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我国企业家屡屡落马引发的思考
中铁十二局集团福建指挥部 　张金财

[摘要 ] 文章通过列数近年来我国企业家由于经济失足而导致职务犯罪纷纷落马的案例 ,引发出关于社会失
范环境下对于企业家素质、行为、心理与偏差的思考 ,并对企业家概念予以阐述。
[关键词 ] 企业家 　经济犯罪 　制度

改革开放 20 多年 ,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社会经济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企业的变
化虽然也很大 ,但变化却相对较小 ,特别是 我国企业家的成长相对缓慢 ,直到今天 ,我们虽然有以武钢总经
理刘本仁等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 ,但却还没有形成一大批像样的企业家。

纵观近年来落马的企业家 ,他们曾经叱咤风云、屡建奇功 ;他们率领下的企业曾问及顶峰 ,兴盛一方 ;尽
管他们率领企业崛起的线路不尽相同 ,却最终难逃悲剧命运。经济犯罪成为这些优秀企业家的遗恨 ,它让我
们深思一个重要的问题 :经济犯罪为何屡屡框定了这么多中国企业家的命运 ?

警示一 :经济失足使企业家遭遇“滑铁卢”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调查显示 ,2003 年至 2004 年 8 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有企业人员贪污

贿赂犯罪 25322 人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自办一个企业不如收购一个企
业 ,外部收购不如和管理层一起收购”⋯⋯在近年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进程中 ,一些人认为最有效、最快捷的发
财致富方式 ,就是把“公家的财产”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在高检院去年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 ,国有企业
人员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 41. 5 % ,其中相当数量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警示二 :“化公为私”花样翻新
一些国企经营者在分食“最后晚餐”的欲念下 ,大肆侵吞国有资产 ,据报道其“化公为私”花样翻新的手

段 :一是恶意减损、隐匿国有资产。如陕西亚西光电仪器厂原总经理刘某通过做假帐、办假手续等手段虚增
债务 ,将 1537 万余元国有资产层层剥离 ,审计事务所凭借报表只评估出该厂净资产 161 万元 ,其余 1300 万元
全总流入其个人腰包。二是非法转移国有资产。如福建厦门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趁国企改制之
机 ,采取更名、变更股东及股权等手段 ,将公司在香港子公司嘉隆集团有限公司变成自己控股的私人公司 ,侵
吞公司股权及红利 3700 万元。三是巧立名目 ,私分国有资产。如四川金堂县酒类实业公司董事长陈朝兴 ,
在公司改制前与他人合伙炮制一套“引资奖励”政策 ,将本单位由承建方垫支的工程款视为引资 ,擅自决定为
自己发放奖金 7. 5 余万元。四是暗箱操作 ,攫取国家给予改制企业职工的优惠。如成都市双流燃料建材公
司改制时 ,管理人员故意抬高门槛 ,要求每位职工最少投入 5 万元才能成为新企业职员 ,故意夸大风险 ,使大
部分职工不敢入股。管理人员买断该企业后 ,将企业卖出 ,获增值 200 余万元。

五是相互勾结 ,共同作案。如浙江金华市某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改制时 ,集体决定将公司价值
1700 余万元的房产不报评估 ,后变更产权共同予以贪污。

警示三 :职务犯罪呈现多发新态势
由近年来公布材料中发现 ,我国企业改制中的职务犯罪正呈现新的态势。从 2003 年初的齐鲁石化董事

长张深被中纪委双规 ,到 2004 年年终中海油副总裁陈久霖在新加坡被押、创维集团高管黄宏生在香港被拘
以及 2004 年的最后一天伊利高管集体被内蒙古检察院批捕 ,一年中数十位大企业家的失足 ,成为中国企业
家这个群体年度命运的重要的特征。继 2003 年中国民营企业家如仰融、杨斌、周正毅、刘波纷纷出事后 ,盘
点 2004 年 ,民营企业家仍然落马纷纷 ,金正数码的万平及上述如创维的黄宏生等人 ,罪名大都涉嫌经济犯
罪 :或是非法挪用资金 ,或是非法集资 ,或是贪污行赂 ,或是违法欺诈。一时间 ,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被人戏
称为“囚徒榜”。平心而论 ,这些落马企业家 ,曾经在行业中叱咤风云 ,事业问及顶峰 ,甚至带来一方兴盛。但
最终的悲剧命运却使得企业昔日盛况不再 ,给利益相关者、给企业、给社会带来祸患 ,伴随着他们的落马 ,员
工、客户、股东常常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甚至引发“地震”。企业改制、股权变更 ,新机构财务制度尚未健
全 ,是当前企业职务犯罪者钻空子的主要环节。某些国有亏损企业中出现“大船搁浅、舢板逃生”现象。一些
企业经营者在改制前蓄意将企业分解开 ,将企业的优良资产剥离 ,即把资金和较好的设备抽逃出来 ,化为私
产 ,而把银行债务甩在原企业 ,准备造成坏账、呆账的既成事实 ,把还贷和纳税的包袱扔给空壳的国有企业 ,

使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目的的从非法占有消费转向非法资本经营。一些犯罪分子看到企业经营能长期获得
大量利润 ,作案目的已不限于满足一时的消费和占有 ,而是通过资本经营和资本运作使钱再生钱。

思考一 :权力与资本的扭曲。我国企业家纷纷落马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与资本走得过近。我国当前部分
权力机构的商业化行为使得社会生活的 一些层面畸形经济化 ,有时逼得企业家 ,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得不
倒向权力 ,向有权力者行贿 ,通过寻租进行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经呼吁私营
企业家要远离权力 ,要求民营企业家与官商划清界限 ,对官员的寻租行为必须纠正和抵制。他认为 ,企业与
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 ,也是走不远的。

思考二 :在贪心驱使下的金钱观。人们往往相信这样一句话 ,钱 ,只有花出去后才真正是你的 ,至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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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出去的部分 ,应该讲具有极大的社会性 ,究竟最终属于谁的 ,往往没有办法准确回答。那些落马的企业家
和贪官一样 ,他们有一个通病 :由于钱的来路有问题 ,在位时虽不敢公开大手大脚花钱 ,而更怕一旦失去权
力 ,钱又回到社会与大众手中 ,于是显示出“不求所用 ,但求所有”的特点。从抓出来的经济犯罪者家中大都
可以找出若干万甚至以公斤称的现钞 ,就足以证明这点。他们往往看着代表着钱的那堆数字放在社会的账
户中 ,心里有很不甘 ,总要不择手段地将这些数字挪到自己名下的账号中心里才踏实。也就是这些数字搁错
了位置 ,使得不少官员和企业家身陷囹圄 ,甚至被判极刑。究其根底 ,原因仅仅就是这些数字放错了地方。
占有是人的一个本性 ,越成功的人士越有强烈的占有欲。但是 ,事先有了契约就可以了吗 ? 契约就有约束力
了吗 ? 不少有了钱还有了势的企业家往往容易自以为是 ,不自觉地去摆脱契约的约束 ,藐视各种规矩的存
在 ,甚至把不守规矩看作是 种魄力和荣誉的象征。相比之下 ,他们认为从自己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企业
里抽几管子血又算什么呢 ?

思考三 :从制度缺失到社会失范。当一个社会处在制度转型时期 ,或处在重大的转轨过程中 ,违规、违法
的现象就会激增。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失范”,即原有的规范失去作用 ,而新的规范又没有建立起来 ,结果违
规行为就普遍发生。所以一些企业家的经济犯罪 ,不过是社会失范在他们身上的投射。在正常的情况下 ,一
定要制度在先 ,行为在后。企业在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的范围里经营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了。现在所有
出现的问题 ,都是先出了事儿 ,然后再根据这些问题去建制度。那么 ,在制度出现之前出问题的人大都成了
改革的牺牲品。惟制度在先 ,你的改革的风险就小了很多。在我国企业制度不断深化改革的情况下 ,自己给
自己探索制度的勇气可嘉 ,不过在这种制度实施之前一定要得到批准。比如说国有企业的领导人 ,过去的工
资低 ,现在给你调整 ,给你定个 25 万年薪。有了这个制度 ,你拿 25 万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制度 ,
你多拿 5000 元 ,那就是问题。

TCL 李东升拿的钱比伊利老总多得多 ,但他合理合法 ,因为其制度设计得非常漂亮。人家没有跟政府算
账 ,要从以前创造的财富中自己该拿多少 ;而是谈如何确保国有资产增值保值 ,在增值部分中拿 ,还是国家拿
大头 ,自己只从增值部分中拿小头。比如你投了 100 元钱 ,我给你赚了 10 元钱 ,我拿 3 %行不行 ? 如果我给
你赚了 20 元钱 ,我要 3. 5 %行不行 ? 增的越多 ,我拿的比例也越大 ,因此人力资本发挥的作用也越大。这种
设计政府不会不同意 ,因为他是在给政府和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给自己创造的价值。我们先不说伊利的做
法合不合理 ,起码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挪用了上市公司的资金来购买自己的股权。尽管在原来的薪酬结构
下 ,你每年能拿到的也就是几万或者十几万块钱 ,没有或少有股权 ,心里不平衡 ,但在没有制度规定的前提
下 ,他挪用公司的资金 ,这就走偏了。不过 , 我们还应该反省 :一个红塔山的褚时健落马之后 ,为什么还会有
众多的企业家不断落马 ? 如果说一个褚时健是个人素质问题 ,一百个褚时健那就是环境问题了。由于没有
一个合理又合法的制度 ,没有非常科学的游戏规则 ,必然会没有约束。

思考四 :素质决定特质。对于像三九、长虹那样的中国第一代创业者而言 ,他们干了企业家应该干的事
情 ,但没有坐上真正企业家的位子 ,也没有承担应有的风险。所以他们很难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 ,有人
认为这样的人只能称为“起业家”。因而当事人也最好把自己放在职业经理人的位置上来思考问题 ,甚至应
该放在“人民公仆”的位置上来总结自己 ,否则肯定会心理不平衡。稍稍年长的人们一定还记得 ,当初他们接
手企业的时候 ,谈的还是无私奉献 ,不谈索取 ,羞谈索取。另外我国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家是 20 世纪 90 年代
形成的 ,所以也只是十多年的时间。俗话说 ,“三辈子学吃 ,七辈子学穿”,一个阶层的文化积淀需要几代人的
努力 ,因此对于一个刚刚形成的阶层来说 ,文化素质、人格素质都不会太高。素质高的人按规矩办事的比例
高 ,素质低的人按规矩办事的比例则低。民营企业最初大多数是从社会夹缝里生长起来的 ,一方面感觉空间
狭小 ,感觉受歧视、受挤压 ;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择手段寻求发展壮大。这些情况塑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许多
有意思的性格特点。

思考五 :重塑会计公信力迫在眉捷。会计公信力是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石。由各种经济犯罪事实表明 ,会
计公信力的缺失已成为犯罪者的可乘之机。因此 ,重塑会计公信力已迫在眉捷。

(一)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和会计管理制度改革 ,从体制上搞好会计公信建设。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 ,通
过清产核资、产权界定、资产评估等程序 ,依法划分财产所有权和占有、支配、使用权 ,明晰产权 ,健全和落实
会计信息责任体系。

(二)提高会计公信品质。一是要将重塑会计公信力与会计实践相结合。要规范会计行为 ,保证会计资
料真实、完整 ,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二是将重塑会计公信
力与会计行业建设相结合。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诚实可信、坚持原则、廉洁自律 ,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
设。三是将重塑会计公信力与更观念相结合。要摒弃虚假作风 ,树立诚信理念。

(三)切实落实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单位负责人应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负责。因此 ,需要进一步把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公信情况与单位负责人的管理、奖惩结合起来 ,建立健全单
位负责人与会计信息质量和公信情况紧密相联的考核、评价、奖惩机制 ,督促单位负责人加强内部控制和管
理 ,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会计责任。

(四)全面提升会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要深入开展会计人员教育 ,切实提升会计人员整体素质。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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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营外贸企业人才流失问题的探讨
安徽技术师范学院 　汪 　上 　绍兴文理学院 　杨文兵

[摘要 ] 本文结合民营外贸企业的特点 ,从人才流失的原因、去向出发对民营外贸企业的人才流失状况进行
了分析 ,并从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工作环境、支持业务员的实际工作、建立积极有效的激
励机制方面提出了民营外贸企业如何减少人才流失的策略。
[关键词 ] 民营外贸企业 　人才流失 　骨干业务员

前些年国有外贸企业由于民营外贸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遭遇了外贸专业人才大量流失的苦痛。但近
年来 ,民营外贸企业 ,同样面对着人才的过度流失问题。由于外贸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最大特征是几乎无
固定资产 ,企业的资产主要是以商标、客户、人才等无形资产形式存在。同时外贸企业人员对生产资料的弱
依附性特点 ,决定了人力资本在外贸企业中的关键性作用。如何留住优秀的外贸人才 ,如何充分地挖掘他们
的潜力为企业所用 ,是目前所有民营外贸企业需要高度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民营外贸企业的人才流失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营外贸企业发展迅猛。中国根据对“入世”的承诺 ,规定自 2004 年起对于获得对外贸易经营权的

企业最低注册资本额降至 100 万元人民币 ,并对西部地区给予优惠降低至 50 万元人民币。最近颁布的《对外
贸易法》中规定 ,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起 ,只要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 ,均可以获得贸易权。民营外
贸企业作为一股新生的力量 ,成为外贸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宁波外经贸委提供的材料 ,到 2004 年 4 月为
止 ,宁波市具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共计 3381 家 ,其中民营外贸企业 674 家 ,2004 年头 4 个月总出口额达

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切实坚持会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对职业道德差和违规财会人员 ,坚决吊销其从业资
格证书。要大力表彰先进会计人员及会计管理工作者。

(五)培育成熟的会计信息使用群体。市场最需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但严重造假的上市公司 ,其股票往
往被炒作、受到追捧 ,这说明会计信息使用群体还不成熟 ,缺乏成熟的证券分析师、财务分析师、机构投资者。
经济犯罪就很容易现形。

为此 ,还需增强会计人员自律 ,模范自觉地遵守《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不断提
高自身的会计技能及会计职业道德水平 ,提高会计的社会公信力。

思考六 :给企业家一个较妥概念。“企业家”这个概念现在已被泛泛用了。究竟什么是企业家 ? 企业家
不是一个实体概念 ,而是一个职能概念 ;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 ,而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的职业
选择。因而 ,不论是熊彼特 ,还是其他经济学家 ,都是从职能上来定义企业家的。与此相适应 ,人们也很难给
出一个可操作的企业家定义 ,只能从描述中加以把握。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和企业理论中 ,有很多企业家的定
义 ,如认为企业家是企业的经营者 ,企业家是承担企业经营风险的人 ,企业家是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人 ,企业家
是企业剩余的索取者等。这些定义虽然都有可取的成分 ,但都有些不贴切。比较而言 ,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
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的观点 ,较准确地抓住了企业家概念的核心和要害 ,凸显了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
特征。尽管这一概念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局限 ,但是离开了这一点 ,我们根本无法对企业家做出描述和
分析。比如 ,企业家必须经营企业 ,但不是所有的经营者都能成为企业家 ;同样 ,企业家要承担企业风险 ,但
经营者和投资者都要承担企业风险 ,只是承担不承担或者直接不直接承担创新的风险罢了。把企业家定义
为掌握企业控制权的人 ,使其无法与经营者区分开来 ;而把企业家看做是企业的剩余索取者 ,则无法与企业
出资人划清界限。

我国有学者指出了三条关于企业家的要求 ,很有现实意义。其一 ,商务独立 ,是企业家生成的基础。企
业家生存和成长的基础和前提是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独立存在和发展 ,而且主要是摆脱政治的参与和政
府的干预。其二 ,商业信用 ,是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当前 ,我们不仅缺乏信用基础 ,而且缺乏债信文化。企
业家既是促进信用制度建立和债信文化形成的中坚力量 ,反过来 ,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债信文化的发展也是企
业家成长的土壤。其三 ,竞争秩序 ,是企业成长的根本途径。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它可以减少无知 ,扩散
知识 ,抑制错误 ,激励争胜。要找到在发现前发现者对其征兆一无所知的知识 ,必须有做出惊人发现的能力
和准备。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永远准备感受惊奇 ,永远准备借助这样的惊奇采取必要的步骤 ,谋取利润。而准
备 (承受风险)的程度和竞争的强度 ,既取决于市场参与者投入交易成本的倾向 ,也取决于保护竞争的制度 ,
即取决于竞争秩序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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