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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前行是企业赢胜种业的惟一之道
张亚兵

（安徽省种子管理总站，合肥 230051）

摘要：伴随着种业弱寡头市场结构的形成以及中国种业步入战略整合期，笔者通过对企业竞争制胜管理导向分析，特别指

出“稳中前行”是种业企业赢胜种业惟一之道，而这需要种业企业秉承“中庸至上，稳中前行”和“谦思而行，持盈保泰”的价值

理念来经营与完善自我，并不断做好稳健执中型个性的塑造与修炼。惟此，企业才能在新一轮种业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并赢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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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种业正处于行业两次分化与整合发展的

关键时期，伴随着行业弱寡头市场结构的形成，种业

全方位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其间，影响企业成长

与发展的管理因素亦变得愈加复杂与多样。在这样

一个危机四伏、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市场环境

里，企业要想通过有效竞争做到脱颖而出并实现赢

胜种业，惟有坚持稳中前行，才能达成并维系企业长

期持盈保泰的良好局面和状态。有鉴于此，笔者在

下文着重从两个方面来对其加以论述。

1　企业竞争制胜管理导向分析
伴随着中国种业步入战略整合期以及由行业

过剩所引发的相关现金流危机，企业竞争制胜的管

理导向已发生深刻变化。针对这种变化，企业需要

的是应及时调整自我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借以抢

占竞争制胜的管理至高点。

1.1　由追求市场占有率单一目标向追求市场占有

率、品牌溢价与提前销售综合目标导向转变过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品牌溢价并不是指企业某单一

品种的售价比主要竞争对手要高，而是指企业品牌

下的几乎所有产品均比竞争对手的产品售价要高。

之所以能达成这种赢利境况，主要是因为企业品牌

资产（包括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的市场拉动效

应所致；而提前销售更多的是强调本年期种子尚未

完成生产与加工或分销上市，企业即通过开展相关

提前预定管理进而达成锁定市场。

笔者之所以强调追求综合目标导向，主要是基

于企业营销管理的最高境界并不仅仅是追求市场占

有率，还包括其他重要的管理指标，特别是品牌溢价

与提前销售。其中，市场占有率是短期企业竞争力

的一种评判，而品牌溢价和提前销售则是长期企业

竞争力的反映，同时它们也能很好地反映出市场占

有率的预期所得。

1.2　由追求模糊市场占有率向追求三大份额即县

级经销份额、终端零售份额和农户购买份额转变过

渡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对县级经销份额和终端零

售份额两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种业网络目前

仍处于相对开放、种子产品专卖时代尚未来临所考

虑的；而农户购买份额的提出，则是因为农户在现阶

段购买种子产品时为降低种植风险，部分种植农户

开始同时选择购买不同品牌的种子产品。事实上，

就三大份额概念提出而言，笔者旨在提醒和强调，企

业需要强化做好三个方面的销售升级管理：其一，

企业需要对县商、终端商和农户实施必要的市场拦

截管理；其二，企业需要对县商、终端商和农户开展

相关产品的销售速度管理；其三，企业需要开展对县

商、终端商和农户的帮扶服务管理。

1.3　稳步推行种子产品“近似零库存”管理　在管

理实践中推行“近似零库存”管理，企业通常需要组

合多种销售方式来实现管理目标：其一，挑选部分品

种推行缺口经营方式，确保从数量供应的源头抓起；

其二，力争在种子生产种植前完成部分品种与数量

的预定分销管理；其三，确保种子在正式上市前累计

完成近 80% 以上的预定分销量，余额分销则主要通

过正常售种方式来完成。

2　中庸至上，稳中前行
一如笔者在相关文献中所阐述的“企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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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决策个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未来发

展状态甚至是生死归宿，而惟有稳健执中型的经理

人（或是董事会）经营决策个性，才能更好地带领企

业实行可持续发展，达成基业长青，实现从优秀到卓

越。进一步依据我国传统儒学的管理思想，事实上

“稳健执中型”经营决策个性的本质，就是强调企业

经理人应培养确立管理的中庸之道，本着“中庸至

上”和“稳中前行”来治理企业。

2.1　崇尚中庸，做好执中管理　有关传统儒家思想

的中庸之道，它不仅被视为一种为人处世的至善美

德，更为重要的是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

执中思想堪为管理的至高境界。也正是因为中庸的

至善与至高境界，我国圣人孔子曾为此发出“天下

国家可钧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

也”（《中庸》）的感慨。进一步结合中国种业管理

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当下种业出现行业充分过剩现

象，其本质都是因为中庸管理思想的缺失，特别是冒

险激进型的民营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也包括

众多保守懈怠型的种子企业。做好传统儒学的中庸

管理，笔者认为理应包括以下三方面核心内容。

2.1.1　中和管理　更多强调的是一个人心灵世界与

外表情绪的稳定可控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本矣，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矣。至中和，天下位矣，万物育

矣”（《中庸》）。可见，没有中和管理，也就没有内

在心灵世界的一片和谐，经理人也就难以成就一番 
事业。

2.1.2　中行管理　旨在强调人们的行为方式符合

“不过度”、“不偏激”、“不懈怠”、“不固我”的“应中”

管理，也就是企业应规避走极端管理道路，恰如孔子

在《论语》中所提倡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

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为此，企业需要做好

四个方面的管理。即“志不可满”、“欲不可纵”、“乐

不可极”和“傲不可长”。

2.1.3　中正管理　旨在强调人们的行为意识应保持

在一种“执中”和“纯正”的状态中或位置上，有道

是：“中正者，治之本矣”（《管子》）。推行中正管理，

企业除了做好中和管理和中行管理外，尚需从两大

方面端正自我：其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君子

不徒语，语必有理；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君子不虚

行，行必有正”（《论语》）；其二，“惠而不费，劳而不

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

总之，在推行“中庸之道”治企时，企业不仅需

要本着“中和”、“中行”和“中正”的管理思想，一切

以“应乎中”、“中道”为遵循指导原则，同时，还需要

不断强化与深化传统儒家所提倡的自我内在修身。

为此，企业经理人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四方面的修身

管理和管理推进事项。

一是注重内省管理。这要求企业经理人一方面

严格做到“内省不疚，无恶于志”，从而远离不良的

情绪与念头；另一方面，充分把握“吾日三省吾身”

与“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也”，真正将内省视为

一种生活习惯或是生活状态。当下，企业经理人可

以围绕情绪、能力、对错与得失等三大方面开展相关

的修身提升管理，从而渐进趋向中庸管理的境界。

二是注重正心管理。事实上，传统儒家所提倡

的“正心”管理，主要是强调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

保持一种良好的“中和”情绪状态，正如曾子在《大

学》中所言：“修身在于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

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

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三是注重慎独管理。“慎独”思想可谓是传统

儒家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也是达成中庸管理境地

的最有效途径。笔者认为，慎独所注重与追求的是

应做到两个“一”，即表里如一和始终如一，这恰如

子思在《中庸》中所诠释的，“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

子慎其独也。”

四是注重权变（度）管理。权变（度）管理的本

质是在强调，任何管理都应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作

相应的调整，以达到“时中”，即恰到好处、恰如其

分、恰逢其时的境地。不懂权变也就难以把握分寸

与做好度量，企业管理也就会不知不觉地偏离中庸

轨道。

2.2　稳中前行，做好管理跟进　鉴于中国种业目前

所呈现出的行业过剩局面以及企业经营困难的处

境，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诸多企业经理人没能沿

用中庸之道治理企业，没有做到稳中前行。这里的

“稳”是指企业经理人应培养稳健执中型的经营决

策个性，而“中”则是强调企业经理人应确立中庸管

理之道。如果说“稳”是代表现代企业管理所追寻

的目标精髓，那么，“中”则是传统管理思想所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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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所在。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或是一家企业，

也只有其发展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才会真正

认识或认同稳中前行的价值所在。在一般情况下，

较少有企业经理人感受到其价值存在。可见，企业

要想赢得长期和谐发展，就必须牢牢确立“稳中前

行”的核心价值理念。除此之外，企业尚需要采取

细化得力的跟进措施，真正将这一核心经营理念转

化为行之有效的管理行为，而不是仅停留在“口号

管理”上。为此，种业企业当下急需开展多维“三力”

的协同提升管理，从而确保“稳中前行”成为一种实

践行为并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成效。即注重企业学习

研究力、决策应对力和管理执行力的协同提升管理；

注重企业研发力、资金力和团队力的协同提升管理；

注重经营计划力、运营控制力和绩效管理力的协同

提升管理；注重产品力、营销力和品牌力的协同提升 
管理。

事实上，无论是冒险激进型企业，还是保守懈

怠型企业，就其管理本质来说，都是没有遵循或达到 
“稳中前行”的状态与要求来发展自我，要么是偏离

了执中管理的精要，要么是忽视稳健发展的管理内

涵，从而把自我引向不利的发展境地。

2.3　谦思而行，持盈保泰　除了做好稳中前行外，

对于已经确立领先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如何进一

步维系这种优势地位并实行持续繁荣，且能够有效

防范过早出现盛极而衰的现象，是这些企业所面临

的一大管理难题。因为任何事物发展都难以逃脱

“吉凶悔吝”的魔咒，并都将遵守阴阳转换的必然规

律。世上没有哪家企业能够做到“一阳到底”而永

世繁荣。企业所追求的不仅是要营造繁荣与盛大的

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全力延缓这种局面的终结，努

力做到持盈保泰与盛极延衰。

而要做到持盈保泰和盛极延衰，企业经理人则

需要做到“谦思”包括谦逊（虚）和慎思。有道是：“谦

谦君子，用涉大川，吉”（《易经》）；“君子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

子慎其独也”（《中庸》）。而要做到谦思，企业又需

要进一步把握和确立“居然思”的经营理念，具体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

2.3.1　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的本质是强调企业经理

人应培养忧患意识，即便企业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

“领头羊”，经理人也应能看到或感受到危机时刻都

在身边，需要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视

为经营企业的一种态度和意识，一如孟子所言“君

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忠”。

为此，企业经理人需要牢牢把握两个方面：其

一是无论处境如何，哪怕是身居显赫地位，甚至是达

成“一览众山小”的境界，企业仍然需要将“未雨绸

缪”、“任重而道远”视作企业最为核心的经营理念

之一，借以实现持盈保泰与盛极延衰；另一方面，努

力做到防微杜渐，及时根除企业所呈现的管理瑕疵

和管理漏洞，本着“防患于未然”和“远见于未萌”的

管理思想小心经营企业。

2.3.2　居安思变　企业发展要实现持盈保泰与盛极

延衰，仅有居安思危是不够的，还需要思变，“易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这里的“变”，主要

是指企业经理人要善于适时变革、坚持走自我创新

发展道路，谨防墨守成规、乐不思变而把企业引向盛

极早衰的境地。在管理实践中，企业经理人需要围

绕“持盈保泰”与“盛极延衰”来做好三方面管理思

变：第一，不断调整与拓展企业战略，使其更加适应

市场变化，包括企业总体战略以及市场竞争战略，从

而确保企业经营方向的正确性；第二，不断创新企业

运营管理，包括内在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与素

质提升、关键制度与流程完善、市场开拓与维护等，

从而有效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效益；第三，不断围

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而整合多维市场资源，与其

同时，还需要适应性地变革相关决策与管理方式，营

造创新变革文化。

2.3.3　居安思中　这里的“中”仍然是指中庸之道，

也就是笔者在前文所述及的“执中”管理思想。因

为，只有执中，才能趋盈；只有执中，才能持盈。可以

说，“执中管理”是企业实现“持盈保泰”的稳定器，

是企业确保“盛极延衰”的定海神针，企业经理人理

应时刻反思其管理是否达成“执中”状态。

以上是笔者对种业企业做好“稳中前行”的相

关论述。因受篇幅限制，部分内容未能展开，而有些

内容没有述及（如企业需要塑造稳健执中型的经理

人决策个性，而不是冒险激进型和保守懈怠型的经

理人决策个性），也请读者谅解。笔者坚信，在种业

面临整合发展的大景下，“稳中前行”是企业赢胜种

业的内在管理秘籍，也是其惟一赢胜之道。

（修回日期：2018-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