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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进入新常态，企业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企业生产需要智造，企业工商管理同样需

要智管，先进的管理理念支撑企业可持续性发展。企业具有高质量的工商管理体系对于企业整合资源、优化经营生产、提升

企业核心竞争力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运营创新管理可以提升内部控制能力和外部商业环境品牌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

潜在管理赋能。在当下的企业工商管理活动中存在欠缺专业的管理人才、管理人员专业素质经验化、企业缺乏创新战略等问题，

针对企业工商管理出现的种种问题，论文从企业工商管理活动标准化、数字信息化、流程程序化、制度创新化等多个方面对

提高企业工商管理创新能力进行分析探索。

Abstract: As the socialist modernized economic construction enters a new normal,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enterprise production require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business management also requires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dvanced management concepts suppo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enterprise’s high-

quality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integrating resources, optimizing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and enhanc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nterprise. Enterprise operation innovation management can improve internal control capabilities and 

exter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brand capabilities, and provide potential management empowerment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business management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there is a lack of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alent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of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the lack of innovative strategies in enterprises, aiming at various problem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ctivities, digital information Process procedures, 

system innovation and other aspects are analyzed and explored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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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的企业发展，企业的发展竞争形式更加云波

诡谲，传统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方式不足以支撑企业的可持续性

发展，应当着重为管理人才的培养提供智力支撑，从而面对变

化的市场环境具有较强的生存适应性 [1]。这就倒逼企业要与时

俱进地创新发展，提高工商管理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发展战略，提升市场竞争力，驱动企业强劲发展。

2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工商管理的初步分析
企业的工商管理职能为公司提供智力支撑，对企业的经

营要素进行科学合理的调配，使得企业经营具有市场适应

性，具有较强的企业竞争力，通常表现在整合资源、对内控

制、对外品牌力以及培养企业管理人才方面。

2.1 整合企业资源
面对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环境，企业生产的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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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紧缩产量形式进行应对供给侧问题，因此对企业工商管

理部门对于企业产业链的市场分析以及企业产品的市场精

准定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及时准确地发现企业发展中出现

的问题和市场挑战，整合企业资源为企业决策经营者提供合

理有效的应对方案，提升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

2.2 加强对内控制
为了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需要工商管理部门整合企

业发展资源，对企业内部所有部门进行控制管理，建立完善

的企业部门系统的管理机制，不仅可以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同时还可以节约经营成本，这也等同于为企业提供第三途径

盈利收入，使得企业经营风险大大降低。

2.3 增强企业品牌力
企业工商管理部门需要对社会制度、产业动态、国家法

律等信息进行分析，增强企业法治经营能力，避免企业运营

的政策法律风险，保证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建立良好的社会

企业形象，赢得大众的认可 [3]。

3 企业工商管理采用的原则

3.1 管理标准化
企业的工商管理活动应当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标准化管理机制，根据企业的现实情况创新标准化管理

思维，企业的各类部门应当在标准的管理机制中统一运行，

打造企业标准、部门标准、员工标准以及岗位职责标准，并

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衡量要素。

3.2 企业数字信息化
随着社会数字信息的发展，现代化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数

字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的数字信息化水平作

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考量，信息化决定企业经营策略的实效

性。因此，对于企业数字信息化应当作为基本原则，对企业

的工商管理工作实现实时信息共享。例如，企业的维修平台

部门，相较传统的故障报修纸质汇报，数字信息化将大大提

升设备维修效率，维修人员通过手机信息平台可以及时获取

生产设备的故障地点、故障内容，通过扫描接单的形式，进

行快速维修并扫码反馈，同时还能激发员工的工作潜力。因

此，企业数字信息化管理的实施，可以实现各个部门针对具

体工作内容协同进行。

3.3 企业运营流程程序化
为适应企业工商管理的进一步改善，企业运营水平也应

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规范化管理流程应将程序化模式与企业

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梳理每一个岗位的工作流程。程序

化管理的核心就是对岗位责任的落实，保证员工都在规范的

前提下进行工作，这样既能保证岗位职责的独立性，也能实

现岗位之间的逻辑协同性，更好地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以及员

工工作时间成本。

4 提高企业工商管理创新能力的措施
企业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采用先进的数字信息化工商

管理方法，整合企业各个生产环节资源，串联优化各个部门

协同能力，通过智力创新为企业发展赋能。

4.1 锻炼培养多能人才
一人多能的复合型岗位要求，以适应复杂的岗位环境和

多元的岗位技术要求，企业必须锻炼培养多能人才，才能减

少人力运营压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4]。例如，轨道交通施

工企业，在夏季施工期间，全国普遍高温特别是南方城市高

温且潮湿，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白天从上午九、十点到下午

三、四点只能暂停施工，大量的工人处于歇夏时间，只能在

宿舍玩手机。为了妥善安排员工保持生活收入需要，可以根

据员工的个人能力将其分配到设备部门或者维修部门等。由

于大部分基层员工的综合素质能力有限，公司应当组织内部

培训，为其报名参加电工考试、焊工考试等，在歇夏阶段可

以从事生产设备维修工作，通过计单的方式为其提供薪酬待

遇。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员工的就业情况，同时还能利用企业

内部资源培养员工一人多能的就业素质。基于“能者多劳，

多劳多得”的待遇原则，只要能够提升收入，员工都是积极

愿意承担技能范围内的多种工作内容。企业通过组织锻炼培

养员工积极进步，员工可以摆脱固步自封、经验主义的思想，

大大提高企业工商管理效率。因此，企业锻炼培养多能人才，

可以实现学习型的企业工作环境，激发思维创新、技术创新

的企业运营生态。

4.2 加大企业技术研发投入
传统的企业生产技术通常是引进、买断等形式，通过外

包给供应商和承包商，为企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然而对于

企业工商管理发展需要，面对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必须调

整企业产品技术能力，对于技术研发的投入需要加大，传统

的逆向工程研发时间周期较长，建立企业自我研发的平台刻

不容缓，营造产业领先的技术壁垒，增强企业竞争力。轨道

工程企业可以参考《轨道交通工程创新技术指南》对明挖法、

矿山法、盾构法等方向进行创新技术的研发应用，立足标准

化，逐步研发推进智能建造，利用 BIM 等新技术，创新实

现互联网 + 轨道工程的成套管理技术应用，促进企业获得

目标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企业还

应注重技术保护，跟进专利申报工作。

4.3 完善企业运营创新机制
企业竞争力和品牌力衡量的重要因素就是企业在创新方

面的表现，企业对于创新意识的重视程度，关乎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创新的核心是人才，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对公司进

行管理规划，才能激发企业的创新文化在各个岗位迸发。完

善企业的创新机制，将创新意识纳入员工绩效考核，激励员

工在工作中积极思考。

相对传统的论资排辈的企业管理制度，对于员工的约束

和奖惩，应当打破传统，建立新制度。对于利润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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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奖励制度等，工商管理者应当结合现有行业的动态发

展，建立兼具可行性和适应性的新制度，保证对企业员工的

激励是可持续的。这就要求企业工商管理部门对于先进制度

的引用和结合企业自身进行科学改造，发现传统管理制度中

的不合理处并做出调整。善于利用数字信息化技术，可以采

用大数据智能分析，对企业管理制度结构进行优化，结合企

业动态发展状况，保证各部门分工明确，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5 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工商管理应当对传统企业管理方

式进行去粗存精，需要对企业的生存发展采取多角度、全方

位深入行业市场分析，同时还要对营商环境、国家政策法规

以及竞争对手的动态充分考虑。因此，当下企业工商管理专

业人才应当提供企业发展智力支撑，提高生产各个环节创新

思维，科学整合生产要素，提高企业竞争力。与此同时，企

业还应当重视多能人才培养，降低企业人力成本，技术研发、

管理新机制、产品更新等工作同样也是企业工商管理工作的

重中之重，从而使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可持续发

展的潜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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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公正化和透明化。同时，应该建立专门的公关部门，随

时关注舆论动态，引导和维护企业良好的市场形象和产品口

碑，处理危机公关。

4.3.3 利用网店进行销售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网购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购物方式。相对比传统的线下购物，网上购物“送货上门”“7

天无理由退换货”等特点更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因此，要利

用信息化技术改变企业的经济模式，可以从转变销售方式入

手。例如，从传统的线下门店经营模式，转变为线下和线上

同步模式，可以让用户选择线下体验、线上购买，将销售渠

道多元化，优化用户体验。

4.3.4 实现信息精准投放和客户管理

可以利用消费大数据进行客户群体细分，针对不同的客

户群体制造不同的话题，提升关注度，实现信息的精准投放。

同时，信息化给客户管理带来了新的技术手段，通过消费者

熟悉的信息化工具，进行信息推送、售后服务、用户活动等，

让企业与用户形成紧密的黏性，变成企业或产品的忠实粉

丝，建立企业或产品的生态圈。

4.4 与城市信息化发展相结合

城市是一个企业发展的依托，企业的信息化发展一定要

与城市的信息化发展相结合。目前，国家在推行数字中国，

各大城市都在建设数字城市，中小企业在信息化环境下，要

主动融入所在城市信息化体系内，将企业信息化与城市数字

化相结合，形成一个绿色发展纽带。

5 结语

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断在变化，各种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新的业态都在不断涌现，中小企业发展始终面临着新的机遇

和挑战。在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方兴未艾的大环境下，中小

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发展，也要不断地向信息化技术靠

拢，实现从管理、技术到市场模式的整体变革，才能抓住信

息化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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