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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技术与实践》

前言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新经济浪潮的掀起，尤其是技术创新步伐的
加快，使企业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产品及产业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因此转变
为“超级竞争”，企业管理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和不确定性，企业必须迅
速做出反应，准确把握战略方向，灵活调度和组织公司持续发展的各种资源，使这些资源能够按照战
略的需要，实现动态配置，发挥最优的价值创造能力。　　综观中外企业发展史，那些生命力旺盛的
企业，它们的持续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更重要的是根据环境的变迁，
运用各种管理技术对其内部资源、经营业务不断进行调整、优化甚至脱胎换骨式的转型，从而创造战
略资产，获得长期竞争力。《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资料显示，1970-1980年，500强中有32％的企业
消失了；1980-1990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47％；1990-2000年，《财富》500强中消失的企业竟达到了56
％。这一系列数字说明：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取决于综合优势，其综合优势的取得依赖于公司的管理技
术。如果一个企业不能随着环境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种管理技术，对其拥有的战略资源、核心技术、
多元化业务和生存危机进行有效的综合治理，就必然走向死亡。　　现代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企业都
采用公司形式，因此，本书立足于公司运作的实践，运用丰富的案例分析，突破单一的管理分析的模
式，从公司管理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公司的管理问题。本书提出，公司管理的核心是公司在不
确定性和“超级竞争”环境下，以取得公司发展的整体动态竞争优势为目标，以用持续的战略观审视
公司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及超越公司本身的更广泛、更有价值的信息为基础，灵活运用多种管理技术，
指导公司的投资和资源配置，把握各种潜在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司的赢利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
，提升公司的综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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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管理技术与实践》围绕五个管理职能，即：决策、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论述了现代管理
技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和发展趋势，结合管理领域内实践性较强的最新内容，包括战略管理、决策技术
、计划方法、组织设计、沟通技能、控制技术和管理理论新思考等内容，结合经典案例分析阐述原理
，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
全书内容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践性较强，可供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参考借鉴，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研
究生学习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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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有
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
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1）
生命有限。合伙企业比较容易设立和解散。合伙人签订了合伙协议，就宣告合伙企业的成立。新合伙
人的加入，旧合伙人的退伙、死亡、自愿清算、破产清算等均可造成原合伙企业的解散以及新合伙企
业的成立。　　（2）责任无限。合伙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按照合伙人对合伙
企业的责任，合伙企业可分为普通合伙和有限责任合伙。普通合伙的合伙人均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
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例如，甲、乙、丙三人成立的合伙企业破产时，当甲、乙已无个人资
产抵偿企业所欠债务时，虽然丙已依约还清应分摊的债务，但仍有义务用其个人财产为甲、乙两人付
清所欠的应分摊的合伙债务，当然此时丙对甲、乙拥有财产追索权。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由一个或几个
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或几个责任有限的合伙人组成，即合伙人中至少有一个人要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负无
限责任，而其他合伙人只能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债务承担偿债责任，因而这类合伙人一般不直接参与企
业经营管理活动。　　（3）相互代理。合伙企业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
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
任。换言之，每个合伙人代表合伙企业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对所有合伙人均有约束力。因此，合伙人之
间较易发生纠纷。　　（4）财产共有。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不经其他合
伙人同意，任何一位合伙人不得将合伙财产移为他用。只提供劳务、不提供资本的合伙人仅有权分享
一部分利润，而无权分享合伙财产。　　（5）利益共享。合伙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取得、积累
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如有亏损则亦由合伙人共同承担。损益分配的比例，应在合伙协议中明确规
定，未经规定的可按合伙人出资比例分摊，或平均分摊。以劳务抵作资本的合伙人，除另有规定者外
，一般不分摊损失。　　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资本的迅速结合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合伙制
企业在世界各国繁荣起来，在信息产业采用这种形式的企业数量尤为众多。但合伙企业也有其明显的
不足之处，因为其职权分散，合伙人需负无限连带清偿责任，权益转让不便，投资风险大，所以较难
形成大规模企业，难以扩张、发展，在市场中所承受的风险很大。这也正是目前各国小企业大量产生
、又大量死亡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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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新经济浪潮的掀起，尤其是技术创新步伐的
加快，使企业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产品及产业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因此转变
为“超级竞争”，企业管理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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