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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论文不仅深得国内老一辈科学家的赞赏
,

而且令到会外国学者刮 目相看
。

4 广交朋友
,

促进合作

科技体制的深化改革正在荡涤着以往的陈旧观念
,

国际科技交流的大门越来越宽畅
。

科

学技术要瞄准跟踪国际科技发展前沿
,

加盟国际科技信息大循环
,

加强国际科技交流
,

促进

国际科技大合作将显示出特殊的重要性
。 “

闭门造车
”

的科研模式显然不适时宜
。

在国内举办

各种类型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重要意义之一正是帮助我们朝着这一方向前进
,

在一定的意义上
,

每次成功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可以被看作学术的盛会
,

友谊的盛会
,

同时还是国际合作的盛

会
。

因此
,

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它促进了各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关系的建

立与发展
。

这种合作关系不仅体现在科学家的互访
,

青年学者的合作培养和派遣博士后出国

深造等
,

还体现在科研项 目的合作研究与开发
。

如第一届中加有机化学讨论会后
,

我所林国

强所长牵头与加拿大 iS m on rF as er 大学建立 了昆虫信息素方面有关课题的合作研究关系
; 我

所李祖义教授与 w at er l oo 大学生物化学系就双方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建立了共同研究的课题
,

这些合作项 目均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 又如参加第二届中加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的加拿大

某公司副总裁对我所生命有机开放实验室的工作很感兴趣
,

在会后特意参观了该实验室并与

有关课题组签署了合作研究的意向书
;
国际 C F C 和 BF C 学术讨论会吸引了一大批来自美国

、

法国
、

德国
、

日本
、

南韩等国的学者专家
,

其中不乏来自处于国际领导地位的大公司代表
,

会

议充分交流了氟利昂代用品研究工作的新进展和新思路
,

给与会者带来许多新的启迪
。

同时

我所在会议期间与美国有关专业化学公司就 C F C 代用品的联合研制探讨了合作意向并和南

韩某单位签署了氟利昂代用品合作研究协议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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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管理科学国际合作研究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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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决策过程的比较研究
”
基金项目是从 199 1年开始的

,

前三年主要是同英国的兰卡

斯特
、

曼彻斯特
、

剑桥等大学合作
,

进行中英企业决策过程的比较研究
。

在项 目执行中还得

到 了英国文化委员会 ( cB ) 和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 ( SE R C ) 的有力资助
。

另外
,

中国的

北京燕山石化公司
、

南京化学工业 (集团 ) 公司
、

广州钢铁有限公司
、

上海耀华皮尔金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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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

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
、

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
、

斯托克斯布里奇钢铁公司
、

皮尔金顿玻璃

公司等 8 家企业也支持和参与了本项目的研究
。

三年来
,

中英联合课题组友好合作
,

密切配合
,

先后互访 29 人次 (其中英方来华 14 人

次
,

中方访英 15 人次
,

不包括企业人员 )
,

共同参加了对中英两国 8个大企业 30 多个案例的

研究
,

在两 国分别召开了多次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会
。

到 目前为止
,

双方课题组成员分别完

成了研究报告
,

中英企业决策案例汇编
,

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刊物上 已发表和即将发表论文

16 篇
,

提高了研究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学术水平
。

并通过有关渠道对当前我国深化改革提 出了

一些政策性建议
,

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

作为项 目工作内容之一
,

组织了我国三个大型工业企业的 10 名高级管理人员访问英国
,

邀请英国有关大学教授做学术报告
,

直接观察和了解英国企业管理实践
,

并同英国对 口企业

的管理人员交流了管理经验
,

探讨和洽谈了共同感兴趣的技术
、

经济合作交流项 目
。

访英期

间
,

由于本项 目资助单位的层次较高
,

经理们和课题组成员受到英国皇妹亚历山大公主
、

英

外交部副部长和我国驻英大使的接见
。

英中友好商社 ( 48 家集团 ) 还在伦敦举行了招待会
。

这

些活动受到参加者
、

双方资助单位和有关领导部门的好评
。

今年以来
,

课题组部分成员先后应邀访问了德国
,

赴美国参加了国际会议
,

在美国进行

了课题案例调研
,

也接待了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同行专家
。

国外资助的经费已经落实
,

新的一

轮比较研究已经开始
,

今后的研究工作将在扩大比较研究的范围和深化理论探讨上下功夫
。

l 主要收获

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下管理决策过程的比较研究是当前国际上管理科学的前沿课

题
,

国内以往关于决策的研究多侧重于方法方面
,

而对于过程的研究较少
。

本项 目的研究目

的不仅在于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

而且希望通过对中外企业管理决策过程的比较研究
,

总结我

国企业经营决策的经验
,

了解国外企业决策过程的特点和可为我所用的经验
,

为我国企业管

理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服务
。

通过项 目的合作研究
,

建立起国际间学校与学校
、

学校

与企业
、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
,

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

技术交流和贸易的发展
。

三年来的国际合作研究
,

我们的主要收获是
:

( l) 理论上有了新的认识
,

开阔了探讨深化改革对策的思路
。

我们进行这项管理课题研究时
,

正值我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

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

我

们是紧密联系当前我国的实际
,

带着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

用动态的方法来研究决策问题的
。

企

业的决策过程
,

与企业的 自主权限
、

企业的经营机制
、

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

企业决策过程的科学化必须与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

政府职能的改变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

立同步进行
。

因此
,

我们在国外调研的过程中
,

凡是与国内相 比较其反差较大的问题我们都

十分敏感
。

通过对 比研究
,

提 出了一些可供有关部门参考的建议
。

首先
,

我们注意了英国企业决策过程的特点
,

例如他们所有的决策活动均执行规定的程

序
,

具有很高的程序化或结构化程度
;
处理好总公司整体调控和充分发挥下属运营单位的积

极性之间的关系
,

是企业决策机构所面临的关键间题
;
决策方案形成的逻辑过程是

:

是否符

合企业的发展战略
、

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

对企业公关形象的影响以及满足一定财务指

标的要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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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我们注意了英国企业的运作环境
。

企业的经营活动场所是 比较发达的自由竞争市

场
,

但也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 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对股东负责

,

使企业和股东

得到经济利益
,

同时也要考虑社区关系
、

公关形象
,

并受到法律的约束
;
中央和地方政府同

企业的关系
,

是政府为企业服务
,

并努力为企业创造 良好的投资环境
,

而不去直接干预企业

的合法经营活动
,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政策
,

监督调节
、

扶持推动
,

信息传递以及作为企

业的部分所有者和产品的用户等
。

第三
,

英国企业在决策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对
“

关系网
”
的利用

,

如个人的影响
,

游说和

讨价还价被当成是取得支持的一种手段
,

但这种手段只不过是为了
“
润滑

”
和加速批审的过

程
,

而不是企图超越制度和规定的程序
。

( 2) 促进了中英两国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和贸易联系

来自石化
、

化工和钢铁企业的 10 位高级管理者参与到课题组来
,

并对英国企业进行了实

地考察和直接交流
,

建立了对 口企业之间的联系
。

经理们回国之后
,

经常收到英国企业的信

件和技术资料
,

还接待了一些英国企业经理的回访
。

南化集团公司开始了与英国 Icl 化学公司

在弓}进 1 3 4 A (取代氟利昂的新产品 ) 专利的谈判
。

广州钢铁有限公司与曼城一家公司讨论了

中国向英出口钢铁材料的贸易合作问题
。

燕 山石化公司为改建 30 万吨乙烯工程
,

考察了在英

国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同类工厂
,

并探索了承包壳牌公司在我国华南兴建大型炼油厂的工程任

务
。

所有这些都展示了中英企业合作的良好前景
。

( 3) 提高了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
,

培养了人才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
,

进行现场案例调查都是由中英研究人员混合编组共同进行的
。

双方掌握了相同的第一手材料
,

但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却大不一样
。

通过讨论
、

辩论
,

相

互切磋
,

相互理解
,

相互学习
,

最后相互接近
,

加深了对 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

尤其是对西方

管理学者对管理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问题的逻辑有了较多的了解
,

掌握了课题所涉及问题

的国际前沿
,

从而提高了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研究能力
。

课题组的青年教师在研究中成长
,

都先后晋升为副教授
,

形成了较强的研究队伍
。

参加课题的企业经理们
,

通过出国考察交流
,

向厂内各级干部介绍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

经验
,

请中英双方的教授
、

专家讲学以及在准备案例时注意总结 自己的经验教训等活动
,

使

自己和各级干部开阔了思想
、

更新了观念
、

为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正

如一位经理所说
, “

观念的更新是最重要的收获
” 。

时到今 日
,

参加本项研究的经理中已有 6 位

晋升到更重要的岗位
,

其中一位担任了体改委副主任
。

2 几点体会

回顾几年来从事管理科学国际合作研究的经历
,

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
:

( 1) 好题 目好伙伴是建立国际合作研究项 目的前提
“

决策过程
”

这样的题目理论性强
,

有实际指导意义
,

具有高难度
,

很吸引人
。 “
比较研

究
”

可以鉴别长短
、

优劣
,

相互学习而加深了解
,

共同获利
。

这就容易找到伙伴
。

国外学者
,

企业家希望了解改革中的中国
,

为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获取信息
。

而我们希望了解
、

学习
、

借

鉴外国的好经验为深化改革
,

提高管理水平服务
。

好伙伴十分重要
。

不仅对本课题有兴趣
,

还要态度友好
,

遇事易商量解决
,

有水平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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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并有能力解决经费问题
。

我们的三个英国伙伴
:

兰卡斯特大学
、

剑桥大学和曼彻斯特

大学管理学院的三位
“
头人

” 。

他们彼此是研究中国经济管理的学友
,

也是我们十来年交往的

老朋友
,

有良好的合作纪录
,

在英 国管理学界有一定知名度
,

因而我们的联合得到了 B
.

C
.

和

E S R C 的资助
。

所以我们项 目的成功
,

十分得益于他们的协力同心
。

( 2) 管理科学的国际合作项 目要注重联系实际
,

积极开展校际合作
、

厂校合作
,

把学术

研究与促进企业间互学互利结合起来
。

有关企业管理课题的研究
,

必须有企业参加
,

这样才能获得优质的典型案例
,

紧密联系

管理的实际
,

并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

还可得到必要的经费支持
。

调动企业领导参与课题研究的积极性
,

必须使企业得到实惠
。

我们采取了
:

组织 中英方

教授给企业管理人员讲课
; 在国外筹措经费组织高级管理人员出国考察访问

;
及时通报课题

研究的成果
,

为企业改革提供信息和参考资料
;
为企业的技术交流和贸易合作牵线搭桥等方

法
,

使各企业感到他们是课题组的成员
,

课题的每项任务是对企业有利而不是负担
。

各企业

的经理对我们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的
。

( 3) 基金启动
,

广开财源是使项 目得以顺利进行的先决条件

没有经费寸步难行
,

搞国际合作更是如此
。

我们十分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我们的支持

和资助
。

基金资助的经费虽不多
,

但十分有效而重要
。

我们是充分利用了基金项 目的学术层

次和有限的启动经费去吸引国内企业的卷入和组织国外伙伴向有关基金组织 申请国外的资

助
。

我们用基金委员会的批件
,

协助英国伙伴在英国文化委员会驻京办事处获得 了
“
六四

”
以

后第一个管理合作项 目的支持
。

进而于 1 99 1年春
,

获得 E S R c 的立项和 8 万英镑的资助
。

与

此同时
,

我们选择并说服国内的四大企业参加到我们的项 目中来
,

并在基金委国际合作局的

支持下实现了 10 位企业家对英的考察访问
,

进一步密切了我们与企业的合作关 系
,

从而不断

得到企业的财力支持
,

保证了项 目顺利进行
。

( 4) 课题组 内部团结一致
,

有关部门的有力支持是搞好国际合作研究的关键

我方课题组成员来自国内 4个单位
,

都是多年志同道合的学友
,

青年教师基础好
,

素质

高
,

能攻坚打硬仗
。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
,

遇到的种种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予课题组许多具体支持和帮助
,

对促进 B c
,

E s R c 的资助起了

一定作用
。

冶金工业部
,

中国企协
,

国家体改委的有关领导也分别在派出
、

接待
、

安排企业

参与等方面都给予了许多实质性帮助
,

既鼓舞了课题组成员
,

也使课题得 以顺利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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