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霍玉菡 电话：95013812345-1032 myfalv@163.com 制版：何欣

2011年4月14日 星期四 07Multinational跨国经营

跨国视点

■ 本报记者 徐 淼 霍玉菡 魏小央

在日本，无论是大型跨国企业还是小

型企业，几乎都由家族统治。如松下、丰田

和本田等企业都是以家族姓氏作为企业名

称。日本企业，可以说是家族企业的一个

代名词。而在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史上，

日 本 家 族 企 业 也 留 下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上世纪 80 年代，“日元经济”横扫全球

之际，日本家族企业获得广泛的赞誉，其

采用的“ 终身雇佣制”和集体主义成为了

国际企业的样板。同时，日本家族企业也

凭借其强大的制造能力，创造出了数量多

而且质量好的品牌，并闻名于全世界。

如今，日本地震再一次撼动了世界经

济，尤其是震颤了全球制造业的脉搏，这又

将日本企业重新带入了公众视线。探讨日

本家族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模式，或对中

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的启发。

以人为本，和谐还是桎梏？

日本家族企业对员工的管理模式，曾

被许多国家视为范本。据了解，日本家族

企业广泛采取“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

制”。这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

相当于捧上“铁饭碗”。当然，随着工作时

限 的 不 断 延 长，工 薪 以 及 荣 誉 会 逐 渐 增

加。作为丰田汽车的一名员工，卢梅奎对

此有很深的感触。他认为，日本家族企业

的经营非常注重以人为中心。无论是企

业采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

还是企业工会，都紧紧围绕员工展开，这 3

个方面相互联系、密切配合，从不同侧面

调 整 企 业 生 产 关 系，缓 和 劳 资 矛 盾 。 同

时，在员工管理方面，日本家族企业坚持

工作效能最优化、积极性激励的最优化和

参与管理的最优化，而这都体现了以员工

为本的管理理念，也就是国际上所倡导的

“南风法则”。毋庸置疑，员工在人性化的

管理模式下，对企业会产生强烈的荣誉感

和认同感。重视经营权而淡化所有权，让

日本家族企业有别于欧美企业。

但在看到优点的同时，一些专家也指

出，日本家族企业过于强调群体意识和团

队精神的管理，也使员工丧失了独立性和

创新精神，不敢创新和冒险。而日本家族

企业采取的“ 年功序列制”也会造成员工

“论资排辈”，尤其在跨国经营中，更使得许

多日本公司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

下，给企业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而且优秀

人才很难脱颖而出，被压抑和浪费的现象

极为普遍。

除此之外，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正在发

生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像上一辈人一样

将工作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反而更加重

视“爱好”、“休闲”，企业不再是完成自我实

现的唯一场所。而此时，日本家族企业传

统的“留人”方式就不再有用。而在日本家

族企业走出国门的时候，其传统的人力资

源管理模式也因为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并

不一定适用于要进入的国家。

如此来看，与创新叛逆、雷厉风行的

美 国 企 业 管 理 模 式 相 比，日 本 家 族 企 业

颇具自身文化传承特点的人性化管理虽

然 是 其 称 雄 的 动 因，但 也 可 能 是 约 束 日

本家族企业跨国发展的桎梏。

合资经营，垄断还是共享？

对于跨国经营，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

曾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

书中写道：“经济是无法脱离文化背景的。”

纵观日本家族企业向外发展的道路，其运

作方式与其家族情结也可谓一脉相承。

以贸易立国的日本，自上世纪 70 年代

以来持续依托国际市场营销战略，在全球

构建起了庞大的跨国公司生产与销售网

络，其独到的成功方式令其他国家（包括美

国）望尘莫及而不得不追随其后。而这时

的日本家族企业也开始兼顾传统与风潮，

将公司开到日本本土以外。

据了解，日本家族企业跨国经营，选

择成立合资公司方式的比重最大，并且主

要提供技术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汤涛副

教授曾致力于研究日本家族企业，他认为

日本家族企业之所以更倾向成立合资公

司，与其家族式经营理念有关。日本家族

企业在本土运营时，更愿意选择建立纵横

交错的体系。这样一来，从纵向看，地域

内的企业往往以某一企业为龙头，按照系

列化方式，层层进行包转，形成“金字塔”

结构；从横向看，各企业通过产业关联进

行流水线式的配套，从而减少市场风险。

而这样的模式也“ 传染”了日本家族企业

的 跨 国 经 营 。 例 如，在 与 中 国 企 业 合 作

时，日本家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而中国

企 业 则 提 供 厂 房、设 备 和 工 人 等 硬 件 设

施。一方面，日本家族企业依托在相关行

业方面较先进的技术，在根本上保证了产

品的成本和质量。而另一方面，合资企业

依托中国企业投入的硬件设施便于管理，

减少了风险。

也就是这样的运营模式，催生了“垂直

化的产业链”，即在此链条之下，所有的产

品零部件以及核心技术，全由一家公司从

上到下牢牢把控，其他公司只负责技术含

量较低的工作。索尼、夏普、松下都采用了

这种模式。

但此次日本地震，凸显了这种模式的

弊端。广东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

主任、研究员黎友焕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介绍，地震后，中国广东省的电子、汽车

等一些产业产能利用率可能会因为日本

上游中间产品供货停顿而降低，一些新建

和改造项目可能因为日本设备生产、交货

流程被打断而不得不减速。日本拥有全

球芯片 1/5 的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珠

三角电子产业的影响将日益显现。另外，

本田、日产、三菱、日野和大发等 8 家日本

汽车制造商已宣布暂时关闭在日工厂，短

期内肯定会影响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与

整车出口业务，从而导致广东日系汽车资

源供应紧张。

经过这一番波折，日本家族企业的这

种经营模式备受争议。黎友焕表示，通过

这 次 惨 痛 的 教 训，日 本 一 些 原 本 留 在 国

内，或者被政府强制要求不准转移到外国

去的生产厂商今后在进行全球产业布局

和整合时，肯定会有所调整，将把一些技

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转移到成本较低而

自然灾害相对少的国家去。这种产业转

移可以说不是由市场逼出来的，而是面对

大自然灾害不得以而为之。对此，中国应

有针对性地加强招商，积极争取打破“ 日

本核心元件—中国组成加工成品—全球

市场销售”产业分工链条，从而全面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

自 从 2011 年“3·11”日 本 本 州 岛 海 域

地震发生，福岛核电站接连发出的爆炸声

就牵动人心，其运营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据 了 解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站 已 运 行 40

年，本来应该报废，但就在这次事故前，东

京 电 力 公 司 决 定 再 让 其 延 期 服 役 20 年 。

公司为增利而节约成本无可厚非，但明知

设备存在问题而继续透支运行，潜在的危

害可想而知。另外，早在 2 月 28 日，东京电

力公司就向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递交报

告，承认没有检查核电站 6 个机组的 33 个

部件，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要求东京电

力公司在今年 6 月 2 日前递交改正方案，岂

料即刻遭遇大地震和海啸。

然而，在地震发生之后，东京电力公司

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

失灵的消息；福岛 1 号机组厂房爆炸后，东

京电力公司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向日本当局

汇报这个消息。这两个以最小代价解决核

电事故的关键时刻，都被延误了。

不仅如此，在紧要关头，东京电力公司

因担心向反应堆灌注海水会损害电力资产，

从而延误了控制危机的最佳时机。而此后

运输到核电站的外接发电设备接口居然与

电站内的接口不匹配，以致事故升级。天灾

难挡，可能防的“人祸”却是东京电力自己埋

下的。地震和海啸直接导致了核电站的爆

炸，可核泄漏事件，究其根本是“利”扯住了

东京电力对“害”的预防和补救。假如不是

日本出现 181 名“死士”抱着必死信念终于

建立了新的冷却系统，控制住了几个反应堆

堆心的温度，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此次事故

对于无数生命健康的长期威胁，以及所带来

的经济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

日本当地蔬菜受污染，一些菜农眼看

着马上就要上市的蔬菜被限制上市，只好

挥 泪 将 这 些 蔬 菜 翻 在 地 里 。 而 辐 射 区 域

内 的 奶 牛 养 殖 户 也 只 能 眼 睁 睁 地 看 着 成

吨的牛奶被倒掉。面对这些损失，东京电

力公司在召开发布会时，愁容满面的下级

主 管 们 像 淘 气 的 男 生 一 样 垂 着 头 ，对 于

“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这是日本惯用的

措辞。但对实质性问题，他们似乎一无所

知。此外，东京电力公司还在本月 4 日宣

布，从当天 19 时（北京时间 18 时）开始，工

作 人 员 将 福 岛 第 一 核 电 站 废 弃 物 集 中 处

理设施内低放射性污水排入海中，以便腾

出空间处理部分机组内的高放射性积水，

尽管排放的污水为低辐射污染物，但影响

已扩大到全球。

如此来看，企业对社会的影响万不可

忽视。小企业，对于社会的影响或不太显

著，但 是 大 型 企 业，尤 其 是 国 际 化 大 型 企

业，以及一些特殊行业，对于社会有非常大

的 外 部 性 ，必 须 引 起 相 关 方 面 足 够 的 警

觉。逐利虽然是企业本质，但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舍本逐利不可为，在收益之余要对

企业责任更加关注，趋利避害则应是企业

应尽的本分。

跨国一周社会责任

东京电力站在风口浪尖 大公司趋利应避害

传统受挑战日本家族企业跨国经营现危机

■ 思 敏

“中水处理”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个稍

显陌生的词汇，实际上它离我们的生活并

不遥远。中水就是指循环再利用的水，许

多家庭都习惯把洗衣服和洗菜的水收集起

来，用于冲厕所和拖地板，其实这就是最原

始的中水处理办法。

近日，百威英博在其武汉工厂启动了

全球首例面向社区的中水回用项目，向周

围居民社区，免费提供处理后的中水。

据了解，在 2010 年 12 月，百威英博武

汉工厂就投资 1790 余万元，与武汉市政府

共 同 建 成 了 该 中 水 回 用 项 目 。 通 过 中 水

再 处 理 ，百 威 英 博 武 汉 工 厂 每 天 产 生 近

3000 吨 的 水 量，供 给 周 边 社 区 和 工 业 园，

作为景观、消防、道路清洁、绿化等多方面

用水，日供水量可解决 9000 户居民的环保

用 水 。 每 年，中 水 系 统 可 供 水 109.5 万 立

方米，可重新利用的水量相当于 1.16 个水

立方水量。

近些年，中水开发与回用技术迅速发

展，在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等国家（尤以

日本为突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国

家均研发出适合本国国情国力的中水回用

技术，使中水回用技术日趋完善。现阶段，

在中国，这一技术已受到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重视，并在建筑中水回用方面做了大

量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在全国许多城市，

如深圳、北京、青岛、天津、太原等，开展了

中水工程的运行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目前，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和部分民

营企业，比如污染严重和水资源利用较多

的 企 业，都 建 成 了 中 水 回 用 项 目，为 落 实

低 碳 生 产 和 节 能 减 排 的 国 家 级 号 召 做 出

了贡献。

而对于这次活动，百威英博亚太区法

律及企业事务副总裁王仁荣说：“武汉工厂

中水回用项目体现了百威英博建设现代化

节能环保型酒厂的发展战略，目的就是回

馈于社区居民。”他还表示，企业今后还将

在多处工厂设立中水回用项目。此外，中

国酿酒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何勇也谈道：“水

是酿造业的根本之源，是企业生产的经济

命脉。如何有效地管理用水，提高啤酒酿

造的用水效率是酿酒工业环保节能的首要

任务。”

据了解，百威英博于去年 3 月发布了

“ 更美好世界”全球环境绩效 3 年目标，包

括节水节能及减少碳排放的一系列指标。

其中的核心用水目标，设定在 2012 年前实

现 每 百 升 产 品 用 水 量 不 高 于 3.5 百 升 。

2010 年，百威英博实现了每百升产品用水

量 4.04 百升，比 2009 年减少 6%。

百威英博设立中水回用项目 彰显企业社会责任

■ 本报记者 舒 畅 空客推凤凰公务机

为中国客人设计麻将圆桌

记者日前获悉，空中客车公司在

新设计研发的公务机客舱内，改变了

桌子设计样式以方便乘客进行麻将类游

戏活动，并为客舱起了个很中国化的名

字——“凤凰”。据悉，空客公务机至今

已获得 170 多架飞机订单。其中，亚洲

市场获得25份订单，主要来自中国。

法国香水巨头收购

中国防晒品知名品牌

法国科蒂集团日前证实，已与中国

防晒品销量第一的护肤品公司丁家宜

达成股份购买协议，将获得丁家宜的大

多数股份。丁家宜创始人庄文阳表示，

今后，在公司的具体运作方面，科蒂和

丁家宜会有“主次之分”，而法国公司的

收购绝不会导致其品牌被“雪藏”。

上海迪士尼乐园

正式破土动工

历经 6 年的波折后，日前，筹划已

久的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正式破土动

工。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港、沪两

只“米老鼠”将在华同台竞技，中国也

将成为美国本土外，世界上唯一拥有

两个迪士尼乐园的国家。

雀巢等婴儿辅食被曝有毒

长期食用致智力受损

英国媒体报道称，瑞典研究人员

发现，包括雀巢在内的 9 个欧洲知名

品牌生产的婴儿食品含有毒重金属

砷、铅与镉，其含量虽都未达世界卫生

组织（WHO）规范的上限，但婴儿长

期食用，仍会导致智力受损，甚至出现

行为异常。据悉，欧盟委员会官员已

决定重新商讨制定新的安全标准。

（本报综合报道）

跨国聚焦

谢谢，我会更加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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