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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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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企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经济新常态，国企需要不断提升

自身的工商管理水平，保证始终能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国企需要对当前自身工商管理水平

进行提升，紧跟市场发展要求，顺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规律，在国家政策和管理层意见的指导下，深化国企工商管理改革。本

篇文章以经济新常态为背景，针对国企工商管理发展进行策略研究，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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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econom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Faced with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business management level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always contribute to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eed to improve their current business management level, keep up 

with market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laws of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and deepe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business manage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opinion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ew normal of the economy as the background, conducts strategic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hieves long-term st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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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工商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和机遇。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

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使得国企必须迅速适应新的经

济环境，寻找创新的管理策略以保持竞争力。文中旨在深

入探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策略，通过审视

传统管理模式的不足之处，提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创新性

管理理念。从内部人才培养、外部引进优秀人才、管理职

能发挥、组织管理优化、数字化转型等多个维度入手，我

们将分析国企应如何在新常态中找到平衡，实现可持续发

展。这一研究旨在为国有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管理实践

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促进其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经济发展

趋势。 

1 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特点 

1.1 资源配置与效益优化 

在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中，资源配置与效益优化是其

中的关键特点之一。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的支柱力量，其资

源涵盖人力、物资、资金等多方面，如何合理配置这些资

源，并在配置过程中最大化地提升效益，成为国企工商管

理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

国企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国企需要

更加灵活地调整资源配置，迅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通

过深入了解市场趋势，科学合理地配置人才、生产设备以

及财务资本，国企能够更加高效地满足市场需求，提高生

产效益。其次，效益优化是资源配置的根本目标。国企工

商管理需要不断追求效益的提升，以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通过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

手段，国企可以在资源使用的过程中实现成本的降低、效

益的提高。这不仅包括在生产制造中寻求更加节能环保的

技术创新，还涉及到管理模式的革新，以提高管理效率。

此外，国企工商管理还需要考虑资源配置与效益优化之间

的协同关系。优化效益不仅仅是降低成本，更包括提高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强企业的品牌竞争力。通过科学合理

地配置资源，国企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企业

的市场地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2 创新驱动与科技应用 

首先，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国企工商管理的核心动力。

通过不断引入创新理念和方法，国有企业能够在产品、服

务、管理等多个方面实现独特竞争优势。创新不仅体现在

技术研发上，还包括管理模式、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创新。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F27&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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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需要激发员工的创新潜力，建立促进创新的组织文化，

以推动企业的发展。其次，科技应用在国企工商管理中的

作用日益凸显。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更

多的发展机遇。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工艺、信息化系统，

国企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加强与客户的沟通与

服务。同时，科技应用也为国企提供了在市场竞争中快速

响应和灵活调整的能力。创新驱动和科技应用相辅相成，

共同推动着国有企业的现代化转型。通过积极应用新技

术，国企可以提高产品质量，拓展市场份额，提高核心

竞争力
[1]
。在经济新常态下，仅有创新驱动和科技应用的

双轮驱动，国企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实现可持续、

高质量的发展。 

1.3 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 

首先，人才培养是国企工商管理的基石。在当前激烈

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国际化视野以及

复合型管理技能的人才成为国有企业的当务之急。国企需

要加强内部培训机制，建立全面、系统的培养体系，为员

工提供技术、管理、领导力等多层次的培训，以适应日新

月异的市场需求。同时，与外部高校、研究机构建立深度

合作，引进优秀的人才，助力国有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其

次，组织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有机延伸。国企需要塑造一种

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激发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建立

有效的沟通渠道和激励机制，使员工在良好的工作环境中

充分发挥其才能，从而为国企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同时，

灵活而高效的组织结构也是组织建设的关键，要能够迅速

适应市场变化，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响应速度。人才

培养与组织建设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国有企业的发展。

国企需要通过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打造适应市场变

化的组织结构，实现人才与组织的良性互动。在经济新常

态下，这种协同发展的机制将使国企更具竞争力，更有活

力，为国有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供坚实

保障。 

2 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问题 

2.1 管理人员能力薄弱 

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

管理人员的能力相对薄弱。这一问题主要源于管理人员在

适应新经济形势、应对市场竞争、引领创新发展等方面存

在较大的困难。管理人员在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变化时，

可能因为传统管理理念的束缚，难以迅速调整思维和采取

灵活的决策，导致企业在适应市场变化和把握发展机遇上

存在较大的滞后性。同时，由于国企工商管理要求管理人

员具备全球化的战略视野，对跨文化和国际化的管理理念

要有深刻理解，而一些管理人员可能面临着在这方面的能

力短板。此外，科技的快速发展对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需要具备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的能力，而一部分管

理人员可能在这方面尚存在欠缺。 

2.2 信息化赋能效果不明显 

尽管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数字

工具和管理系统，但在一些国企中，信息化赋能并未充分

释放其潜力，效果不如预期显著。这一问题的背后可能存

在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些国企可能在信息化战略的规

划和实施上存在不足，导致信息系统无法充分整合、互通

互联。缺乏全面系统的信息化架构可能导致信息孤岛的出

现，影响数据的流通和共享，降低了信息化赋能的效果。

其次，可能是企业内部对于信息化的认知和应用水平不够。

一些管理人员和员工对于新技术的应用理解不深，无法充

分利用信息化工具来提升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缺乏相应

的培训和推广机制，使得企业内部信息化的运用受到了限

制。此外，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顾虑也可能导致企业对于信

息化赋能的谨慎态度。担忧信息泄露、系统漏洞等问题可

能让企业在信息化赋能方面采取保守态度，影响了信息化

在业务运营中的全面应用。 

2.3 管理模式不合理 

首先，一些国企仍然采用过于垂直的层级结构，导致

信息在不同层级之间传递效率低下。这使得决策难以及时

响应市场变化，影响了企业的灵活性和市场敏感度。在经

济新常态下，更加扁平化、快速响应市场的管理模式更为

重要。其次，过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可能导致决策权高度集

中，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多元化决策参与。这使得企业

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时难以灵活应对，阻碍了创新和适

应能力的提升。另外，一些国企的管理模式可能较为守旧，

未能充分注重客户需求和市场导向。这使得企业在产品开

发、营销策略等方面难以紧密贴合市场需求，影响了竞争

力和市场份额的提升。 

3 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策略 

3.1 加强内培外引，提升管理效能 

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策略之一是加

强内培外引，以提升管理效能。这战略旨在通过对内部人

才的培养和对外部优秀人才的引进，构建高效的管理团队，

以适应当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提高管理水平和竞争力。

首先，加强内部人才培养是实现管理效能提升的重要一环。

通过建立系统的培训计划，国企能够培养和提升现有员工

的综合素养，使其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这包括领

导力培训、创新思维培养、团队协作等方面的培训，以提

高管理层在面对市场挑战时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
[2]
。其

次，实施内部人才晋升机制是加强内培的关键。通过搭建

清晰的晋升通道，鼓励员工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取得职业

发展，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这有助于培养内部管理团队，

减少人才流失，形成企业内部的稳定管理力量。同时，加

强外部优秀人才的引进也是提升管理效能的重要手段。通

过引入具有丰富经验和先进管理理念的外部专业人才，国

企能够注入新鲜血液，带来不同的思维和视角。这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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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企业在管理层面的创新和变革，提高管理团队的整体

水平。 

3.2 发挥管理职能，优化组织管理 

首先，国企可以通过重新审视和强化管理职能，明确

各层级的责任与权限，建立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强化中

层管理团队的培训和发展，使其更具领导力和决策能力。

同时，鼓励底层员工参与管理决策，促进组织内部的信息

流通和沟通，实现管理职能在各层级间的协同与衔接。其

次，国企可以通过优化组织管理，调整组织结构以适应市

场需求。扁平化管理结构、灵活的业务单元设置，有助于

提高决策效率和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同时，强化横

向沟通和协作，打破各个部门之间的壁垒，促进信息共享

与协同创新。另外，国企还可以发挥管理职能，推动数字

化转型。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数字化管理平台，

实现数据的高效管理与分析，提升决策的科学性。这有助

于国企更加精准地了解市场趋势、顾客需求，为业务发展

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3.3 完善管理体系，推进数字转型 

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策略之一是完

善管理体系，推进数字转型。这一战略旨在通过优化管理

体系和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效能、促进业务创新，

以适应当今数字化经济环境，增强国企竞争力。首先，完

善管理体系包括优化组织结构、明确业务流程、强化内部

协同机制等方面。通过深入剖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合理调

整组织结构，提高决策执行效率。同时，明确各职能部门

的职责和协同关系，推动信息畅通，减少信息孤岛，增强

企业内部的协同作战力。其次，数字转型是指将数字技术

深度融入企业的管理和运营过程中，以提高业务效率、创

造更大价值。在国企中，推进数字转型可以通过引入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实现对海量数据的高

效利用，为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支持。数字化的管理体系

还能够加速信息流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另

外，完善管理体系也需要关注员工培训和文化建设
[3]
。为

了适应数字化转型，员工需要具备相关的数字技能，因此企

业需要加强培训机制，提升员工数字素养。同时，建立鼓励

创新和学习的企业文化，使员工更加积极地参与数字化转型，

推动企业整体向着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4 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未来展望 

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未来展望充满了挑

战与机遇。面对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创新的快速发

展，国有企业需要积极适应新常态，迎接未来的发展。首

先，国企应在管理理念上实现转变。传统的管理思维往往

以稳定性和安全性为核心，未来的国企工商管理需要更加

注重创新和灵活性。引入更为开放的管理模式，鼓励员工

提出新思路、实践新方法，推动企业管理朝着更加灵活、

创新的方向发展。其次，数字化将成为未来国企工商管理

的关键驱动力。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国企应加速数字化

转型，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优化

决策流程，提高效率，实现更高水平的信息化管理。数字

化不仅能够为国企提供更智能的业务支持，还能够加速企

业的创新能力，使其更具市场竞争力。同时，国企在人才

培养和引进上需要更加注重多元化。未来国有企业的管理

层需要拥有更广泛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以更好

地融入全球化的商业环境。同时，培养本土的高层管理者，

使其在国内市场中具有更深厚的行业经验和市场洞察力，

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

经济新常态的不断变化中，国企工商管理的未来展望取决于

企业对变革的积极态度和对创新的持续投入
[4]
。通过不断调

整管理理念，推进数字化转型，培育多元化的管理团队，国

有企业有望在新常态下实现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 

5 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下，国企工商管理的发展策略研究为国

有企业在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通

过深入剖析内部人才培养、外部引进、管理职能发挥、组

织管理优化以及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策略，尝试找到适应

新经济环境的创新路径。研究强调了国有企业在人才战略

上的双向努力，通过内外结合，培养更具创新力和适应性

的管理团队。在管理职能的层面，我们提倡发挥领导者的

作用，优化组织结构，提升决策效率。数字化转型被视为

未来的关键引擎，为国企提供更高效的管理工具和支持，

推动企业更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变化。然而，这些建议和策

略的实施需要企业在变革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和创新性。管

理层需要深刻理解和接纳变革，员工需要不断提升数字素

养和创新能力。同时，政策和制度环境的适应性也是成功

实施这些策略的重要保障。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期待看

到国企在经济新常态中取得更加骄人的业绩，为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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