企业，却没有在组建的中外合资

企业中强化应有的管理，企业的经

济效益没有上去，中方的投资资本

也受到损蚀的威胁。

（摘自 1995 年 1 月 7 日《经济

学消息报》作者  陈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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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裁员

为何那么难？

企业裁员，对于政府来说就是

失业率上升。当然，从理论上讲，社

会保持适度的失业率是有益的，因

为它一方面能够为经济的持续增长

起到“蓄水池”的功能，同时还可对

在职的就业者形成竞争的压力。但

失业率一旦上升到 10%以上，就会

引起社会的波动，并由此大大加重

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控制和降低

失业率并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始

终是各国政府不敢怠慢的国家大

事。我国也不例外。所以政府一再强

调要企业自行消化富余职工。政府

从失业的角度不愿看到企业大规模

裁员是为了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

同时，做为裁员的主体企业本身也

不应当承担失业转移的义务，也没

有一个企业愿意白白负担企业冗

员。然而，尽管在用工上有自主权，

但在裁人上却是“敬鬼神而远之”。

裁员对于企业领导者来说绝不单单

是个调整劳动力结构的问题。即便

抛开裁员的风险不说，企业同时还

要面对自己“角色的多元性”问题。

要知道，目前的国有企业在很大程

度上依然是政府和社会细胞。有时

企业好不容易下决心裁掉几个人，

结果没有几天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

又把他们给送回来了，建议从社会

稳定的角度重新安置。

从企业职工的角度来说，裁员

也是一颗难咽的苦果，作为职工一

旦被企业辞退，就意味着要另谋生

路。而大多数的国企职工对进入劳

动力市场存有恐惧和失落感。有的

职工宁愿拿打折的工资也不愿意失

掉这份工作。

即使有的企业斗胆裁了一批职

工，而社会能不能有效吸纳这部分

人员也是大打折扣的。我们的社会

保障和就业服务，不仅水平低而且

远远不能到位，就连失业保险的发

放，也是只针对国有企业的职工，可

失业队伍的构成并不光是国企一

族。我们的就业服务体系还不能够

一夜之间就建立完备，与此相关的

转业训练和职业介绍等等就更难以

满足需要。

无庸讳言，企业裁员肯定要产

生社会阵痛，但不裁员淤积的阵痛

会更大，这正如我们的改革一样，问

题的关键是使企业裁员的社会代价

尽量减至最少、最小，这就要从加快

配套改革上为企业裁员创造有利的

社会环境。

（摘自 1995 年 1 月 4 日《工商

时报》  作者：卢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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