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调查报告
·

中 曰合资企业中国员〕匕对
曰本管美里者及所在企业的评价

凌文壮 邵道生 冯伯麟 张嘉棠 方俐洛 刘大维 张立野

本文在大量实证调查材料的基础上
,

分析了在华中日合资企业的中国员工对日本管理

者及企业的评价
,

文章认为
:

中国员工对 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和团体精神给予正面评价, 而对

其傲慢
、

刻板
、

待人吝音等交往态度与人格特征给予负面评价
。

此外
,

中日合资企业的中

国 员工对企业满意度低
,

转职意向强烈
。

文章指出
:

重视并认真研究三资企业中存在的问

题
,

是进一步搞好三资企业的重要课题
。

作者凌文较
,

19 41 年生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尧员
; 邵道生

, 194 2年生
,

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冯伯麟

,

1 947 年生
,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

嘉棠
,

1 937年生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方俐洛
,

194 0年生
,

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副研究员
;

刘大维
,

1 9 66年生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立野
,

1 962

年生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程师
。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

不少有见识的外国投资者纷纷将投

资方 向转向中国
。

我国三资企业正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向前发展
。

中国和 日本是亚洲的近邻
,

进行成功的经济合作对中日两国都是有利的
。

对中国来说
,

发展三资企业的根本 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同时

,

也可以促使

我们更有效地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
。

三资企业的兴办
,

必然会引进一些国外的管

理方式
。

这些管理方式如何才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
,

是三资企业成败 的 关 键 之

一
。

因此
,

三资企业 目前在这方面的状况如何
,

是中外有关人士都在关注着的间题
。

作为经济大国的 日本
,

正在积极推行国际化政策
,

加强对海外的投资
。

但它面临

各种挑战并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进入21 世纪
。

由于日美贸易磨擦日益激烈
,

美国的

反日情绪剧增
; 欧洲的地区保护主义

,

东欧
、

苏联的解体和动荡及阿拉伯地 区 的 战

乱
,

都给 日本企业向海外的发展带来 了困难
。

在这种背景下
,

亚洲的局势却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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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显示出经济的稳步增长
。

这给 日本企业向亚洲发展带来了机会
。

但是
,

由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 日本对亚洲的侵略
,

亚洲各国人民对 日本抱有戒心
。

另一方面
,

日本企业

向亚洲进军不仅遇到欧美企业的激烈竞争
,

而且遇到了亚洲
“

四小龙
” (韩国

、

合湾
、

香港
、

新加坡 )的强烈挑战
。

面临这种严峻的国际环境
,

日本急需了解亚洲人如何 看

待 日本人和日本企业
,

‘

以便改善日本人和
、

日本企业的形象
。

正是基于双方 的 共 同 需

要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与

日本亚洲社会 问题研究所进行了合作研究
,

就中日合资企业的中国员工对 日本管理者

的评价 (对 日本人的印象)
、

转职意愿
、

满意度
、

选好度及对 日本企业的评价等进行了

大规模的调查
。

本研究 自1 9 9 1年 6 月开始
,

1 9 9 2年 3 月结束
。

考虑到在华的中日合资企业多集中

于沿海开放城市
,

因而调查选择了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杭州
、

厦门
、

汕头
、

广州
、

深

圳等11 个城市的37 个中 日合资企业 (含一个 日本独资企业
,

以下均简称日资企业)
,

调

查对象共6 4 7 8人
。

本研究采用实证的方法
,

设计了专门的问卷
,

并辅以 5 % 的访谈调

查
。

访谈调查对象为在华 日资企业的中国工人和管理人员
。

结果处理使用 了 SPS S 社

会统计软件包
,

对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

Y ul e 相关分析
、

方差分析等高级 统 计 分

析
。

本研究还将在中国调查的结果同在泰国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调查结果进行

国际比较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仅就在中国的部分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

讨论
。

调 查 城 市 和 有 效 回 答 橄

华 北 地 区 华 东 地 区 华 南 地 区

妇35584729
通�一物OU,1汕头

广州

惠州

深圳

蛇 口

连�n�述�一吕O甘左�八U的西几O月1八�l弓山北京

天津

大连

14 26

114

2 44

上海

无锡

杭州

厦门

合计 (人) 178 4 1 57 6 3 11 8

.
本栩查统计将东北的大连归入华北地区

。

总有效回答人数6 4 7 8人
。

其中
,

工人占84 笋
,

管理人员占16 %
。 -

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员工对 日本管理者的评价

为调查中悼员工对日本管理者的评价
,

问卷
“

你对 日本人印象如何
”

中共列出28 项

具体印象
,

耍求被调查者分别对每一项选择 回答
“

同意
”

、
“

不同意
”
或

“不知道
” 。

1
.

中国员土对 日本管理者的印象

本调查按地理位置可分为华北
、

华东
、

华南三个地区
。

其中华南某 日本独资企业

20 8



中日合资企业 中国 员工对 日本管理者及所在企业的评价 14) 了

作为独资典型
,

单独抽 出来分析 (下称独资)
。

结果见表 1
。

表 1
.

对日本人的印象(表中数宇为各项回答
“
同意

”

的百分比 。

项 目 全 体 华北 华东 华南 独 资 工人 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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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工作努力

( 2 ) 有钱

( 3 ) 聪明

( 4 ) 友好的

( 5 ) 灵巧

( 6 )傲慢

( 7 ) 狡猾

( 8 ) 贪婪 (只想赚钱)

( 9 ) 爱发脾气

( 10 ) 爱挑剔

( 11 )守规 则

( 12) 尊重当地做法

( 13 )不歧视 当地人

(1 4) 不明确表示意见

( 15 ) 强加于人

(1 6 ) 只与日本人交往

(1 7) 心胸狭窄

( 18 )慷慨大方

( 1 9 ) 团体主义 (齐心 )

(2 0) 忠于组织

(21 ) 性格内向

(2 2) 精打细算

(2 3) 刻板 (缺乏灵活 )

( 24 ) 进取心强

( 25) 爱面子

(2 6) 善于经营

(2 7 ) 虚伪

(2 8 ) 善于学 习

7 9
.

4 (9 6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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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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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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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7 (7 0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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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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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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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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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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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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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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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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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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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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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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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3 3
.

6 ( 6 1
,

7 )

22
.

4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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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7 ( 6 2
.

4 )

16
.

9 ( 28
.

9 )

2 3
.

7 (4 8
, 9 )

1 7
.

1 ( 3 0
.

3 )

6 4
.

1 ( 91
.

3 )

6 2
.

7 (9 3
.

4 )

24
.

7 ( 59
.

8 )

72
.

2 ( 92
.

7 )

2 9
.

5 ( 5 0
.

1 )

6 9
.

5 ( 93
.

5 )

47
.

1 ( 78
.

5 )

71
.

3 ( 91
.

8 )

29
.

9 ( 5 6
.

0 )

6 1
.

9 ( 8 8
.

6 )

样本数 6 47 8 178 4 157 6 1 9 71 114 7 5 44 4 1 0 3 4

括号中的数字为除去
“

不知道
”

和没回答钓数字后
,

所算出的
“

同意
”

的比例
。

从表 1 中全体被调查者对 2 8 项回答的结果来看
,

选择
“

同意
”

比例最高的几项是
:

。 1 、“工作努力
” ,

( 1 1)
“

守规则
” ,

(2 2)
“

精打细算
” ,

( 2 6 )
“

善于经营
”

其中
“

工作努力
”

同

意比例达7 9
.

J%
,

反应出中国职工对 日本人的工作精神给予极高的评价
。

日本亚洲社会

问题研究所在泰国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进行的同类调查中
,

此项同意的比例也是

最高的
。

日本学者饱户弘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有关 日本人观的调查中
, “

工作努力 (勤

·

2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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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 ”

一项在所有项 目中得分最高 (见饱户弘等著《世界如何看 日本》)
,

也说明这种评价

是世界性的
。

由于对各个项 目回答
“

不知道
”

的比例有很大的不同
,

为了更准确地比较 各项
“

同

意
”

与
“

不同意
”的比例

,

我们将
“

不知道
”

和没回答的数字除去后算出
“

同意
”的比例 (括

号中的数字)
。

例如
,

( 1 )
“

工作努力
”

达96 %
,

表示在回答
“

同意
”

或
“

不同意
”的所有人

中
“

同意
”

的占96 %
, “

不同意
”

的 占 4 %
。

这样看
, “

同意
”

占70 % 以上 的 有
:

( 1 )
“

工

作努力
,, ,

( 2 )
“

有钱
" ,

( 3 )
“

聪明
” ,

( 4 )
“

友好
” ,

(1 0)
“

爱挑剔
” ,

(2 1 )
“

守规 则
" ,

(1 9 )
,’

团体主义
” ,

(2 0 )
“

忠于组织
” ,

(2 2 )
“

精打细算
,, ,

(2 4 )
“

进取心强
” ,

(2 5 )
“

爱面子
,, ,

(2 6)
“

善于经营
” ,

(2 8)
“

善于学习
” ; 回答

“

同意
”

占 30 % 以下的项 目有
:

(1 6)
“

只与 日

本人交往
” ,

(1 8 )
“

慷慨大方
” 。

从中看出对 日本人的正面评价主要在工作精神和团 体

精神方面
;
负面评价主要是过于挑剔和吝音

。

从各地区的比较来看
,

表 1 的 (l) 一 (2 8 )项调查结果中
,

华北与华东两个地区总的

来说差异不大
,

其中答
“

同意
”的比例相差大于 5 % 的仅有 ( 3 )

“

聪明
”

和 (2 3)
“

刻板
”

两

项
。

华北被调查者认为 日本人聪明的比例低于华东
;
认为 日本人刻板缺少灵活性的比

例高于华东
,

亦即在这两项上华北比华东更倾向于负面评价
。

由于华南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
,

在对 日本人肯定印象的项目上
,

华南地区有较

高的比例
,

而在否定印象的项目上有较低的比例
,

这说明华南地区比华北或华东对 日

本人的印象相对好些
,

只有一
、

两个项 目例外
:

如对于 ( 2 )
“

有钱
”

这一 项 华 南 答
“

同意
”

的比例显著低于华北或华东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特区的人比北方人

经济富裕些
; 在 (28 )

“

善于学习他人
”

这一项
,

华南答
“

同意
”

的比例也低于 华 北 或 华

东
,

同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南人比华北
、

华东人更善于吸收外来的东西
。

日本
“

独资
”

企业虽然位于华南
,

但它是独资大企业
,

因此调查结果与华南其他中

日合资企业有差异
。

在表 1 的( 1 )一 (2 8) 项中有几乎一半的项目回答
“

同意
”

的比例与

华南相差 5 % 以上
,

即 (谨)
、

( 6 )
、

( 7 )
、

( 8 )
、

( 9 )
、

(1 0 )
、

(1 2 )
、

(1 4 )
、

(1 5)
、

(1 6 )
、

(1 7)
、

(1 8 )
、

(2 1)
、

(2 2)
、

(2 3)
、

(2 5 )
、

(2 6)
、

(2 7)项
,

其中属于正面评价的
“

友好
,, ,

“

尊重当地的做法和价值观
” 、 “

慷慨大方
”

等项目
“

同意”的比例低于华南
; 属于负面评

价的
“

傲慢
” 、 “

狡猾
” 、 “‘

贪婪
” 、 “‘

爱发脾气
” 、 “

爱挑剔
” 、 “

暖昧
” 、 “

强加于人
” 、 “

只与

日本人交往
” 、 “

心胸狭窄
” 、 “

性格内向
” 、 “

刻板
” 、 “

爱面子
” 、 “

虚伪
”

等项 目
“

同意
”

的比例明显高于华南
。

在全体工人和全体管理人员的比较中
,

可以看到差异在10 % 以上的有 (1 )
、

( 2 )
、

( 6 )
、

( 9 )
、

(1 4 )
、

(1 5 )
、

(2 0 )
、

(2 2 )
、

(2 3 )
、

(2 5)
、

(2 7 )项
,

其中除了 ( 1 )
“

工作

努力
” ,

( 2 )
“

有钱
” ,

(20 )
“

忠于组织
” ,

(2 2)
“

精打细算
”

以外的其它项目都是负面的

评价 (主要是 日本人的待人态度方面)
。

一般来说
,

管理人员与 日本人直接接触较多
,

而且工资收入比工人高
,

但对 日本人的待人态度却更加反感
。

这一点值得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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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中国员工对日本人
“

工作努力
” 、 “

聪明
” 、 “

忠于组织
” 、 “

进取心强
”

等工作

精神表现了钦佩之意
。

而对 日本人负面的印象主要是
“

爱挑剔
”

和
“

吝音小气
”

等
。

从各

地区来看
,

南方比北方对 日本人印象好些
。

从独资与华南比较以及全体管理人员与工

人比较来看
,

反映出与日本人接触多了反而负面评价增大
。

2
.

对 日本人印象的主成分分析

为了用更少的维度来分析对日本人的印象
,

我们对28 个项目的全体被调查者的回

答结果进行了主成分分析 (数据表省略)
。

对表 1 的 ( ]
一

、一 (28 )项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
,

特征根 (Ei g o n
va lu e) 大于

1 的有 5 个主成分
,

对方差的总解释 量 为4 5
.

1% (20
.

5% 十 1 1
.

3 % 十 5
.

1% + 4
.

6 % 十

3
.

6 % )
。

第 z 主成分负荷量大的项 目为
:

( 4 )
、

( 6 )
、

( 7 )
、

( 8 )
、

( 9 )
、

(1 2 )
、

(1 3 )
、

‘1 5 )
、

(1 7)
、

(28 )
、

(2 3 )
、

(2 5 )
、

(2 7 )
。

第 2 主成分负荷量大的项目为
:

( 1 )
、

(2 1)
、

吸29 )
、

(2 0 )
、

(2 2 )
、

(2 4 )
、

(2 6 )
、

(2 8 )
。

第 3 主成分负荷量大的项 目为
: ( 3 )

、

( 5 )
、

‘1 8 、
、

(2 1)
。

第 4 主成分负荷量大的项 目为
:

( 3 )
、

( 5 )
、

(Z r)
、

(2 3 )
。

第 5 主成分

负荷量大的项目为
:

(10 )
、

(1 3)
。

从第 1 主成分负荷量大的项目来看
,

基本上是反映 日本人交往态度方面的人格特

征项 目
,

可以称第 1 主成分为人格因子
。

而第 2 主成分负荷量大的项 目基本上反映了

日本人对工作
、

经营方面的特征
,

可以称作工作因子
。

第 3
、

4
、

5 主成分
,

由于负

荷量大的项 目少
,

而且特征根仅在 1 左右
,

与第 1
、

2 主成分比较而言对方差的解释

量较低
,

因而不作因子命名
。

简而言之
,

中国职工对日本人 印象的主要结构包括
“

交往人格
”

与
“

工作精神
”

两个

维度
。

取这两个维度作两个量表
:

量表 A (人格)包括的项 目
:

( 4 )友好的
、

( 6 )傲慢
、

( 7 )狡猾
、

( 8 )贪婪
、

灯9 )爱

发脾气
、

(12 )尊重当地做法与价值观
、

(13 )不歧视当地人
、

(15 )把 日本人 的做法强加

于人
、

(1 8 )慷慨大方
、

‘2 3 )刻板
、

(2 5 )爱面子
、

(2 7 )虚伪
;

量表 B (工作)包括的项 目
:

( 1 )工作努力
、

(1 1)守规则
、

(1 9) 团体主义
、

(2 0 )忠

于组织
、

(2 4 )进取心强
、

(2 6)善于经营
。 2

裹 2 各地区最裹 A
、

B 平均分

华北 华东 华南 独资

量表 A

量表 B

1 4
.

8 4

13
.

4 5

表 2 反映各地区对 日本人印象 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 日本人
“

待人态度
”

或
“

人格
”

方

面的评价 (量表 A )
,

而对于 日本人工作方面的评价 (量表 B) 几乎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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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频度与对日本管理者印象的关系

有不少 日本管理者认为世人 (包括 中国人)对 日本人产生负面评价是由于日本人与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不多
、

彼此理解不够
,

是由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
“

误解
” 。

那

么
,

增加交往频度是否能改善中国员工对 日本人的印象呢? 对此我们就交往频度与对

日本人印象的关系进行了交叉分析
。

问卷中设计了被调查者与 日本人交谈频数 (
“

很多

次
” 、 “

几次
” 、 “

极少次
” 、 “

从未交谈过 ,’)
,

从 中抽出回答
“

很多次
”

和
“

从未交谈过
”

的两部分人
,

分别考察每一部分人对
“

关于 日本人印象
”

各项回答
“

同意”的比例
,

结果

见表 3
。

电

表 3
.

交往颇度与对日本人印象的关系

你与 日本人交谈过吗
对 日本人印象

很多次 从未

97
。

0

8 6
。

5

7 7
.

3

8 0
.

4

了0
。

9

53
。

9

64
。

0

63
。

6

65
。

3

8 5
。

4

91
。

9

6 8
.

4

66
。

9

4 1
。

4

60
。

0

24
。

2

45
。

5

36
.

2

92
。

5

93
.

7

6 0
.

3

9 1
.

6

4 1
.

4

94
。

4

74
.

3

93
。

6

50
。

5

89
。

5

相差

一�,占nUI��勺OU工�曰门了一吕Q自9484沁70406368626684( 1 )工作努力

( 2 ) 有钱

( 3 )聪明

( 4 )友好的

( 5 )灵巧

( 6 ) 傲慢

( 7 ) 狡猾

( 8 ) 贪婪 (只想赚钱)

( 9 ) 爱发脾气

( 10 ) 爱挑剔

( 11 ) 守规则

(1 2) 尊重当地做法

(1 3 ) 不歧视当地人

Q 4) 不明确表示意见

( 15 ) 强加于人

(1 6) 只与日本人交往

( 17 ) 心胸狭窄

( 18) 慷慨大方

( 19) 团体主义 (齐心)

( 20) 忠于组织

( 21 ) 性格内向

( 22) 精打细算

( 23) 刻板 (缺乏灵活)

(2 4) 进取心强

(2 5) 爱面子

(2 6) 善于经营

(27 ) 虚伪

(2 8) 善于学习他人

一 2
。

5

一 2
。

4

一 22
。

3

一 10. 3

一3 0
。

4

+ 9
.

刃

十之心

8 6
。

2

+ 3
。

5

一 1
。

2

一 5
.

7

一15
。

1

一 16
。

8

一 1 3
。

8

+ 4
。

7

~ 6沼
+ 功

。

0

一1 4
.

8

十 4
。

9

一 3
。

2

一 2
。

1

十 2
.

0

+ 2 6
。

2

一 3
。

1

+ 9
。

3

一 8
。

2

+ 1 4
。

3

一 5
。

O

r”‘

]
f‘月口,l‘‘月。
J月卜�‘�心白八幻内nno�t)J任R�内a

:
‘........

⋯⋯
八口n�一匕左一,土尸a11行才n甘R�八at了八UnO工匕渡�4一bl勺C刁八O八0LD山心�吕O口‘JO一丹匕O。�七8丹hs

一一
. . . ~ . ~ . . . . . ~ . .

。

2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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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所列数据
,

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
。

( 1 )表 1 的 1
、

2
、

3
、

4
、

5
、

1 0
、

1 1
、

1 2
、

1 3
、

16
、

1 8
、

2 0
、

2 1
、

2 4
、

2 6
-

28 共 16 项对 日本人印象
,

随着交往频度的增加而有下降趋势
。

其中
, “

聪明,’( 一22
,

3)
,

“

友好
”
(一 10

.

3)
, “

灵巧
”
(一30

.

4)
, “

尊重当 地 做 法
”
〔一 1 5

.

1)
, “

不 歧 视 当 地 人
”

(一 1 6
.

8)
, “

慷慨大方
”
(一 1 4

,

8)
, “

善于经营 ,’( 一8
.

2) 等对日本人的肯定性印象有较

大的减弱
。

、2 )表 1 的 6
、

7
、

9
、

1 4
、

2 5
、

1 7
、

1 9
、

2 2
、

2 3
、

2 5
、

2 7共1 1项对 日 本 人 印

象
,

随着交往频度的增加而有上升趋势
。

其中
, “

傲 慢
”
(+ 9

.

0)
, “

暖 昧
”
(+ 13

.

8)
,

“

心胸狭窄
”
( + 1 0 )

, “

刻板
” ( + 2 6

.

2 )
, “

爱面子
, , ( + 9

.

3 )
, “

虚伪
”
( + 1 4

.

3 ) 等对 日本

人的否定性 印象有显著的加强
。

3 )在肯定印象减弱
,

否定印象加强的总趋势下
,

有两组印象例外
,

即 (1 0)
“

爱

挑剔
”

和 (1 6)
“

只与 日本人交往
”

、

这两个否定印象随交往频度的增加而减 弱
。

另 外
,

(1 9) 、‘团体主义
”

和 (2 2)
“

精打细算
”

这两个肯定印象却随着交往频度的增加而有增强的

倾向
。

这个结果再一次表明
,

交往频度的增加并不能改善 中国职工对 日本人的印象
,

反

而有增加否定印象和减弱肯定性印象的趋势
。

由此我们认为
,

沟通能否改善对日本人

的印象
,

关键不在于接触频数的多少
,

而在于沟通的性质
。

人与人的沟通
,

只有建立

在互相尊重
、

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融洽的人际关系
。

总结一下 中国员工对 日本管理者的评价
,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

第一
,

中

国员工对 日本人的印象可以概括为
“

工作因素
”和

“

人格因素
”

两个主要方面
。

第二
,

中国

员工对 日本人的肯定印象大都与上作因素有关
。

这些优良品质构成了日本式企业经营

管理的精神支柱和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

也是 日本企业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动力
。

因此
,

中国职工都是 以佩服和赞扬的眼光来看待 日本人的这些品质
,

并表示要学习这

些优 良品质
。

第三
,

中国员工对 日本人的否定印象大都与日本人的待人处事的态度有

关
。

其中
, “

爱挑剔
”

是与工作因素有关的否定印象
,

但是中国人对此不具有强烈的反

感情绪
,

而往往把它与日本人的工作勤奋
,

办事认真
,

一丝不苟的品德联系起来
。

中

国人反感的是 日本管理者对中国人歧视
、

傲慢的态度和小气 (不慷慨大方 )
、

贪婪
、

狡猾

的负性人格
。

第四
,

中国员工对 日本人印象存在地区差异
,

一般而言南方比北方
、

开

放先行地区比后开放地区对 日本人的肯定印象比例高些
,

否定印象比例低些
。

第五
,

改善对 日本人印象关键在于沟通的性质而不是形式
。

只有相互信任
、

相互尊重才能达

到真正理解
,

从而对合资企业的效益产生积极影响
。

这一点应引起我国有关方面及外

资方面的共同重视
。

. 2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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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员工对所在企业的评价

1
.

中日合资企业中国职工的满意度

表 4 是 中国职工对工作和待遇满意度的调查结果
。

对于
“

现在的工资
” 、 “

工资的

增长
” 、 “

福利待遇
” 、 “

工作时间和休假日
”

以及
“

晋升的机会
”

等 5 项
,

都是
“

不满意
”

的比例高于
“

满意
”

的比例
。

特别是对
“

现在的工资
”

和
“

工资的增长
”

表示不满的比例

高达 60
.

9 %和 5 3
.

4%
。

从各个地区来看
,

独资的不满比例最高
,

分别达 到 80
.

0 %和

6 3
.

5 %
。

最低的地区不满比例也都在50 % 以上
。

这些结果表明
,

中国职工对 日资企业

的工资福利低表现不满者居多
。

表 4
.

对工作和侍组的润愈度(% )

项 目 全体 华北 华东 华南 独资

6
�吕八UQ八以O勺自OUnj自勺通�

... .

⋯⋯
舟0tl丹D60一勺d口月‘八甘月工,曰J任0自,立11)勺任乙n‘njOU

‘任八U�“连��勺, .一,曰IL9曰,U内D八甘八.吸U丹O丹O‘任
.

丹On�内n月bl
.

a,几兑1�
J.l几勺几011月任,上,上妇匕

��月任J侣1
‘

0自兑Uno8nOI占八“月性
......

⋯⋯
户n片了污了,曰O内呼01匕J.一丹O的J空U工匕noCQ,工1上J任,匀,d几jg曰J

l

lg口尸a厅了挤了O心O心月才,口0.OU丹bQU工
且

1QU八Un.心自1�,.,甘60no八曰60内t)0J .任月任, .一,份二JO自UO丹00自,土叮白左�0内匕5左
占月性性UO口O甘一勺勺自作了一�

.-.

O�OJ月马nJ口口11
.

职业稳定性

2
.

晋升机会 1 1
。

6

3
.

上司的态度

4
.

现在的工资

内了,
L刁任O口O�Od八D八O八“�17205236844121265八石,上八O亡d通�一饰行碑O口nU斤才八U八0‘心�,一兑�左一月怡八廿1一6口d‘O自9曰

‘

连�夕曰O白J任�UJ任二d丹bj任左�3
尸匀ho

R�八On�O“7t了.匕O心O口,心内O月任�勺
.勺J任丙O口‘,上左�n�QU341.上丹匕1

‘一。UOUJ.二1孟1
八DL心‘
�勺Q自1
1�。n‘今曰诵任

,

八O八J八u八O八”几h�内JO公,土R�刀,n�1行才
�介吕�nod�几O比Jd�几O,曰n.八U几D乃山九09目8丹qg“心自左

‘
�

浦任O自几O丹O山巧1上O曰内O, .一O曰曰匕八O,工J任,自,�‘皿‘

5
.

工资的增长

6
.

工作时间

7
.

福利待遇

满意

中立

不满意

满意

中立

不满意

满意

中立

不满意

满意

中立

不满意

满意

中立

不满意

满意

中立

不满意

满意

中立

不满意

2
.

中方管理人员对所在企业的评价

本调查的另一个 目的是通过将中日合资企业同中国与欧美
、

香港
、

台湾
、

韩国等国

家和地区在华合资企业 ( 以下简称欧美
、

香港
、

台湾
、

韩国企业 ) 相比较
,

看日资企业在

哪些方面优
,

哪些方面劣
。

表 5 是对 日资企业中方管理人员的调查结果
。

从表 5 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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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
,

中方管理人员对除
“

雇用稳定性
”

以外所有其它项 目的回答
,

都是欧美企业优

于 日资企业
。

尤其是
“

工资
” 、 “

休假 日
” 、 “

福利保健
”

这 3 个与个人待遇有关的项 目
,

回答日资企业比欧美企业劣的人数同回答优的人数相比
,

前者分别为后者的 7
.

5 倍
、

5
.

5倍和4
.

6倍
。

而对
“

对当地人技术和知识的转让
” 、 “

当地人的职务晋升机会
”

和
“

照

顾劳资关系
”

等项 目的回答
,

日资企业虽然也劣于欧美企业
,

但比例不像前者那么高
。

认为日资企业在
“

雇用稳定性
”
方面优的比例虽然高于劣的比例

,

但两者相差仅为 10 %

左右
,

因此
,

从总体上看
,

中日合资企业中方管理人员对所在企业的评价是较低的
。

表 5
.

中方管理人员对日资企业与欧美企业的优劣比较(% )

华北 华东 华南 独资
项 目

一
优 劣 优 劣 优 劣 优 劣

1
.

工资 9
.

5 38
.

8 5
.

9 5 0
.

9 5
.

4 3 9
.

1 1
.

6 73
.

0

2
.

休息 日和假期 13
.

2 2 7
.

6 4
.

0 4 6
.

7 7
.

0 39
.

1 4
.

1 49
.

6

3
.

福利保健 9
.

4 26
.

5 8
.

2 38
.

8 7
.

4 25
.

0 2
.

5 6 1
.

3

4
.

对本地人技术和知识的转让 4
.

5 26
.

5 5
.

3 25
.

4 6
.

3 27
.

7 16
.

3 24
.

4

5
.

本地人职务晋升的机会 9
.

3 21
.

3 8
.

6 24
.

1 11
.

7 12
.

5 1 4
.

8 26
.

2

6
.

照顾劳资关系 1 2
.

1 21
。

1 1 3
.

4 1 8
.

6 1 1
,

0 L2
.

9 1 9
.

7 2 3
.

8

7
.

雇用稳定性 20
.

3 14
.

5 19
.

3 14
.

4 24
.

7 17
.

3 46
.

7 10
.

8

·
优—回答日资企业优的比例

,
劣—回答日资企业劣的比例

。

3
.

中方一般工人与管理人员评价的差异

在对现在的工作和待遇的满意度调查中
,

对认为
“

满意
”

的回答记 3 分
,

认为
“

不

满意
”

的记 1 分
,

认为
“

说不好
”

的记 2 分
。

在对
“

同样条件下
,

我愿在中国企业工作 (或

在欧美企业工作
,

或在韩 国或港台企业工作)
”

的回答均记 1 分
, “

愿在 日资企业工作
”

的

记 3 分
, “

在哪国公司工作都无所谓
”

的则记 2 分
。

再对各个记分进行一元方差分析
。

调查及分析结果如表 6
。

从表 6 的结果可以看出
:

( 1 )中国的一般工人和管理人员
“

对现在的工资
” 、 “

对

工资的增长
”和

“

对福利保健
”

的满意度都较低
。

但对
“

职业稳定性
”

和
“

对顶头上司的态

度
”
都有较高的满意度

。

( 2 )在评价的前 4 项上
,

即
“

职业稳定性
” 、 “

有晋升的机会
” 、

“

对顶头上司的态度
”

和
“

对现在的工资
”
上

,

管理人员显著地高于一般工人
。

而在
“

对

劳动时间和休假
”

的满意度上
,

管理人员又显著地低于一般工人
。

( 3 ) 在与中国企业

和港台或韩国企业的比较 中
,

管理人员对日资企业的选好度显著地高于一般工人
。 一

而

在与欧美企业的对比中
,

管理人员对 日资企业的选好度又显著地低于一般工人
。

相对一

般工人而言
,

管理人员更受到 日资企业的重用
,

工资也比工人高
,

却更愿意选欧美企

业
,

原因何在? 通过访谈
,

我们了解到
:

一是与欧美企业相比
,

日资企业的工资福利

低
; 二是欧美企业的老板比较信任管理人员

,

能放手让他们去管理
,

对他们不太进行

一 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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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6
.

中方一般工人与I 理人员对现在的工作和待遇的

满愈雇及对日帝企业造好应的比较

项
.

目 」
闷 2、 管理人员 检 验

,“,二�b
孟,’性OJ一了OUnonu口口只US内了月才.

⋯⋯
今“勺白乃乙11
J.上弓.刁土<<丈夕眨27840946609177

q山,奄
、

Q口111孟刁压一,工

对现在的工作和待遇的满意度
1

.

职业稳定性

2
.

有晋升的机会

3
.

对顶头上司的态度

4
.

对现在的工资

5
.

对工资的增长

6
.

对劳动时间和休假

7
.

对福利保健

综合评价

*

* *

* *

* *

* *

* *

对 日资企业的选好度

1
.

与中国企业相比 1
.

64 < 1
.

81 * *

2
.

与欧美企业相比 1
.

85 > 1
·

72 * *

3
.

与港台或韩 国企业相比 1
.

91 ( 2
.

05 * *

- 归, . . . . . . , . 口‘. , , . , . 口 ~ . , . , . . . . , . ,

表示差异在 0
.

01 水平上显著
。

表示差异在 0
.

05 水平上显著
。

技术保密
。

综上所述
,

同中国与欧美合资企业相比
,

中国员工对所在中 日合资企业的评价总

体上是不高的
; 其 中

,

对工作和待遇的满意度是影响其评价结果的最重要因素
。

三
、

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员工的转职意愿

改革开放以来
,

三资企业曾是人们热切希望选择的工作场所
,

劳动力的流动呈现
“

单向性
”

—
从国营企业流向三资企业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三资企业存在的问题也

逐渐暴露出来
。

在若干地区
,

职工流动出现
“

倒流
” ,

即从三资企业流回职工原来
,

所在

的国营企业
。

同中国与欧美合资企业相比
,

中日合资企业最大的长处就是职业 的 稳 定性
。

但

是
,

仅靠这一点能否稳住职工而与其他企业竞争呢 ? 结论是否定的
。

因为要说到雇用

的稳定性
,

中国的企业比日资企业更优
。

中国职工选择外资企业的 目的并不是因为外

资企业的职业稳定
,

而是由于外资企业的工资比中国企业的工资高
。

因此
,

日资企业

仅以雇用稳定性来与欧美
、

香港
,

台湾
、

韩国的在华企业进行竞争
,

是难以稳定职工的
。

1
.

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员工的转职意愿

在问卷中
,

设计了 4 种选择
:

( 1 ) 别的企业工资稍高我也不想调动
; 2 ) 只要有

2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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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_ _ _

_ 一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_ _ _ _

工资稍高的企业我就调动 ; 、 3 )只要有与现在工资一样的企业
,

我就调动 ; ( 4 )即使别

的企业的工资比现在低
,

我也想调动
。

选择 ( 1 、的人是不想转职的
,

选 ( 2 )
、

( 3 )
、

飞

4) 都是想转职的
,

而且转职意愿从 ( 2 )一 ( 4 )越来越强
。

表 7 列出了在不同工资条

件下
,

职工转职意愿的百分比
。

表 7
.

工资条件的变化与转职意肠 (% )

项 目 华北 华东 华南 独资 总体 工人 管理者

工资稍高也不调动

工资高就调动

工资一样就调动

工资稍低也调动

无回答

40
。

6

35 9

7
.

3

7 飞

9
、

2

37
.

4 3 0
.

7 1 7
.

0 3 2
。

6

38 q 41
,

8 5 8
.

5 42
.

4

7
.

4 7
.

7 6
.

8 7
。

4

6
.

1 7
,

1 6
.

9 6
.

8

1 0
.

2 12
。

7 1 0
。

8 1 0
.

8

30
.

6

44
。

3

7
.

8

7
.

3

10
。

1

43
。

4

32
。

3

5
。

2

4
。

4

14
。

6

表 7 结果表明
,

从全体来看
,

中国员工想要转职的比例达56
.

6 %
,

只有3 2
.

6% 的

人愿意留在 日资企业里
。

从地区来看
,

转职意愿最强的是华南独资
,

达 72
.

2%
,

依次

是华南
、

华东
,

最低的是华北
、

东北
。

这一结果也反映了越是经济开放地区
,

转职愿

望越强
。

而开放程度较低的华北
、

东北地区
,

职工的转职意愿较低
,

因为在 这 些 地

区
,

进外资企业并不容易
。

日资企业虽然比其它外资企业工资待遇低
,

但毕竟比中国

本地企业高
,

所以想转职的比例相对其它开放地区要低
。

华南独资位于外资企业最多

的城市
,

其职工对工资待遇最为不满
,

因而想要转职的职工比例也最高
。

就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比较而言
,

工人想要转职的比例达5 9
.

4%
,

高于中层管理者

(4 1
.

9% )
。

这一结果与工人对现在工资不满的比例高于管理人员比例的结 果 是 一 致

的
。

2
.

转职意愿与对工作条件的满意度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职工的转职意愿呢 ? 为此
,

我们考察了职工对工作条件的满意

度与转职意愿之间的关系
。

表 8 给出了表 4 各项中回答
“

满意
”

/
“

不满意
”

者百分比与

表 7 中回答
“

不想转职
”

/
“

想转职
”

者百分比的联列表
。

由表 8 可以看到
,

在 7 个项目的满意层中
,

不想转职的比例都明显地高于想转职

的比例
:

在不满意层中
,

想转职者的比例又远高于不想转职者的比例
。

这 一 结 果 表

明
,

对工作条件的满意度与转职意愿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强的 特别是对工资
、

上司

的态度
、

晋升机会
、

福利保健的满意度与转职意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

其中
,

以工

资的影响力最大
。 、

3
.

转职意愿与对 日本管理者的印象

为进一步考察中国员工对 日本管理者的印象与转职意愿之间的关系
,

我们分析了

两者的相关系数
,

结果见表 9
。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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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转职惫愿与对工作条件的瀚愈度 (% )

满意 不满裁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 1 )职业稳定

4 7
.

9

42
。

6

17
。

8

5 2
。

6

一一
~

.

~ ~ ~ ~ ~ ~ ~ ~ ~ ~一一, ~ 一~ 下一 ~-
. ~

- 一
, 口, 由~ 叫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 一

. . . . . 侧叭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 2 )晋升机会

55
。

3

3 6
.

5

20
。

1

54
。

9

( 3 )对上司的态度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55
‘

37
-

17
。

5

54
。

1

Otl,l

( 4 )现在的工资

�n�O甘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72
。

0

22
.

0

2 6
-

5 4
-

( 5 ) 工资的增长

27O口一b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59
.

33
-

25
-

54
-

( 6 ) 工作时间和假 日

内O内O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48
。

4

4 1
。

1

( 7 )保健福利

54
.

6

35
。

2

2 6
-

52
-

即使有比现在的工资高一点的企业
,

我也不想调动

如果有比现在的工资稍高一点的企业
,

我就想调动
2 4

。

8

5 4
。

6

表 9 表明
,

从对 日本管理者的印象与转职意愿的关系来看
,

对善于学习别人东西

(0
.

80 )
,

友好 (0
.

5 0) ,

尊重当地的做法和价值观 (0
.

4 6)
,

慷慨大方 (0
.

4 3 )
,

不歧视当

地人 (0
.

3 4)
,

守规则 (0
.

2 9)
,

忠于组织 ( 0
.

2 2)
,

团体主义和灵巧 (0
.

2 0)
,

工作努力

(0
.

、8) 等项 目回答
“

同意
”的人中

,

与转职意愿呈正相矣
,

表明他们的转职意愿低
。

相

反
,

对贪婪 ( 一 0
.

4 7 )
,

狡猾 ( 一 0
.

4 5)
,

虚伪 ( 一 0
.

4 0) ,

心胸狭窄 ( 一 0
.

3 8) ,

强加于人

和精打细算 ( 一 0
.

3 4)
,

爱发脾气 (一 0
.

3 2 )
,

爱面子 ( 一 0
.

3仍
,

傲慢 ( 一 0
.

2 7)
,

爱挑剔

( 一 0
.

2 6) 等项 目回答
“

同意
”

的人中
,

转职意愿高
。

由此可见
,

对日本管理者的印象影

响着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员工的稳定性
。

综上所述
,

在中日合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 约 有 5 6
‘
6% 的人 想 调动 工 作

,

有

·

3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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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对日本奋理者的印象与对日资企业定向惫愿之间的相关系数

对 日本人印象 转职意愿 选 日资企业
或中国企业

选 日资企业
或欧美企业

选日资企业
或港台企业

nU111勺1人O幼Q曰��丹才唯工,口,‘一�Q甘自‘,‘OU�匕八Un口49曰八O认Un
�月咬O口一�7�bo口J五内03,口

J任4no
,1工bl匕通‘2吸U,人
J任通��4n
�八U移‘‘级no诬�一匕4............ ......... .

⋯⋯
n�n�nU
�

0�on甘八UO�八甘�U八甘八Un甘�U八甘0�n�n甘。�U卜UQ�U�U八甘八un甘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工作努力

有钱 (富裕 )

聪明

友好的

灵巧

傲慢

狡猾

贪婪

爱发脾气

爱挑剔 (过于仔细 )

守规则 (一丝不苟 )

尊重当地的做法和价值观

不歧视当地人

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

把 日本人的做法强加于人

只与 日本人交往

心胸狭窄

慷慨大方 (不吝音)

团体主义 (齐心)

忠于组织

性格内向

精打细算

亥络板 (缺乏灵活性 )

进取心强

爱面子

善于经营

虚伪

善于学习别人的东西

0
.

1 8

0
.

0 7

0
。

0 6

0
。

5 0

0
。

2 0

一 0
。

2 7

一 0
。

4 5

一 0
.

4 7

一 0
。

2 2

一 0
.

2 6

0
.

2 0

0
。

4 6

0
。

34

一 0
。

12

一 0
。

3 4

ee 0
.

1 3

一 0
.

38

0
。

4 3

0
。

2 0

0
。

2 2

0
.

0 1

一 0
.

3 4

一 0
.

0 6

0
.

15

一 0
。

3 0

0
。

14

一 0
。

40

0
.

80

0
。

3 1

0
.

19

0
。

0 5

0
.

39

0
。

14

一 0
。

36

一 0
。

35

一0
。

34

一 0
.

31

一 0
。

15

0
。

30

0
。

44

0
.

3 1

一 0
.

0 6

一 0
。

3 3

一 0
.

1 0

一 0
.

3 0

0
。

2 1

0
,

4 4

0
。

1 4

一 0
.

0 3

0
。

1 0

一 0
.

07

0
。

14

一 0
。

16

0
.

16

一 0
。

3 1

0
。

3 7

0
。

55

一 0
.

11

0
.

49

0
。

74

0
。

56

一 0
。

6 0

一 0
。

68

一 0
。

72

一 0
。

5 8

一 0
。

3 0

0
。

5 4

0
.

6 7

O
。

7 0

一0
.

3 8

一 0
。

57

一0
.

4 4

一 0
.

70

0
.

68

0
。

4 7

O
。

2 7

一 0
,

16

一 0
。

2 8

一 0
.

56

0
.

48

一 0
.

5 8

0
、

5 1

一 0
。

79

0
.

47

32
.

6% 的人明确表态不想调动
,

另有约1 0
.

2 %的职工没有表态
。

数字表明
,

中国员工

的转职意愿是强烈的
,

其原因比较复杂
,

但与两个因素明显相关
,

即工作待遇的满意

度和对 日本管理者的印象
。

因此
,

为使在中日合资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能更安心
,

注

意并改善以上两个方面的条件是必要的
。

四
、

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员工对各国企业的选好度

前述中日合资企业的中国员工有较强的转职意愿
,

那么
,

其具体转职 意 愿 如 何

. 2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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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条件相同下韵血业场娜 (% )

华北 华东 华南 独资 总体

选 日资企业还是选中国企业

条件相 同选中国企业

条件相同选 日本企业

条件相同哪国都可以

无 回答
,

误 回答

4 2
。

3

14
、
8

36
。

4

6
,

5

36
.

9

8
。

9

4 4
,

9

9
。

3

44
。

6

7
.

8

4 1
。

5

6
。

2

4 2
。

4

1 1
。

6

3 9
.

3

6
。

8

,土月土9白

⋯
一了44

J

411住」

,工9曰八U甲‘
.

⋯
八00八D
一i9口11匕

选 日资企业还是选欧美企业

条件相同选欧美企业

条件相同选 日本企业

条件相同哪国都可以

无 回答
,

误回答

36
。

6

9
.

9

4 7
.

1

6
.

4

31
。

1

10
.

5

51
。

8

6
。

6

12
。

6

工2
.

1

6 5
。

0

10
。

3

2 5
.

9

了
.

2

60
.

2

6
.

6

.

⋯
1占一公民U7,自11八合

选 日资企业还是选港台韩国企业

条件相同选港台韩国企业

条件相同选 日本企业

条件相同哪国都可 以

无回答
,

误 回答

2 1
。

3

1 9
。

3

3 2
。

4

7
.

0

21
。

3

15
。

5

55
.

9

7
。

3

2 9
。

2

9
.

4

5 4
‘

8

6
。

5

00只以

:
0.

六OA工000以土‘‘.上一�

1 78 4 1 5 7 C 19 7 飞 647 8

呢 ? 表 1 0即反映了他们将 日资企业与 中国本地企业
,

欧美企业以及香港
、

合湾
、

韩国

企业对比之后的选择结果
。

从总体来看
,

’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除了中国本地企业夕卜 在对其他外资企业的

选择上
,

不挑国籍的回答者约 占半数
,

另约半数的人中则显示出喜好的差异
。

首先
,

与 中

国本地企业相比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毛沦是总体
,

还是各地区都是选择本地企业 的

比例远高于选 日资企业的比例
。

其次
,

与欧美企业相比
、

除华南地伏外 选欧美企业

的比例高于选 日资企业的比例
。

华南地区对 日资企业和欧美企业的选好度一样
,

回答
“

条件相同
,

选哪国企业都一样
”

的比例最高
,

达 6 5 %
〕 一

再则
,

与港台企业相比
,

也是

选 日资企业的比例较低
。

但除独资外
,

其它地区 对双方选择的差距不大
。

深圳蛇口地

区的香港企业较多
,

而华南独资的工资待遇又比较低
,

所以选择 日资企业的比例就低

得多
。

不过
,

选择港台企业的比例也不高
,

只有55 % 左右
。

数字表明
.

中 日合资企业中国员工对企业的 j走好度是按本地企 业 > 欧美企业> 港

台韩国企业> 日资企业的顺序排列的
,

而不论与哪睡 (或地区) 企业相比较
,

对 日资企

业的选好度比例都低
。

经综合交叉分析
,

中国员 工对 日资企业选好度低的主要原因仍是对 日本管理人员

某些负性人格的印象及对工作待遇的满意度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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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几 点 思 考

本研究结果于 1 9 9 2年 5 月在 日本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后
,

引起了 日本各界的强烈

反响
。

从这一研究 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启迪
。

1
.

应重视三资企业 中存在的问题

开办三资企业的效果如何
,

是对投资环境的一个检验
,

也对今后能否继续吸引外

资有着重要影响
。

已经开办的三资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但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

以利其健康的发展
。

从这次调查 中
,

我们感到

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

( l) 中外方经营者之间的磨擦问题

我们在调查 中发现
,

凡是 中外双方经营者合作得好的企业
,

生产经营管理就好
,

经营效益明显
。

反之
.

双方都不满
,

生产搞不好
,

经济效益也差
。

在有的合资企业中
,

中

方经理指责外方经理不了解中国国情
,

照搬国外一套
,

不听中方人员的意见
,

不尊重

中方人 员
。

而外方经理又指责中方人员不按企业的规章制度办事
,

自搞一套
。

这种磨

擦如不及时解决
,

势必影响双方的有效合作
。

( 2) 三资企业中的劳资矛盾

随着三资企业的增加
,

劳资矛盾也会增加
,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
,

工资待遇 问题
。

在这次调查中
,

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一致反映 日资企业

的工资和福利在三资企业中是最低的
。

在深圳特区
,

日资企业的工资并不比一些中国

企业高
,

因而引起了中国职工的强烈不满
。

蛇 口一家 日资企业的工人质问道
: “

公司的

工资为何这样低 ? 应向工人作 出解释
。

否则
,

工人就会感到日本资本家过于苛刻了
。 ”

有的职工指出外方人员
“

有救世主的态度
,

认为在中国办企业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
,

中国人应该感谢
,

不应再提待遇问题
。

其实
,

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间题
,

对于中国职

工来说
,

还有一个合理所得的问题
。 ”

类似的情况
,

在其它三资企业中也存在
。

第二
,

被歧视感
。

总的来说
,

三资企业中外方人员的多数是比较友好的
,

能尊重

中国职工
。

但也不排除少数人对中国职工抱有歧视和傲慢态度
,

甚至辱骂和动手打人

现象也时有发生
。

这种对中国职工人格的不尊重最易导致
缅

和冲突
。

另外
,

中方员工与外方人员的工资相差太大
,

也引起中国员工的 强 烈 不 满
。

例

如
,

有的 日资企业
,

聘用了部分香港管理人员
,

他们的能力并不比中方管理人员强
,

工资却比国内的管理人员高出一二十倍
。

这使中方人员感到不公平
,

有一 种 被 歧 视

感
。

第三
,

劳动时间长
,

强度大
。

这个问题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突出
。

广东惠州市

一位政府官员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
: “

有的三资企业的生产是流水作业
,

工人忙得连上

t. 2合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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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

甚至憋得尿裤子
。”

工人都是20 岁左右的姑娘
,

这种长期紧张的劳

动会把身体搞垮的
。

有的三资企业工作时间太长
,

晚上都要加班到九点半
。

这些女孩子

没有 自己的自由支配时间
,

没有找对象和谈恋爱的时间
。

所以
,

他们的恋爱婚姻问题得

不到解决
。

工资低
,

福利差
,

劳动时间长
,

劳动强度大
,

加上对中国职工 的 不 够 尊

重
,

甚至歧视等等
,

往往引起劳资矛盾
。

目前
,

在三资企业中
,

由于 中方管理者和党

团工会在做思想工作
,

这种矛盾尚不太突出
,

但在某些三资企业中已引起中国职工的

相当不满
。

随着三资企业的发展和扩大
,

将来劳资矛盾会从潜在的间题变成显在的突

出问题
。

现在不研究和着手解决
,

将会阻碍我国三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

2
.

应该重视管理与文化的研究

管理必须以人为中心
,

忽视对人的研究
,

管理是不会成功的
。

而人总是属于某种

文化的
。

因此
,

管理总是脱离不开文化背景
。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

甚至于

管理方法都是在某种文化背
鑫

形成的
。

例如
,

日本式的管理被公认在 日 本 是 成 功

的
。

但我们的研究表明
,

将它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来
,

却并不像在 日本那么理想
。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

另一方面
,

也存在着三资企业中的中国员工如何提高自身素质以

及如何与国外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
、

管理方法相适应的问题
。

这两方面问题的解决
,

都与国情
、

文化
、

国民性等问题有关
。

因此
,

深入开展管理与文化的研究
,

对于办好

三资企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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