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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民营企业的成长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危机冲击中总是蕴涵着巨大的机遇。
冲击本身是不利因素，但它却能为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反思的机会。
反思是总结经验、查找不足、重新谋划的过程。
当前，民营企业要认真反思自身的发展历程，反思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管理水平、人才吸引、员工
激励、发展战略等。
反思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经过这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民营企业已经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实现新的发展、再创新的
辉煌，民营企业就要知变、善变、应变，强化自身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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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企业组织，由于它们与政府（监管者）有着不同的功能和目标，所以它们之间在利益上时常
会表现出不相协调的地方，有时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矛盾现象。
监管的主要依据和手段是国家颁布实施的各种法规或制度，明确规定与限制被监管者的某些决策、限
制的内容和方式以及被监管者违反法律法规将会受到的惩罚。
　　从上述关于监管的理解可以看出，监管是以立法为先导，但监管并不是立法。
进一步讲，立法为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完善的法律并不等于有效的监管。
法律一般来讲比较原则，需要监管者来具体操作实施。
例如，根据法律规定的指导原则制定可操作性的监管规章，举行具有司法性质的听证会，视具体情况
做出有约束力的行政裁决。
当然，监管机构实施监管时，都需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并处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监管不同于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往往是事后的监督检查，而监管则是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其重点更在于事前的干预
和控制。
并且监管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定规则，进行行政裁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监管也不同于行政管理。
首先，从对象上看，行政管理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其对象是政府部门的下属单位。
而监管的对象则不是政府的下属单位，而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
其次，从相互关系看，行政管理是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往往是上下级关系，
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而监管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的关系，其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完全独立的。
最后，从手段上看，行政管理主要依靠（主观的）行政命令直接控制下属单位，而监管主要依靠（客
观的）法律来规范和约束经济上、法律上独立的市场主体。
　　从对监管的理解还可以进一步看出，监管是有赖于若干机制来实施的。
这就是不需协商性和强制执行性。
不需协商性监管机制是指政府部门在需对市场主体实施理财行为监管时，无论是实施监管的时间、内
容还是监管的方式和程序，监管者可以自己做出决定，而无须与被监管者相互协商确定。
强制执行性监管机制是指监管者一旦发现被监管者在理财活动的有关方面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行
为，被监管者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加以改正，必要时还需接受监管者具有法律依据的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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