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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集分“点评”、“时评”与“报告”三大部分，“点评”是针对某一案例所写的，后面附有
背景资料；“时评”是独立的文章；报告是针对某个专题的研究。
从内容上看，有的可能前后有所重复交叉，比如，国有企业改革、治理结构、汽车消费，等等。
 在点评部分，本来按照文字产生的逻辑顺序是案例在先，评论在后，但是，现在则是评论在先了。
这是想把评论作为导读，给读者一个大致的介绍；如果读过案例再回过头来看评论也可以有新的认识
。
 第一部分“点评”包括15篇文章，第二部分“时评”包括13篇文章，第三部分“报告”包括10篇文章
。
在篇头有中间成果的出处可供参考。
 本书的读者主要为企业管理研究人员、企业界人士以及企业管理类的研究生和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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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承耀，男，1947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1964年入清华大学学习；1970年2月到本溪钢铁公司做技术工作。
　　1980年到日本进修技术一年。
　　从1982年到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为我国第一批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
两名中的一名；毕业后留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
1990年到日本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一年。
现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中国国有资产学会理事，政协北京市西城区委员，
北京市西城区科协副主席，担任《改革》、《经济管理》、《中外管理》、《中国管理评论》等杂志
编委员委员，国家教委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5-1996年负责主持了院重点课题《控股公司的理论与实践》；1996年至1999年负责主持了国家
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企业管理现代化、科学化问题研究》；1999-2000年负责主持了所重点课题
《企业管理案例编写模式研究》；2000-2002年负责主持了院重大课题《我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与管理科
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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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隐约感觉到，一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高潮正　　在到来。
回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许多中国人担心，一旦打开国内　　市场，中国企业将不是外国企
业的对手，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但是，事实上　　，并没有看到“狼来了”的一幕，恰恰相反，现在中国企业要考虑“走出去　　”
了，这样的结果真让人高兴。
　　所谓“走出去”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最直接的表现是产品走出去，　　即以自己的品牌出口。
由于中国产品性能好、价格低廉，所以在国际市场有　　竞争力，这以小商品最为代表。
不过，这种产品出口给对方国家的企业带来　　了直接的压力，中国企业遭受“反倾销”的待遇也就
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在这之中，对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很明显，实际上也是某种新形式的“非　　关税壁垒”。
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我们还应该考虑自己的做法是否完全　　合理，如果产品是你的，品牌是你
的，销售渠道是你的，一点空间也没有给　　人家，遭到报复也许是必然的，应该给人家“留一块”
，你把人家逼急了怎　　么行，正所谓“双蠃”也。
其实，格兰仕、双星等都是在做自己的品牌的同　　时也为人家贴牌生产。
　　取而代之的是海外投资建厂。
从表面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　　好处包括可以获取重要原料和能源来源、降低生产成本
、获取海外配额和销　　售渠道、规避贸易壁垒，等等，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较高，对经营管
　　理水平要求也较高，再加上某些配套要素不齐全、劳动力摩擦等方面的原因　　，可能造成总成
本并不低或经营困难的结果。
　　与直接投资不同的方式是通过股权运作，收购对方企业，这样做的好处　　是可以投资通过收购
发达国家知名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取其品牌与技术等无形　　资产和销售渠道，早年，日本企业也曾这
样大举进攻美国，甚至于买下了美　　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楼。
在中国近年来这样的事例已经很多了，例如，TC1　　收购阿尔卡特移动电话、联想收购　　P83　
　IBM个人电脑部门、海尔竞购美泰克，等等。
当然，事情也不会那么顺利，　　对方国家也会以各种借口排斥中国企业。
比如，对方国家可以从“能源安全　　”的角度限制中国企业的进入。
　　那么，在这之中是否也有中国企业方面的原因呢?为什么在国内，大的　　国有企业没有发现问题
，而到国外就被发现出了问题呢?为什么一些国有企　　业在国内不很透明，却一下子拿到国外去“透
明”了呢?中海油竞购尤尼科　　失败，肯定有对方保护主义的原因，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不信任也是
一个重　　要的原因。
　　综观发达国家企业到中国发展的历史，大都经历了产品一技术一资本一　　品牌的过程，比如，
日本的家电产品，首先是产品站住脚了，在建立生产基　　地的基础上，再把研发基地搬过来。
资金与品牌的联合运作更值得注意，比　　如，丰田汽车在中国的生产性直接投资有几十亿元，而销
售渠道4S店的建设　　主要靠特许经营的办法，一家4S店大概需要3500万元人民币，200家店就得7　
　0亿元，所以，他们调动中国的资金要远远多于他们自己的直接投入。
　　现代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概念叫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从两个　　大的方面来理解，一
个是供给方面，企业的产品要有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　　技术决定质量，规模决定成本从而决定价
格。
另一个是需求方面，企业产品　　占领市场要有品牌。
除此之外，企业还要能整合上述要素的能力，即供应链　　管理，最后，如果有垄断资源的能力就更
好了。
不过，所谓的垄断，既可以　　是通过自然竞争的结果，也可能是天生的行政性垄断。
总之，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包括技术、规模、品牌、整合、垄断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拿上述标准来观察一下我们的企业情况会怎样呢?我们的产品还可以，　　主要是有规模优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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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心技术在哪里?品牌优势又在哪里?温州的一双　　皮鞋在国内卖500元，走沃尔玛的渠道只能得
到5—7美元，可是，建立沃尔　　玛的渠道要多少钱?君不见，在西单的一家耐克鞋的专卖店里摆的耐
克鞋全　　部写的是“越南制造”!所以，规模或成本优势也不是没有危机。
　　如此说来，我们的企业是否有些操之过急了呢?如果我们的企业仅仅有　　一些规模优势，没有或
很少有技术与品牌优势，主要靠行政而不是靠市场的　　国内垄断优势在国外又不复存在，整合供应
链的优势又在哪里?拿超市来说　　，我们国内的大型超市尚且不能完全与国外大型超市相抗衡，冲出
去的效果　　会怎样?现在假设我们有钱，把个沃尔玛也给盘下来了，我们能不能管理好?　　能不能
得到其他国家消费者的信任?　　欲速则不达。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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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本有关企业管理的文集。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点评”、“时评”与“报告”。
适合企业管理研究人员、企业界人士以及企业管理类的研究生和大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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