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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厦门柏事特是一家传统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以智

慧建筑、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的规划、设计与施工、运维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

企业。作为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同样存在着民营企业本身底子薄、根基浅的先

天不足之症。为了更好的适应激烈的市场环境，企业唯有扬长避短，通过发挥民

营企业灵活性强、制度性创新等特点，进行自身改革，方能在市场变化的浪潮中

保持更大的活力。 

本文通过大量阅读许多文献，对传统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的分析，从传统企

业的体制利弊的探索，总结民营企业长不大，活不长，管不好的一些原因所在，

同时做为一个高科技民营企业，他存在的管理体制问题是否和传统民营企业有其

它方面的不同，两者比对，总结高科技民营企业发展瓶颈的相关问题。 

作者通过对本企业现有管理体制的分析，特别是企业上市计划的受挫，以及

企业快速发展后留下的管理问题，明确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通过从股东层面、

经营层面、业务层面的改革，将公司的整体管理体制做了一次梳理，调整出适合

公司当前形式下的新模式，优化了股东管理模式，完善公司内部整治，提高员工

积极性，使企业走出低谷，焕发新生。面对新模式下的企业，仍然存在着不少的

问题，其中企业文化的宣贯，员工凝聚力的提升都是公司未来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 民营企业；管理体制；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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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amen Best is a private high-tech enterprises, founded in 2000, is an intelligent 

building, intelligent traffic, intelligence community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for the main busines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As a private high-tech 

enterprise, congenital deficiency of shallow foundations.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fierce market environment, the enterprise only foster strengths and circumvent 

weaknesses, By employing flexi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reforming itself, keep more vitality.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a lot of reading a lot of literature, the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l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from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 system, sum up private 

enterprises not very large, not live long,tube is not good for some reasons , at the same 

time as a high-tech private enterprises, whether he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there are other aspects of 

different, both comparison, summed up high-tech 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probl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enterprise, 

especially the enterprise listing plan is fail,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problems, clear the necessity of the reform of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from the shareholder level, management level, business level, the reform of 

the company's overall management system made a comb, adjust the suitable company 

under the current form of the new model, optimized the shareholders management 

mode, improve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 improve staff enthusiasm, make the 

enterprise out of the trough, resurgent. In the face of the new mode of enterprise, still 

exist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stable cross of enterprise culture, improve staff 

cohesion, Is the company should seriously consider th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s;Management system;corporate governan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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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主要对象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我国民营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2014年4月，全国私营企业

1268万多户，个体工商户4465万多户，当年创造了近90%的新增就业岗位，增加

值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由此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和就业再就业的主渠道，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推动力量①。 

民营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家庭作坊式或者家族式经营模式开始，在

我国发展只有三十几年的历程，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国才开始逐步对外开放；

正因为它发展的时间比较短、经验少，又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因此，和国有企业相比，无论是在管理上、规模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传承下来的“百年老店”，还是初具规模的新生企

业，它们都在经过二百多年梳理的市场经济中，在系统的、成熟的整体企业管理

文化氛围中开展经营运作的，其规范性和发展性早已成形；而我国民营企业缺乏

的就是这种成熟的企业管理、文化氛围，这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先天不足。要想弥

补这种不足，必然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本文所研究的民营企业是中小民营企业，主要是针对作者所在企业的经营现

状及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结合民营企业的特点，分析企业内部管理

体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探讨如何进行改革，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自身

的不足，充分发挥内外各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让企业更为健康地快速成长，

股东和员工都获得更多的收益，并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 传统民营企业发展问题 

传统民营企业特别是家族式的民营企业与现代民营企业相比，在发展中首先

存在以下一些先天不足的不利因素： 

1、企业产权不清 

                                                 
① 数据引自于国家工商总局 2014 年网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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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民营企业都是由亲朋好友等一起创立起来，在创办初期没有明确的股权

股份比例，也没有明确的分工定位，甚至很多是家族化经营，造成产权不清、管

理粗放，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出现控制权纠纷导致企业分家等问题。  

2、家族化经营  

虽然在发展初期家族化经营可以使企业有较高的的凝聚力和忠诚度，并且迅

速积累原始资本，企业获得快速成长，但是随着企业业务规模的扩大，经营管理

职责若不能科学合理制定和贯彻实施，极容易造成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之间矛

盾与不和，加之家族化经营只想着自己赚钱，只知道控制资金，不懂得做增强员

工凝聚力的工作，还埋怨职工不忠诚，导致企业内部同床异梦，沟通困难，人心

涣散。 

3、企业规模有限  

国有或民营的大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与人才实力，可以迅速实现技术提升和

规模生产，能扛住市场、资金等种种风险的侵扰；而弱小的民营企业资金不足、

人力有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立于不败之地。一些民企负责人就设法巧用

攻关扩大公司的社会影响力，但其公司人、财、物实力仍然有限。  

4、人才素质偏低 

由于传统的民营企业缺乏引进、培养各类优秀人才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安排，

用于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够，吸引不了优秀的人才，特别是有些民

企老板唯我独尊、唯资本为上，内心里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致使

民营企业的人才素质从老板开始就普遍偏低。 

5、自我创新能力不足 

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多以模仿型创新模式为主（山寨），自主性创

新不占据主导地位，关键是不少传统民营企业负责人处于“老板”的状态，年终

董事会只研究确定次年赚钱的具体目标，而舍不得投资实现一个有效的创新目

标，这样企业就难以获得有实力的发展。  

6、管理水平落后 

国有大型企业实力雄厚，企业制度比较健全，在制订战略、人才引进培养、

市场开展、业务管理、研发生产等领域都已经拥有一套成熟的操作经验。相比之

下，传统民营企业负责人往往还停留在老板式的管理水平，得意于个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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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性极大，缺乏制度规范，其管理水平与现代企业家相比是天壤之别。即使去

进修也只是为了镀金，而不下工夫去学习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精髓，提高自己的

管理水平，这是制约传统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高科技民营企业发展问题 

1、自主创新意识不足 

高科技民营企业中不少企业负责人自主创新意识依然不足，还没有意识到自

主创新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没有真正从发展战略上将自主创新作为企业发展

的核心动力，只是图“高科技”的虚荣而没有高科技发展的明确目标，甚至认为

“技术创新投入大，风险高”，其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必然仍停留在

较低层次，没有自己的产品研发机构，缺乏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产品，在当前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腰干不硬”。再加上当前低水平的市场竞争中，低价格产品、

低技术生产方式尚有一定市场生存空间，小富即安思想泛滥，缺乏做大做强的内

在动力，科技创新意识弱，把高科技创新战略束之高阁，图有虚名的民企老板之

高科技民营企业也就徒有虚名了。 

2、人才资源缺乏 

当前形势下，许多优秀的人才大多进入到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

稳定的单位，真正能胜任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人才十分紧缺，真正愿坚持在生

产第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偏少，民营科技企业的资金实力弱、创新研发投入少、

品牌优势差等更是制约高级人才引进的重要因素，人才“瓶颈”不仅凸显，而且

长期不得其解，导致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不了，营销能力增强不了，研发团队形成

不了，全面阻碍了企业人才实力的成长和发展。 

3、科技含量低 

民营企业在开创之初，更多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拼设备拼人力搞规模效

应，开始起步时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势，一旦生产销售达到一定规模就难以有新

的突破。不少民营科技企业其核心技术主要依靠外部引进，或在引进技术的基础

上对产品和工艺进行局部的开发和改进，产品缺乏更强的竞争力。 

市场前景好的高科技产品往往投入要比较大，民企老板不是舍不得就是没实

力去投入；市场前景不明朗的高科技产品往往难度大、风险多、周期长，民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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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又不愿意趟这混水。总之，高科技产品的种种因素都可能难倒民企老板，这样

恶性循环的结果造成高科技民营企业的科技含量老是提不上去。  

4、缺乏科技型企业家 

好多在专业技术或市场营销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创客就办起了科技型企业，

但是他们不懂企业管理，有些在创业之初就深刻认识到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非常努力地边干边学，逐步成长为一个科技型企业家；也有从公司内部员工

中积极培养选拔科技型企业家担任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其在公司的组织领导作

用，作者本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可是很多科技型企业就是没有既懂技术又懂经营

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或者聘用了职业经理人但不充分信任和发挥其在公司的组织

领导作用，造成科技型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一直低下，即使企业的产品技术

和市场品牌很好，企业还是无法稳定健康地成长发展。 

第二节 研究对象 

一、企业简介 

本文作者所从事的企业是厦门柏事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的民营

高科技企业，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以智慧建筑、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的规

划、设计与施工、运维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通过十余年的持续努力，企业已逐步发展成为国内经营规模 大、资质 全

的系统集成服务商之一。企业拥有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壹级资质、建筑智能化工

程设计与施工壹级资质、安防工程企业一级资质、声频工程企业一级资质、涉及

国家秘密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乙级资质等多个行业等级认证资质，还顺利通过

ISO9001、14000、18000一体化认证；并获得了全国建筑业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

先进企业、重点民营企业、厦门市 具成长性中小企业、智能建筑行业50强企业

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技术研发上，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与追求卓越，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人才，

建立了涉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网络安全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专业

的科研机构，并成功开发出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产品及信息系统集成

应用产品。公司积极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形成产学研合作体系；并投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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