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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企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分工的开展而成长壮大。 作为现

代经济中的基本单位，企业行为既是微观经济的产物，又是宏观调控的结

果。 就某种意义而言，企业行为模式可被看成整个经济体制模式的标志。

从社会学的研究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

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转型就是社会变迁当中的“惊险一跳”，意味着从

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 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对

内改革，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 这一时期，从经济主体的构成

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迁，而国际环境也经历着过

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十一五”末期国际金融海啸来袭，经济急速下滑，市

场激烈震荡，其对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影响至今犹存。 因此，国家将“十
二五”的基调定为社会转型。 这无疑给管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

素材，同时也给管理学研究者平添了十足的压力。

作为承载管理学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高校，如何在变革的时代有效地

发挥自身的价值，以知识和人才为途径，传递学者对时代呼唤的响应，是

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论题。 这个论题关系到如何把握新经济环境下企业

行为的规律，联系产业特征、地域特点，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为企业运营、

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逐渐显现出一种新观念、新

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 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

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企业则

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促成者。 因此，企业首先成为我们管理学

研究者最为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社会重大转型这一背景之下，一方面由

于企业内部某种机理的紊乱，以及转轨时期企业目标的交叉连环性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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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的不合理作用，所以企业行为纷繁复杂，既
有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强劲推动作用的长远眼光，也存在破坏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企业不仅要对营利负责，

而且要对环境负责，并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在

发展中面临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部分企业还出现生产经营困难，这些都

是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转型”大师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曾言：“到了彻底改变企业思

维的时候了，要么转型，要么破产。”企业是否主动预见未来，实行战略转

型，分析、预见和控制转型风险，对于转型能否成功至关重要。 如果一个

企业想在它的领域中有效地发挥作用，行为治理可以涉及该企业将面临

的更多问题；而如果企业想要达到长期目标，行为治理可以为其提供总体

方向上的建议。 在管理学研究领域，行为治理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却
提供了一个在新经济环境下基于宏观、中观、微观全视角来研究企业行为

的良好开端。

现代公司制度特指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法人制度，其特点是企业的资

产所有权与资产控制权、经营决策权、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权相分离。 于

公司治理而言，其治理结构、方式等的选择和演化不仅受到自身条件的约

束，同时还受到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根据

North（1 9 90）的研究，相互依赖的制度会构成制度结构或制度矩阵，这些

制度结构具有网络外部性，并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 这使得任何想改善

公司治理的努力都会受到其他制度的约束，使得公司治理产生路径依赖。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打破路径依赖，优化治理结构，从制度设计角度出发

进行行为治理，便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此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精神，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的通过，则使促进

科技创新的制度红利得到依法释放。 我国“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中明确指出，要把科研攻关与市场开放紧密结合，推动技术与资本等要素

相结合，引导资本市场和社会投资更加重视投向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新时期科技创新始于技术，成于资本，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科技创新需要

科技资源、企业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机结合。 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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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治理，将各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则成为促进科学技术向第一生产力

转化所面临的新命题。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制度、科技、创新角度，还是从公司治

理、企业转型角度出发，企业的目标都是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而战略则

成为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战略强调企业与环境的互动，如何

通过把握新时期、新环境来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战略决策以获取竞争优势，

则成为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下应担起的艰巨任务。 另外，企业制定发展战

略的同时应当寻找能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共享价值的机会，包括价值链上

的创新和竞争环境的投资，即做到企业社会责任支持企业目标。 履行战

略型企业社会责任不只是做一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也不只是减轻价值链

活动所造成的不利社会影响，而且要推出一些能产生显著而独特的社会

效益和企业效益的重大举措。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简称“管理学院”）是浙江工商大学历史

最长、规模较大的一个学院。 其前身是 1 9 78 年成立的企业管理系，200 1
年改设工商管理学院。 学院拥有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和工商管理一级

学科博士点，其学科基础主要是企业管理，该学科 1 9 9 6 年成为原国内贸

易部重点学科，1 9 9 9 年后一直是浙江省重点学科，2006 年被评为浙江省

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 1 2 年升级为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 该研究基地始终围绕“组织、战略、创新”三个最具企业发

展特征的领域加以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本套丛书正是其中的

代表。

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经历了改革开

放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然形成自身的行为体系和价值系统，但是在

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及国内改革步入全面深化攻坚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

下，如何形成系统的行为治理框架将直接决定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塑造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本套丛书以中国企业行为治理机制为核心，分“公司治理卷”“转型升

级卷”“组织伦理卷”“战略联盟卷”“社会责任卷”“领导行为卷”“运营管理

卷”七卷，从各个视角详细阐述中国企业行为治理的理论前沿及现实问

题，首次对中国企业行为治理的发展做了全面、客观的梳理。 丛书内容上

涵盖了中国企业行为的主要领域，其中涉及战略、组织、人力、创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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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升级等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系统完备；所有的分卷都是所属学

科的最前沿研究主题，反映了国内外最新的发展动态，立足学术前沿；所
有分卷的作者均具有博士学位，是名副其实的博士文集，其中包括该领域

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学者；所有分卷的内容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社科基金及教育部基金的资助项目，体现了较强的权威性，符合国家科研

发展方向。

本套丛书既是我们对中国企业行为治理领域相关成果的总结，也是

对该领域未来发展方向探索的一次尝试。 如果本套丛书能为国内外相关

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一些基础性、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谦逊而执着，谦恭而无畏”，既是第五级管理者的特质，也是我们从

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愿中国企业行为治理研究能够真正实现“顶天立

地、福泽万民”!

郝云宏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导

20 14 年 1 1 月 1 5 日于钱塘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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