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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e years, economy developed rapidly. How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deal with 
fast and changeable environment has been increasingly concerned. Managemen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SOEs’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by investigating several SOEs, has found 
that whether SOE actively manages external environment or not would directly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and would obviously affe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rporation. Besides, improving information 
level, fostering a positive corporate image, and enhancing corporate executive ability are the basic facto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itiative managemen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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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怎样面对快速多变的环境已成为我们日益关注的问

题。对外部环境的管理也已成为国有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对多个国有企业调查研究后发现，

国有企业对外部环境管理的主动性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显著的影

响。而提高信息化水平、塑造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以及提高企业的执行力是国有企业开展外部环境主

动性管理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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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回顾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

到，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

展，对促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和

中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体

制改革日益深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比重越来越

大，环境对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给企

业的生存与选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正如美国管理学大

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1]所说：“那些拥有多年经验

的大公司而言，‘去做什么’正日益成为挑战性的中心。

突降的灾难已经不再令人惊讶，一家昨日尚且如日中天

的超级巨星企业，一日之内也许会发现自己僵化腐朽，

陷于绝境又难以自拔。”这种压力主要来源于企业商品

的市场承载力、竞争对手的威胁、资源的获取与组织的

惯性等方面。[2]所以，如何认识和把握环境，进行科学

的决策，管理好企业自身的环境问题，包括企业的内部

环境管理与外部环境管理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实

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也必将成为我国国有企业今

后发展的首要问题。[3] 

因此，怎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我国的

国情，深入研究企业环境管理的有关问题，对于提升

企业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适应环境和控制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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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所以，笔

者通过对我国的几家国有大型企业的调研走访后发

现，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对自身的外部环境主动性管理

问题上的，有着各自不同经验。本文着重就这些国有

企业在外部环境管理方面的经验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以求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同行专家关注，更好地指导

企业实践。 

2 企业外部环境管理相关文献的回顾 

众所周知，任何企业的经营活动都是在一定环境

下进行的，企业行为既要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又要

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和制约。[4]自 Miles&Snow(1974)

对较早期的组织—环境状况进行了相关研究之后，环

境管理对于企业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逐渐受到广大学

者的重视。在若干环境要素中，技术要素 先受到研

究者们的重视，如 Bourgeois(1980)[5]首先认识到的因

而生产技术高低与生产加工方式的差异所带来的组织

绩效的变化。他研究了很多关于企业环境对企业本身

的影响的认识，认为企业环境管理的因素不但决定了

对特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且决定了为提供这些产

品和服务而创建的组织的若干特性。Bourgeois(1985)[6]

进一步分析了行业产生时的初始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企

业的环境管理，包括企业的战略选择与组织结构构建。

后来的学者 Baum&Singh(1994)[7]也已经认识到企业

对环境的管理和企业的领导者对环境的认知必须保持

一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管理学家 Richard.H.Hall 

(2002)[8] 明确指出：“组织的经济状况和内部政治对如

何采纳创新有一定影响。环境对创新还有另一种影响。

政府政策能够鼓励或阻碍创新。”因此，“创新和组织

的环境是一项需重点考虑的因素——这一点并不让人

觉得意外”。 

国内学者研究方面，以武汉大学赵锡斌教授的

为有代表性。赵锡斌教授在其所著的《企业环境分析

与调适—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把企业环境分为内部环

境和外部环境（如下图）。该书详细论述了企业环境

理论的发展与演化历史，提出了企业环境管理的非均

衡调适方法，为我国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供了理论和实

践的指导作用。赵锡斌教授（2007）[9]还提出，企业

也是环境创新的主体。企业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

性，创新企业环境。企业对其所处的环境不应是被动

适应，或只能对环境做出非常有限的选择。国内其他

学者如刘延平（1995）[10]、席酉民（2001）[11]等人则

对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概念作了界定。

 

 

 

 

 

 

 

 

 

 

 

 

 

 

图 1. 企业环境内容及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参考赵锡斌著:《企业环境分析与调适—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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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企业环境管理可分为企业内部环境管理

和企业外部环境管理。企业内部环境管理包括企业内部

各部门以及各个员工之间的关系、协调和协作等。如企

业 高管理层、财务、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广告、

等部门，这些部门与部门之间密切配合、协调，是企业

内部环境管理的主体。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主旨在于，

打造优良的企业团队精神和共同的企业价值观。同时关

注员工个性张扬与释放，激发员工创新精神和创新动

力；创造以人为本的和谐的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实现

自我价值的平台等。通过企业内部环境的管理，可以提

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企业竞争力，

营造出更加和谐的企业内部人文环境。 

企业外部环境管理又包括企业外部各个社会组织

单位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协作和竞争等，企业外部环

境一般包括：经济、技术、政治与法律、社会和文化

等方面的因素。企业的外部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对每

一个企业都产生影响。鉴于此，企业的外部环境管理

需要企业管理者收集、加工、整理、协调这些外部环

境因素对企业产生影响的信息数据，以进行有效管理，

进而根据企业 高管理决策层规定的企业任务、目标、

战略和政策，做出各项企业外部环境管理决策。 

3 调研的几个案例 

笔者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的数家国有企业走访调

研发现，多数国有企业已经开始在管理好自身内部环

境（包括企业文化、管理者、企业资源）的同时，重

视外部环境的管理，主动影响和改变其所处的外部环

境（包括宏观环境、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对企业外

部环境的主动性管理，使企业外部环境更适合企业的

发展需求，为企业的长期稳健发展赢取先觉条件。 

3.1 主动向重要的政策决策者反映企业实际情

况，争取政策修改建议引起领导重视。 

例如，笔者通过调研走访了解到，某大型国有重

型机械机床加工厂，他们就正在采取主动出击策略，

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的创新性管理来为企业在国内外

市场的竞争中赢得竞争力，促进企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该企业的老总在访谈中就向笔者谈到说：“我们企业是

重型机床加工企业，同时我们也使用自制的机床来加

工产品。现在我们新厂一共有 44 台自制的设备，国家

也是鼓励我们使用自制设备的，但是国家出台的对于

增值税的政策里就没有自制设备的抵扣这一条。我们

这 44 台自制设备的总价值在 6 个亿左右，增值税按照

国家现有的政策我们就无法抵扣，那么我们就还要交

5800 万的增值税，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沉

重的压力。温总理去年 3 月 30 号来我们企业考察，我

们就向温总理反复提这个问题，这也促使政府也正在

考虑研究一个政策出来，来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个问

题”。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该国有企业通过对自

身环境的主动性管理，为自己的企业、甚至本行业创

造更适宜的外部环境，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创造了条件，

也为今后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做大做强争取到机会。 

3.2 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反映企业的合

理化建议，促成相关政策得以完善。 

笔者走访我国的某国有大型汽车制造企业了解

到，他们现在也已经通过采取创新性环境管理的方式，

影响和改变企业的外部环境，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

得了先机，使企业的绩效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产生了

显著的积极影响。其老总就向笔者谈到：“我们的企业

曾经是做微型汽车起家的，我们企业的微型车在九十

年代的时候曾经创造了一个辉煌，那个时候各个城市

里跑的面的很多都是出自我们企业，后来很多城市考

虑到面子问题就限制它们的发展，这就造成了 2000

年初期的时候，我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急剧的下滑。

在全国人大会和政协会议期间，我们的前任董事长就

在两会上提出了要求取消对小排量汽车的限制的建议

案，后来经国家研究决定在 2005 年底以发改委的名义

发布了一条取消对小排量的限制的决议（取消了对

1.3L 排量及以下的小排量汽车的限制）。这就导致了

此后小排量汽车的迅猛增长。自从国家取消了微型汽

车的限制以后，像我们这样的小排量汽车生产企业的

销量是年年翻番的上升， 高达到了 50%以上的速度

增长。 

3.3 企业积极开展调整结构、减少排放的项目可

行性论证，主动与国家鼓励政策对接。 

笔者走访的某汽车企业，正在推行新能源汽车项

目。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可行性论证，通过向有关部

门递交可行性报告，促成发改委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新

能源汽车的国家政策。包括推进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

这个项目，包括公交车，政府用车等等。国家的鼓励

政策又为国有企业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 

从以上的几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外部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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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少企业从中尝到甜头。但

是，我们也发现个别的国有企业还是持有老旧的环境

管理观念，认为企业的环境管理就是管理好企业的内

部环境（包括人员、物质、企业文化等），对于企业

的外部环境管理，还是持有老旧的“环境决定论”、“外

部环境不可控论”、“无能为力”、“被动适应论”等观念，

以及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

阻碍。 

4 建议与结论 

管理好企业外部环境，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竞争力

的提升和今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

就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多家国有企业的调研访谈

后，总结出了有关我国国有企业在外部环境管理上的

一些经验与不足，并提出我国国有企业在今后应对外

部环境管理上的一些建议。 

首先，加强我国国有企业的信息化建设。21 世纪

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产业知识化”的经济时代，

企业间的竞争尤其是跨国企业的竞争就是信息化水平

的竞争。但是，我国很多国有企业信息化水平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低下，企业与内、外部环境之间不能形成良好

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企业的管理者不能得到即时的内部

组织环境与外部环境发展变化的情况，只能依靠经验和

阶段性总结来判断企业对环境的管理是否合理，即使发

现不合理因素后，要快速改变也不容易，更谈不上让参

与管理的企业员工了解全面企业在内外部环境中的活

动情况。因此，企业信息体系的完善则是构成企业核心

能力、提高企业对环境的管理能力的首要方面。 

其次，塑造我国国有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良好

的企业社会形象是企业长期经营与发展 重要的经营

资源,其已成为企业经营的中心内容之一。应该说,良好

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当前企业

竞争中的制高点,企业的形象设计、塑造和管理已成为

企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发挥我国国有

企业的形象魅力，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环境方面的

管理，包括内部环境管理与外部环境的管理问题上提

供积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企业形象建设问题对

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

用。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种企业文化，它能使企业兴

旺发达、永盛不衰,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有着

重要的实践意义。 

后，提高我国国有企业的执行力。目前，很多

企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企业的决策层通过层

层调研，制定出的一些很好的企业发展战略规划、市

场营销方案甚至企业的具体的规章制度，却在执行过

程中出现了较大甚至很大的偏差，导致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处于被动局面、利润也随之下滑。究其原因就是

企业的执行力不够，使决策层的计划、目标和措施没

有一层一层地传递下去，导致企业的预期目标无法实

现，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强弱与执行力

强弱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国的国有企业要想加

快发展，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强企业

的执行力的建设。执行力的建设，目标不仅是要提高

国有企业从上到下的每一个员工的执行力，而且要提

高部门的整体执行力，只有这样，才能会形成企业的

系统执行力，使企业的执行力合力 大，从而行成企

业执行力。因此，提高我国国有企业的执行力，也是

成功开展企业外部环境管理的有力保障。  

所以，综上所述，努力加强国有企业的信息化水

平、塑造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提高企业的执行力，

都是国有企业开展外部环境管理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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