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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掌控力的核心

要素与锻造之路
＊

李小玲 郭 岚 张祥建

【提 要 】 通过剖析 中 国企业家的成长阶段、 处境 ， 指 出 大陆企业管理模式缺乏与 中 国

本土文化的充分融合 ， 未来企业的发展必须基于企业 家掌控力创造 出 适合 中 国 国情的 管理

模式 。 针对 中 国企业 家的 生存状态 ， 从战略驾驭 、 资源调 配 、 预见洞察 、 临机决 断 、 沉着

应对和心胸 包容六个方面探讨企业家掌控力 的核心要素 ， 并从企业 家综合素养及商业智 慧 、

企业战略定位和操盘能力 、 团队建设能力三个方面提 出 了 企业 家掌控力 的锻造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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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重要资源的能力 。

？ 管理权力理论对企业
―

、 弓 １ｇ家权力的构建和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的机制进行了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 ， 中 国经济获得快速发
研究 ’ 将企业家权力划分为四类 ： 组织权力 、 所

展 ， 取得了举世瞩 目 的成就 ， 巳经成为全球第
有者权力 、 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委托代理理论

二大经济体 。 在企业领域 ， 大量引进和借鉴西
主
＾
是从股东

巧
经理人权力的不平等角度对权力

方管理思想 、 模式和工具 ， 催生 了大批规模不
进行分析 ， 揭示了经理人权力 的垂壕效应 。

（３） 国

等的企业 ， 成为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体支撑 。

内部分学者也开始跟随国外的研究思路 ， 研究和

然而 ， 在中 国大陆却没有产生名 副其实的 国际

顶级的全球性企业 ， 也没有成长起一批具有全

球视野的企业家 ， 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与 中 国
＊ 国 然科学基金项 目 （几呢伽 ’７似肌０ ，７ １４７３ １５７ ）

．

，

工 ， ？＾， 、 —上海社科基金项 目 （ ２０ １ ３ＢＧＬ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４ＲＪＢ０ １ ３ ） ； 上海财
在全球经济中 的地位严重不相称 。 人们 自 然会

追问 ： 为什么 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催生 出① 权小锋 、 吴世农 ： 《ＣＥＯ 权力强度 、 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

全球顶级的大企业 ？ 为什么在 中 国企业界没有业绩的波动性 》 ， 《南开管理评论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４ 期 。

产生大批具有 国际视野的商业领袖 ？ 如何在未② Ｆｉｎｋｅ ｌｓｔｅｉｎ ， Ｓ？ ， 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ｏ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ａｍｓ
：Ｄｉ

－

来缔造出 中国本土的国际性企业家 ？
ｍｅｎｓ ｉ。ｎ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 ｔ ，ａｎｄＶａｌ 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
 ， ｌｈ七１ １？ 丄”士 、 人 ？加 、拉 …士“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ｏｕｒｎａｌ ，１ ９ ９２ ，Ｖｏ ｌ ． ３５（ ３ ） ，ｐｐ．５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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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些学者从舰权变膽Ｍ雌赖
③ Ｊｅｎｓｅｎ ，■？

，

理论研究了企业家权力 的源泉 ， 指 出企业家掌Ｆｉｎａｎｅｅ ， ａｎｄ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Ｗ

控力取决于面对不确定性及困难的能力和为企１ ９８ ６ ， Ｖｏｌ ．７６（ ２ ） ， ｐｐ．３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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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企业家掌控力对投资效率 、 企业价值和经
“

累
”

、

“

烦
”

、

＂

忧
”

，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下 ，

营业绩的影响效应 。

①这种状况更加突出 。

现有研究文献过于注重细节层面 ， 缺乏从２ ． 决策者 。 第二个层次的企业家是决策者 ，

较高的站位上来审视企业家掌控力 ， 特别是没已经基本脱离了 日 常经营事务的束缚 ， 更多地

有从资源调配力方面研究企业家掌控力及其影考虑业务体系和产业链布局 。 这类企业家虽 巳

响效应 。 同时 ， 也缺乏基于东方智慧视角来探独立 ， 但建势仍须合局 ， 需要借助更大的平 台

讨企业家掌控力 的核心要素和影响机理 ， 没有来调配资源 。 他们开始注重 自身修养和企业战

提出有针对性的企业家掌控力提升路径。 因此 ， 略布局的有序性和完整性 ， 设立 目 标 ， 勇敢拼

有必要结合中 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的现状 ， 研搏 ， 促进企业不断发展。 他们具有
“

容
”

的心

究企业家掌控力的核心要素 、 关键作用和培育态 ， 傲气内敛成傲骨 ， 循机而动 。 以制度和系

途径 ， 以促进中 国 民族企业的成长 。 本文主要统来激励和规范 团 队 ， 体悟到
“

善亲者物亲 ，

分析了 中 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和存在问题 ， 探不善亲者亲物
”

， 懂得心胸决定企业命运 。 在中

讨了企业家掌控力 的核心构成和资源整合效应 ， 国 ， 只有部分企业家能够真正达到
“

决策者
”

提出 了 中 国企业家掌控力 的培育策略和锻造的层次 ， 如马云 、 丁磊 、 史玉柱等 ， 他们 已经

之路。被视为 中 国 的商界精英 ， 引领着 中 国企业家

成长
— 、 中国企业

，
的生存３ ． 具有全球视睡企业家 。 第三个层次的

状态与掌控力企业家具有全球视野 ， 明确方 向 ， 合理布局 ，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 ， 中 国企业家的成长主
胸怀天下 。 这类企业家的首位 目标并不是赚钱 ，

要受到西方管理思想和模式的影响 ， 热衷于应 而是为 了实现
“

天下企业
”

和
“

企业天下
”

的

用西方的管理体系和工具 ， 而忽视了对东方智 境界 ， 通过商业活动体悟人生的真谛 。 他们非

慧的吸取 ， 没有创造出 中国本土化的管理模式 。

常 自信 ， 面对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 ， 能够以大

（

一

） 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三个阶段无畏的精神 自 如应对 ， 做事如行云流水 ， 进退

根据掌控力和综合素养的差异 ， 可 以将 中 攻守 自如 ， 张弛有度 。 这类企业家具有
“

内圣

国企业家分为三种境界 ： 救火队 、 决策者和具 外王
”

的风范 ， 心 中无敌 ， 达到企业经营的至

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 。高境界”

。 达到这个层次的企业家寥：寥５５几 ， 如

１ ． 救火队 。 第一个层次的企业家是经营者 ，

李嘉诚 、 柳传志等 ， 他们是真正的商界领袖 。

他们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亲历亲为 ， 严重陷入 日（
二

） 中国企业家的掌控力与企业成长

常管理事务中 ， 类似于
“

救火队
，，

。 他们的工作企业成长的关键在于企业家掌控力 ， 主要

内容是出 了 问题立即解决问题 ， 守护资产 ， 促 体现在对政府资源 、 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优

使企业良性运营 ， 但总体处于被动的局面 。 企 化配置。 根据企业家对三种资源掌控力的不同 ，

业家个人的心态是
“

忍
”

， 特别注重展示个人魅 可将企业分为地方性企业 、 区域性企业和全球

力 ， 心中有傲气 ， 存在贵我贱彼心态 ， 尤为注性企业。

重外在表象和物质财富的积累 。

② 他们 以生存为地方性企业过多依赖当地政府资源和关系

主 ， 以打败天下对手为最高境界 。 同时 ， 他们 发展起来 ， 通过借助政府资源起步和获得生存 。

在信人和疑人两者之间徘徊 ， 非常辛苦和劳累 ，



难以吸引优秀的高端人才 ， 无法打造具有凝聚① 韩立岩 、 李慧 ： 《 ＣＥＯ 权力与财务危机
——中 国上市公司

士如 由 、士 由 ｗｔ ｍ ｍｒｆｔ Ｋｉ士 ：ａｒ ｚｖ八 丨 丨 ， 由 从工的经验证据 》 ’ 《金融研究 》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

力 ｆＵ 忠、 巾 ：〒
② 该层次企业家往往通过购买豪华轿车 、 豪宅和顶级品牌消

“

救火 队
”

的层次 ， 为未来 和生命 的 意义而费品来展示实力 ， 证明 自 己的身价 ， 以吸引外来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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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企业的市场主要限定在 当地及其附近 ， 受有甚者 ， 很多企业家冲破道德底线 ， 热衷于从

地域因素的束缚非常明显 ， 如果不能突破对政事危害 民族健康生存 的产业 ， 如
“

毒奶粉
”

、

府资源的依赖 ， 可能永远都是一家地方性企业 。

“

地沟油
”

、

“

毒胶囊
”

等事件 ， 将西方管理思想

但这类企业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 ，

一旦政府中的
“

利 己 主义
”

发挥到极致 。 这种过分注重

换届或人员调动 ， 将会造成企业所依赖 的政府
“

管理技术和手段
”

的管理模式将制约 中 国企业

资源顷刻消失 ， 给企业带来沉重打击 。的健康发展 ， 无法提升企业家的管理智慧和人

对于区域性企业而言 ， 企业家 已经将业务生境界 ， 从而使 中 国企业家和企业成为西方企

范围扩展到更广大的区域 ， 从而逐步摆脱 了地业的
“

附庸
”

。

域因素赚缚 。 在资翻配上 ， 企业家可 以平＝

衡调动和配置政府资源 、 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 ，
—、

从而提升 了企业发展的潜力 ， 降低 了对单一资

源的依赖程度 。掌控力就是指胜任领导工作 的胆识谋略 、

对于全球性企业 ， 企业家的视野是面 向全 方法手段 、 措施技巧等 ， 是一种统筹兼顾的综

球进行国际化经营 ， 能够实现政府资源 、 市场合能力 。 掌控力是作为领导者所独具的一种 内

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 政府资源被大大 在素质 ， 是领导者的本色 ， 是引领企业走 向成

弱化 ， 主要通过市场资源来获得发展机会 ， 把功的重要因素 。

政治风险控制到最低 。 在这种背景下 ， 企业具（

一

） 战略驾 能为

有开放的业务体系和广阔的生存空 间 ， 在很大掌控力是企业家统领行业 、 雄踞商界的气

程度上摆脱 了地域因素的限制和政府 因素的束 魄力量 。 企业家居于全局 的统帅地位 ， 必须具

缚 ， 提升了企业的谈判能力 。有广阔的视野和统筹全局的能力 ， 善于掌握和

（
三

） 中国企业家的误区驾驭全局的发展规律 ， 能够顾及到整体的各个

大部分中 国企业家处于
“

救火队
”

和
“

决过程 。

策者
”

的层次 ， 在经营地域上限定在地方性和企业家要驾驭整体发展趋势 ， 必须把工作

区域性范围 内 ， 很少有企业家真正称得上是具 对象作为多方面联系 、 多要素构成的动态体系

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 。来看待 。 企业家要善于进行系统思维 ， 实际上

为了应对市场 、 技术 、 产 品和竞争对手的就是要使 自 己 的思想符合客观实际 ， 做到眼观

瞬息万变 ， 中 国企业家充分运用 了西方管理思六路 、 耳听八方 、 视野开 阔 、 思虑周密 。 企业

想 ， 细化出更为详尽的竞争战略 、 营销 战略 、 家的思维如果呈线式思维 、 点状思维与片面思

品牌战略和融资战略等 。 然而 ， 中 国企业在引维 ， 既不会拐弯也不会扩散辐射 ， 局限于某一

进西方管理工具和手段过程中存在盲 目 崇拜现点 ， 就难免出现决策失误 。 以广阔的视野 、 战

象 ， 缺乏与本土文化的充分融合 ， 因此鲜有 国略思维统筹全局 ， 善于掌控和驾驭全局 ， 是杰

际性的顶级企业崛起。出企业家必备的基本素质 。

在盲 目 引进和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和工具的（
二

） 资源调配能力

背景下 ， 中 国企业家难以创造出本土化管理模企业家掌控力 的关键在于资源掌控力和调

式 ， 阻碍了企业进一步发展 。 在西方管理思想配力 ， 要实现政府资源 、 市场资源 、 社会资源

的指引下 ， 很多企业家崇 尚
“

物为我用
”

的经的综合运用和优化配置 。 通过高效配置各种资

营理念 ， 置社会责任于不顾 ， 阜功近利 ， 掠夺源 ， 发千古未有之奇想 ， 出奇制胜 ， 形成独特

式开发 ， 大量耗费 自 然资源 ， 最终受到 自 然的的事业布局 、 战略体系和产业链结构 ， 打造企

惩罚 ， 造成环境污染和 自 然灾害频繁发生 。 更业的核心竞争力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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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地域范围 ， 企业家变化而巧妙有效地处置问题的能力 。 时机是指

调配资源的能力和侧重点也存在差异性 。 对于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最容易变化的

地方性企业而言 ， 企业家主要依靠政府资源和关键点 ， 企业家在这时采取行动最容易实现预

人脉关系来支撑企业发展 ， 但一旦政府资源 出定 目标 。 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 ， 潮涨潮落 ， 变

现变动 ， 将使企业面临 巨大风险 ， 因此企业应化频繁 。 顺潮流 ， 善变者生 ； 逆潮流 ， 不善变

该进化到 区域性发展阶段 。 对于区域性企业而者亡 。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 ， 强手如林各显神通 。

言 ， 企业家面临更大的发展空 间 ， 主要通过合在商场上 ， 时机总是稍纵即逝 ，

一去不复返的 。

理平衡各种资源来促进企业成长 ， 提高企业应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 ， 能否在关键节点把握时

对风险的能力 。 对于全球性企业而言 ， 企业家机并制定正确的决策 ， 往往决定一个企业的成

主要通过市场资源来获得发展机会 ， 提高调动败 。 因此 ， 企业家要善于把握千变万化的市场

政府资源及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 而不过多地受行情 ， 以变应变 ， 先谋后战 ， 才能在商海 中劈

制于政府资源 。 因此 ， 企业家应该成为调动和风浪 ， 绕暗礁 ， 夺取最后的胜利 。

配置各种资源的高手 ， 促进资源在不同成长阶在现今社会 ， 社会节奏不断加快 ， 科技 、

段的优化配置 ， 实现企业快速稳步成长 。经济发展瞬息万变 ， 很多 问题的处理、 解决有

（
三

） 预见洞察能力赖于企业家的临机决断能力 。 时机一旦 出 现 ，

企业家高瞻远瞩的能力就是科学预见未来 ， 要求企业家必须及时做出反应 ， 果断利用 ， 才

跨越时光的局 限 ， 提前采取措施或做好准备 。 能取得成功 。 临机决断能力实际上是一种根据
“

企业的发展超不出老板的视野
”

、

“

立意决定企不断发生变化的主客观条件 ， 随时调整企业家

业成就
”

等提法都说明 了企业发展中企业家的行为的创新能力 。

战略预见力的重要性 。（五 ） 沉着应对能力

就涉及面而言 ， 企业家的预见虽然可 以分世界经济变幻莫测 ， 市场竞争愈演愈烈 ，

为战略性与战术性等 ， 但要达到
“

远见于未萌 ， 发展和变革是永远的主题 。 企业家在重大决策

避危于无形
”

这一境界 ， 却要具备正确的思维时要沉着冷静 ， 对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 、 分析

方式与指导思想 。 企业家要善于进行超前思维 ， 和判断 ， 在遇到关键大事时要更加沉稳 。 优秀

见微知著 ， 对未来的预兆有敏感性和洞察力 ， 的企业家应每临大事有静气 ， 临危不乱 ， 处变

从现在与未来的联系 中寻找认识未来的途径 。 不惊 ，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预见 ， 不是毫无根基的幻想 、 遐思 ， 它必须遵
“

静
”

乃是一种坚强与勇敢 ，

“

非淡泊无以明志 ，

循实际 ， 从现实出发 ， 推断未来 。 未来是现实非宁静无以致远
”

， 这是具有超强掌控力的企业

的延续和发展 ， 只有认识现实事物所存在的多家 自身特有的气质 。

种发展趋势和状态 ， 才能达到洞察未来的 目 的 ，企业家在逆境中应审时度势 ， 仔细掂量失

把握各种可能出现的趋势和状态 。 企业家只有败的代价与成功的几率 ， 以极大的勇气和超人

统观全局 ， 各种问题了然于胸 ， 才能周全、 冷的智慧果断做出抉择 。 置身于这样的时刻 ， 具

静地考虑与把握 ， 达到
“

眼中形势胸 中策 ， 缓有掌控力的企业家一定能够有条不紊 、

一如既

步徐行静不哗
”

。 因此 ， 企业家必须具有较强的往、 心平气和地进行控制和指挥 ， 展示商业领

预测洞察力 ， 能够 比较准确 、 科学地预测到未袖风采 。 因此 ， 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具有遇大事

来发展的大趋势 ， 把握时代的脉搏 ， 为企业发而泰然 自若的境界 ，

“

万里风沙不掩 日升月 落 ，

展确定正确的方向 。满天云雾不入心头灵明
”

， 即使泰山崩于眼前也

（ 四 ） 临机决断能力不变色。 企业家沉着冷静的基础在于内心的 自

临机决断能力是企业家 自 觉适应客观形势信 ， 自信是企业家对不确定的未来所拥有的勇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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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面对的精神和王者风范 。并使企业实现长久发展 。 性命者乃从商之根本 ，

（六 ） 心胸包容能力故企业家养怡实乃必然之修 ， 非 因兴趣也 。 企

胸襟开阔是 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 ， 不仅是业家的健康对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 ，

历代名君的治 国策略 ， 也是成功企业家的必备与事业成败息息相关 ， 能够提升企业家调配资

素质。 企业家智商的落差往往都不是太大 ， 而源的能力 。

？ 健康的内容包括环境健康 、 身体健

胸怀的落差却是大的惊人 。 小成靠德才 ， 大成康 、 心灵健康 ， 企业家要做到
“

正气 内存 ， 邪

靠胸怀 ， 企业家最终 的竞争 ， 是胸怀的竞争 。 不可千
”

，

“

外不劳形于事 ， 内无思虑之患
”

。 另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 不是
“

实
”

的东西而
一方面 ， 通过养怡来提升企业家的智慧能力 和

是
“

虚
”

的 东西让你走得更远。 心胸有多大 ， 个人魅力 ， 实现 自 信 、 从容 、 内圣外王 。 企业

事业就有多大 ， 心有多远 ， 未来就有多远 。家智慧包括心胸 、 志 向 、 格局 、 谋略 、 气势 、

优秀企业家要做到温不增华 ， 寒不改弃 ， 思辨 、 品质 、 性格与毅力九个方面 ， 影响着事

贯四季而不衰 ， 历坎险而益 固 ， 不 以物喜 ， 不业的大小和成败 。 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必须

以 己悲 ， 胜不骄 ， 败不馁 。 胸怀的本质是层次 、 做到凝神静虑 、 神游物外 ， 具备超强的预见力 、

是站位 、 是境界 ， 优秀 的企业家应该拥有与天视野 、 掌控能力 、 识人用人能力 和快速反应能

地和海洋一样宽广的胸怀 。 海纳百川 ， 有容乃力 ， 达到无敌无我存在 ， 从而实现
“

天下企业
”

大 ； 壁立千仞 ， 无欲则 刚 。 三 国 时 的曹植说 ： 和
“

企业天下
”

的至高境界 。

天称其高者 ， 以无不覆 ； 地称其广者 ， 以无不当今企业家面临 的最大问题是未来不确定

载 ； 日 月称其明者 ， 以无不照 ； 江海称其大者 ， 性和市场变幻莫测 ， 企业家养怡能够提高对未

以无不容 。 企业家应该保持
“

万物不为我所有 ， 来的决策力和掌控力 。 通过身体健康和智慧能

万物皆为我所用
”

的襟怀 ， 只有心 中无敌 ， 才力的大幅提升 ， 可 以 帮助企业家明确方向 ， 合

能无敌于天下 。理布局 ， 面 向全球 ， 胸怀天下 ， 实现
“

义利并

举 、 内圣外王
”

，

“

胸存纵横四海之志 ， 怀抱吞
四 、 企业家掌控力 的锻造之路吐宇宙之气 ， 临大难而不改容 ， 遇大喜而不轻

当今企业家必须具有驾驭整个企业的心胸
狂

”

， 运筹帷幢而决胜千里 ， 最终成为具有全球

和魄力 ， 并不断提高和培育思维方式 、 人生视
战略眼光的企业家 。 更为重要的是 ， 企业家养

野、 操盘能力 ， 才能真正成为叱味风云贿＃
恰可以改变企业家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来追求事

领袖 。 中国企业家唯有将 中华五千年博大精深—
②— １

的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理念进行有效结合 ， 才
若

１

轻之状 实现人生和？业的辉煌 。

能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 企业家（
－

） 提升企业家的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能力

掌控力可 以通过企业家素养 、 战略布局和核心企业家在制定战略时应麵
“

以正治 国 ，

团队三个方面来锻造以奇用兵 ， 以无事取天下
”

的理念 ， 发千古未

企业家综‘素养的提升有之奇想 ’ 依据行业发展趋势 、 企业运营情况

通过企业家养怡可 以提升企业家的综合素
軸业家的个人素质等条件 ， 为企业制定 出奇

质 ， 从根本上培育企业家的掌控能力和操盘能

力 ， 改善企业家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 。①

^命搏银 ， 不惑之后 ， 以银买命 ，

一息不顺 ， 倏而长往 ， 不

企业家养恰包括身体素质和智慧能力两个如举业之时 ， 养生养怡以保命 。

方面的提升。

一方面 ， 通过养怡来提升企业家 ② 在商业界存在很多英年早逝 的现象 ， 如乔布斯 、 王 均瑶

伙害 地赤Ａ 、 ｌ ｌ，由並
、

白 方介 奶 沛胁由仆等 ， 因为他们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忽视了身体健康 ， 最
的身体素质 ， 改变企业家普遍存在的亚健康状终导致了贿严重受损 ， 从而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可挽 回 的

况 ， 使企业家具备充沛 的精力 和稳健的心态 ，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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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的战略定位和实施计划 。 围绕企业的核心整 ， 从容应对不确定的外在环境 。 第 四 ， 保障

能力做出布局和取舍 ， 建立完整的产品 、 服务机制 。 广泛整合和优化配置各种资源 ， 实现以

和信息流体系 。 同时 ， 围绕战略定位制定高效小博大 ， 以弱胜强 ， 发挥 四两拨千斤 的效果 。

率的操盘计划 ， 使企业发展按 照 步骤有 序第五 ， 构建战略管理支持系统 。 包括企业架构 、

进行 。流程 、 管控 、 组织结构 、 人力资源 、 执行文化 、

企业战略发展的路线包括无中生有期 、 有信息报告系统和内部控制机制等 。

以为物期和无以物为期 ， 使企业获得持续健康（
三

） 建立有高度凝聚力的团队

发展 。 （ １ ） 无中生有期也是开创期 ， 从零开始高效的团队是企业家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

转变到非稳定非有序状态 ， 该阶段以保证稳定如果没有具有高度凝聚力 的 团 队 ， 企业的战略

的现金流为主要 目 标 ， 使企业得 以存活下来 。 定位将成为纸上空谈 。 任何组织要取得成功就

企业家心态是举轻若重 ，

“

处卑污而大尊贵 ， 居必须打造一支专业、 智慧 、 忠诚的运营 团 队 ，

幽暗而极髙明
”

。 （ ２ ） 有以为物期是布局期 ， 从并有效管理 。 经营团队的培育与管理是企业获

非稳定非有序状态走向亚稳定亚有序状态 ， 建取竞争优势的根本 。

立格局 ， 形成合理的发展方向 和业务体系 。 企企业家培育高效经营团队的策略主要包括 ：

业家心态是举重若轻 ，

“

无边海涌浪 ， 有界地砌（ １ ） 通过企业家的魅力来吸引 团队 。 遵循
“

善

山
”

。 （ ３ ） 无以物为期是合局期 ， 企业产业体系亲者物亲 ， 不善亲者亲物
”

的理念 ， 企业家要

不断拓展 ， 运营活动走 向高度有序状态 ， 实现通过个人的魅力和事业建构来吸引高素质的志

无为无不为 ， 让系统 自 运转 。 企业家心态是拈同道合的人 ， 凝聚人心 ， 使加入团 队的人从内

重若轻 、 繁简由心 、 进退 自如 、 纯任 自然 。心深处甘愿为企业付出努力 。 （ ２ ） 聚沙成丘 。

企业家在进行战略布局时 ， 还必须遵循以企业家要使单个的员工凝聚在一起 ， 成为具有

下的理念 ： 第一 ， 意在博盈者下 。 商界最忌急战斗力 的经营 团 队 ， 而不是赚钱分钱 的
“

团

功近利和杀鸡取卵 ， 如果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伙
”

。 团队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 强调整体作战能

益的获取 ， 缺乏髙瞻远瞩的格局 ， 始终以追求力 。 （ ３ ） 知人善任 ， 养用一体 。 企业家要具有

眼前经济指标为根本宗 旨 ， 则将不会长久 。 因掌控人心和拨动人心的能力 ， 牢记
“

得人心者

此 ， 企业家应首重成就一番事业 ， 而不应仅仅得天下 ， 失人心者失天下
”

。 同时 ， 要在实践中

使企业成为
“

赚钱机器
”

。 第二 ， 每临大事有静培养员工的能力 ， 实现养用一体 。 （ ４ ） 要有前

气 。 越遇到大事时要越沉稳 ， 进退攻守 自 如 ， 瞻性。 企业团队要具有前瞻性和预判能力 ， 能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 够把控不确定的未来 ， 并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

第三 ， 居安思危 。 企业家要有
“

生于忧患 ， 死吞高天以为腹 ， 吐苍穹而为 目 ， 培育团 队的气

于安乐
”

的精神 ， 时刻不忘危机。 商场如战场 ， 势和执行力 。 （ ５ ） 培养团队驾驭能力 。 领导者

瞬息万变 ， 要时刻警醒。用人之道在于
“

用其长而养其短
”

， 为师之道在

制定正确的战略固然重要 ， 但更重要的是于
“

用其短而养其长
”

， 两者融会贯通 ， 当知阴

战略执行 ， 能否将战略执行到位是企业成败的阳 、 进退 。

关键 。 第一 ， 围绕战略定位制定高效率的操盘团队是不断发展的 ， 企业家必须明确 团 队

计划 ， 使企业发展按照步骤有序进行。 第二 ，目标、 成长模式和未来出路 ， 以使团 队具有更

制定清晰的战略实施路线图 ， 有序推进战略实强的凝聚力 。 首先 ， 制定清晰的 团队 目标和发

施。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 展计划 ， 为成员提供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 其次 ，

因此要从大处着眼 ， 从小处做起。 第三 ， 动态建立学习型组织和成长平台 ， 不善学者学于师 ，

调整 。 根据外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进行动态调善学者学于万物 ， 避免组织僵化 ， 保持先进性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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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力 。 真正能够活学活用 ， 提升团 队的预知国企业家的成长 ， 并缔造出全球顶级的 国际性

能力 ， 培育 出真正的社会精英 。 再次 ， 制定 团企业 。

队发展路线 图 ， 包括事业规模 、 团 队素质等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 ： （ １ ） 根据东方智慧

促进团队战斗力 的极大提升 。 企业家要从根本的思想 ， 企业家掌控力 的核心要素包括战略驾

上提升运营精英团 队的素质和能力 ， 使运营团驭能力 、 资源调配能力 、 预见洞察能力 、 临机

队在思维 、 表达 、 沟通 、 商务谈判能力等方面决断能力 、 沉着应对能力和心胸包容能力六大

的综合素养得 以全面提升 ， 具备较高 的智 慧 、 方面 。 （ ２ ） 企业家掌控力对资源整合和战略执

志向 、 格局 、 自 信 、 毅力 、 谋略 ， 成为驰骋商行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效应 ， 并通过创造和捕

场的精英。捉商业机会 、 调配资源 、 持续创新、 构建社会

、
八连带关系等方面对企业战略格局产生作用 。 （ ３ ）

五 、

从企业家综合素养及商业智慧 、 企业战略定位

在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 ， 中 国企业一直引进
和操盘能力 、 团 队建设能力三个方面提出 了企

和模仿西方的管理模式 ， 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 ， 但也产生 了许多难 以解决的 问题 ， 无法促

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 因此 ， 中 国企业不能简单本文作者 ： 李 小玲是陕西
＝
范 大 学财务处

地模仿西方的管理经验 ， 而要将西方管理工具副处长 、 管理 学博 士 、 高级会计 师 ； 郭

与东方智慧紧密融合在一起 ， 开创 中 国本土化風是上海社会科学 院 经济研究所 副研究

的管理模式 ， 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流 的 国际企员 ； 张祥建是上海财经 大 学 财经研究 所

业 。 基于这一背景 ， 本文探讨了企业家掌控力副教授 、 博士生导师

的核心要素 、 作用机制与锻造之路 ， 以促进 中责任编辑 ： 任朝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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