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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兵布阵】

对今天的中国制造

型企业而言， 精细

化、人性化的管理是

大势所趋。

损人不利己 让人一声叹息

沈凌

据东方网

5

月

21

日的消息

，

20

年来

，

在日本嫁人生子入籍

、

已经

“

漂

白

”

身份的嫌疑人赵某过上另一种生

活

，

但就在其潜逃海外

21

年后

，

依然

在公安部

“

猎狐

2015

行动

”

中被上海

警方抓获

。

当时她乘飞机回上海

，

以浅

仓某某的身份参加父亲过世一周年祭

奠时

，

被在机场守候的闸北经侦支队

民警抓获归案

。

倒回

1994

年

，

上海女子赵某因骗

取某公司货款

36.5

万元人民币并潜

逃

，

随后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上海市

闸北区警方在网上追逃

。

36

万多元就

害得自己潜逃那么多年

，

仅仅从案值

上看真是不值

。

的确

，

在

1994

年

，

36.5

万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

1999

年笔者

去德国留学

，

比她还晚了五年

。

当时一

到德国

，

就发现我一个大城市市中心

的

50

平方米房子

，

才能卖

10

万元人

民币

，

折合欧元一万元

，

不及人家年收

入的一个零头

。

但情况很快变化

，

近

20

年来

，

中

国已经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

，

而当时

的日本和德国都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

状态

。

上世纪九十年代

，

德国大学生的

毕业年薪几无增长

。

2006

年我博士毕

业回国就业

，

2013

年再次到德国旅

游

，

已经没有任何德国好贵好奢侈的

感觉了

。

事实上笔者还是

“

混得差

”

的

，

好多中国白领现在以去欧洲扫货为

荣

。

所以

，

我回来写了一篇文章

《

为什

么奢侈品在中国卖得比欧洲贵

》，

回答

欧洲朋友的疑惑

。

如果一个正常人

，

在

1994

年面对

这样的两种选择

：

要么

“

带着

36.5

万

人民币去日本

，

还要冒着犯罪被抓获

的风险

”，

要么

“

老老实实地呆在上海

，

仅凭劳动诚实所得

，

加上投资股票或

者买买房子

”，

都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

后者

。

当然

，

这是事后诸葛亮

，

对犯罪

分子来说

，

其犯罪的原因和动机复杂

，

简单的数字计算和推论

，

也没有多少

意义

，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

都是

“

一

声叹息

”。

犯罪嫌疑人赵某为了当年的

36.5

万元潜逃日本

，

最终被抓获

，

后半辈子

恐怕毁了

。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也为此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

20

年的追捕

，

哪

怕相关执法人员每年就是去访问下她

的亲朋好友

，

累积起来其成本也远远

高于

36.5

万元

，

更不要说很多跨国追

捕成本还要大得多

。

这样的案例最近

看到不少

。

当前

，

我国的

GDP

增速虽

然比过去低了不少

，

但仍处于中高速

增长区间

，

往前看

，

未来会更好

。

如果

经济方面的知识能够普及

，

让普罗大

众更加多地理解犯罪的潜在机会成

本

，

更加多地理解一点儿中国未来的

增长潜力和自己的职业前景

，

或许就

会减少一点这样得不偿失

，

损人不利

己的犯罪吧

？

（作者系德国波恩大学博士、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

【说法不武】

把官员的权力真正

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让官员的权力被严

格限制，才能确保任

何官员都无法成为

现实意义上的 “老

板” 和“老大” 。

官场“江湖称谓” 缘何屡禁不止

刘武俊

江西禁止以

“

老板

”“

老大

”

称呼领

导干部

。

为深刻吸取苏荣等人严重违

纪违法案件教训

，

彻底肃清苏荣等人

腐败案件的毒害

，

进一步加强对党员

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

从严约束领导

干部从政行为

，

营造良好从政环境

，

深

入推进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建设

，

近日

中共江西省委出台加强作风建设营造

良好从政环境的意见

，

其中

，

党内一律

互称同志

，

不得以

“

老板

”、“

老大

”

等称

呼领导干部

。

此举受到舆论的关注

。

笔者认为

，

正本清源

，

加大行政体制改

革的力度

，

祛除滋生

“

老大

”“

老板

”

作

风做派的体制性病灶

，

真正把官员的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让任何官员

都无法成为现实意义上的

“

老板

”

和

“

老大

”。

现在

，

干部之间

“

同志

”

称谓已不

常见

。

如今

“

同志

”

称谓多出现在领导

干部的任免交接大会

、

领导干部的任

免通知中

。

回顾过去

，

孙中山在

1918

年发表

《

告海内外同志书

》

和

《

致南洋

同志书

》，

其遗嘱常被总结为

“

革命尚

未成功

，

同志仍须努力

”。

毛泽东早在

1959

年就要求互称同志

。

1965

年

12

月

14

日

，

中共中央发出

《

关于党内同

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

》，

要求

“

今

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

，

一律

互称同志

”。

文革时期

，

称

“

同志

”

是民

间最保险的做法

。

文革结束后

，

党中央

明确要求互称

“

同志

”。

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

，

就提出

“

党内一律互称同志

，

不要叫官衔

”。

从

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

，

沿海一些地方

开始称呼领导干部

“

老板

”、“

老大

”

等

称呼

，

并逐渐蔓延全国

。

规范官场称谓

的争论早在

2003

年就已经开始

。

2003

年全国两会上

，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提

出

，

称领导干部为

“

老板

”

的现象在一

些党政机关已司空见惯

。

随后

，

甘肃

、

上海等地都曾下发通知

，

要求

“

对担任

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

，

不

称职务

”。

如今

，

在官场比较标准的称呼是

姓名

+

职务

、

姓

+

职务

、

名字

+

职务

，

称

呼职务并不代表要突出领导的特殊身

份

，

而是明确领导的权责

。

不过

，

为了

避免助长

“

官本位

”，

特别是当前整治

“

四风

”

的大背景下

，

仍有必要要求领

导干部互称

“

同志

”，

强调互称

“

同志

”，

有利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

用

“

老板

”、“

老大

”

称呼本是人民公

仆的领导干部

，

折射出某些地方官场

庸俗化的江湖习气和被异化的政治生

态环境

。

从人格上讲

，

领导和下属的关

系本该平等

，

不同级别官员

、

公职人

员

，

都是同志

，

只是官阶

、

岗位不同

；

同

时

，

政府机关是公共部门

，

只该对人民

负责

，

不存在谁是谁老板

、

老大的关

系

。

在一些地方

，

公职人员上下级之间

的关系颇不正常

，

一些领导太把自己

当回事

，

享受当

“

老板

”

做

“

老大

”

的感

觉

，

恃权傲物

。

某些领导甚至骨子里信

仰黑社会的一套

，

像老大般惟我独尊

，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

或者像老板般把

公产当家产

，

假公济私

，

任意挥霍

。

相

反

，

叫

“

同志

”

或者直接称官职

，

不叫

“

老板

”、“

老大

”，

反倒显得成了不合时

宜的异类

。

苏荣在任时

，

江西的政治生

态出了严重问题

，

亲亲疏疏

、

拉帮结派

很突出

。

苏荣当时就俨然把自己当成

江西最大的老板

、

老大

。

不得称呼上级领导为

“

老板

”、“

老

大

”，

江西的规定并不是首例

。

去年

，

去

年

5

月广东省纪委发布有关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

。

通知

称

，

当前广东省党政机关部分党员干

部受官僚主义

、

宗派主义

、“

江湖习气

”

等不良风气的影响

，

把同事

、

同志间的

称呼庸俗化

，

有的称领导为

“

老板

”“

老

大

”，

有的称下属为

“

哥们

”“

兄弟

”

等

，

破坏党内民主

，

损害公仆形象

，

与党的

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

发一纸禁令不让干部之间叫

“

老

大

”、“

老板

”

并不难

，

难的是从制度上

正本清源

，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祛除滋生

“

老大

”“

老板

”

作风做派的体

制性病灶

。

为此

，

必须进一步加大行政

体制改革的力度

，

把行政权力真正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

，

让行政权力被严格

限制

，

才能确保任何官员都无法成为

现实意义上的

“

老板

”

和

“

老大

”。

惟有

让官员的权力被依法限制和规范

，

官

员才无法成为现实意义上的

“

老板

”

和

“

老大

”，

这类江湖称谓才会真正销声

匿迹

。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

志总编、研究员）

【庙堂江湖】

当前，我国的 GDP 增

速虽然比过去低了

不少，但仍处于中高

速增长区间， 往前

看，未来会更好。

制造业主的自我救赎之路

周家兵

人才难招

，

成本上升

，

现金流大量

进入虚拟经济圈等等

，

这些都是目前

大环境下制造业普遍面临的困难

。

与

其成天呼吁

、

抱怨

、

希望被关注

、

被照

顾

，

甚至被保护

，

企业还不如从自身实

际出发

，

大胆做出内部调整和优化

。

通

常情况下

，

制造业在业务上的改变是

及时的

、

与时俱进的

，

但在强化企业内

部管控上却停滞不前

。

四

、

五年前

，

不少制造型企业主就

开始改用机器人

（

机械手

）

替代人工

。

有

的开始将厂房搬迁至越南

、

柬埔寨

、

斯

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

，

采用二十年前台

湾地区和香港一些企业的运营模式

，

产

品的设计

、

物料的采购

、

行政和商务中

心等均在国内

，

搬迁过去的是生产加

工

。

类似于二十多年前中国沿海的

“

三

来一补

”

企业

，

主要的经济往来还是在

国内完成

。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将优势保

持利用

，

将劣势转换成优势

。

有些在国内的制造型企业

，

也有

诸多寻求突破的方法

，

比如改粗放式

管理为精细化管理

，

降低资源浪费

，

提

升生产效率

，

改善产品品质等

。

笔者有

家客户这两

、

三年来的自我救赎之路

，

可以给制造型企业主们提供一些借鉴

和启迪

。

针对招工难问题

，

这家企业转换

用人思路

，

更多地使用机器人

（

机械

手

），

逐步将老旧的生产设备进行分批

次更新

。

人机共同优化

，

改造生产设备

的同时减少用工

。

而今其车间的设备

相较同行而言

，

精准度

、

转速

、

稳定性

更高

，

对操控人员的要求反倒减负

，

这

使得这家企业具有强劲竞争力

。

直接

体现的就是生产能力提高和产品品质

稳定

。

同样的订单价格

，

其他公司可能

没钱赚

，

甚至微亏损

，

这家企业至少有

百分二十的毛利

。

针对物料成本的问题

，

这家企业

采用同行联手采购模式

。

同行不是冤

家

，

应该是战略联盟

，

联手共赢

，

这样

既可以成为相互的

“

外发加工协力厂

商

”，

更能够成为通用材料的联手采购

商

。

同样的产品

，

数量大

，

价格低

。

对于

客户和供方是双赢

。

类似于网上流行

的

“

团购

”。

如何按照现代工业生产理念优化

作业流程

，

节省成本

，

提高效率

，

是诸

多制造型企业最头疼的问题

。

拿生产

一本书来说

，

传统的生产方法是

，

从印

前准备

、

印刷

、

折页

、

穿线

、

上胶

，

到手

工

、

切纸等

，

共有十几道工序

，

很多机

长和管理人员为此忙前忙后

。

现在有

一种先进的生产作业方法

：

通过电脑

操作

，

在机房先设定好操作程序

。

一本

书

，

从投料开始

，

到最后印刷出来甚至

过塑的全套工序

，

都可以借助电脑来

完成

，

这样既可以提高效率

，

也可以降

低人力成本

。

而实际上很多书籍印刷

企业采用的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

。

再

拿制衣企业为例

，

一个车缝机器上

，

只

要加装一个小小的自动剪线头装置

，

三四百元的成本

，

就可以大量节省后

道剪线工人

。

这个在今天并不算

“

高大

上

”

的生产工艺改良

，

却并没有在业内

被推广

，

旧有的车缝生产方式仍占据

统治地位

。

新技术变革如大浪淘沙

，

而

一些制造型企业主

，

仍固步自封

，

用十

几

、

二十年前的生产老套路

，

来面对如

今的经济转型和行业嬗变

，

难免腹背

受敌

，

突围不易

。

对今天的中国制造型企业而言

，

无论是产品质量问题

，

还是内部管控

问题

，

均需决策者深刻反思

。

精细化

、

人性化的管理是大势所趋

，

顺之则

昌

，

逆之则亡

。

无论是主动

“

强身健

体

”，

还是形式倒逼

“

苦练内功

”，

都有

利于制造业主发展

。

关键是要将危机

意识与创新实践结合起来

，

知行合

一

，

果断行动

。

（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咨询管

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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