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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对于资本等有形生产要素，企业信誉等无形生产要素的作用越来越
突出。
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措施提升我国的企业信誉，它将有可能成为后改革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企业信誉研究》通过对劳动分工、企业激励约束机制、法律、社会文化、信息传播、企业产权模式
、中介组织、政府等对企业信誉影响的研究，探讨了企业信誉延续的机理，从而得出企业信誉延续应
该注意的问题，并提出企业信誉培育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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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导论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的现实背景及意义　　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
一个怪现象——“黄世仁怕杨白劳”。
欠债有理、欠债有利几乎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普遍认同的理念。
“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付而未付拖欠货款现象的俗称，20世
纪90年代以来，已然成为中国、俄罗斯、东欧诸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障碍。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三角债”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总额1/3的地步。
现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普遍的不信任感，市场退回到了几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状态。
在市场上，企业之间的交易链明显缩短，交易成本普遍提高，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大大降低。
与此同时，另一个现象也几乎成泛滥之势，那就是“假冒伪劣”。
假教师、假记者、假警察、假干部，36行，行行都有假货；劣质酒、礼拜鞋、新危房、拼装车，吃、
穿、住、行样样都不放心。
而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市场主体都不注重自己的信誉：不顾长期利益，追求短期利益
；不顾虚物利益，追求实物利益。
市场主体不注重自己的信誉已成为我国当今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因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以后，资本、人才
等将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
在与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我国企业最缺乏的将是企业信誉资源，企业信誉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
瓶颈。
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改革开放前企业之间几乎没有不讲信誉的现象出现？
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不注重信誉的现象也很少出现，而转轨时期的几个国家则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信誉下滑问题，这其中有没有普遍的规律性呢？
若有，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本书试着对这一问题做些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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