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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网络经济时代反思理性和理性经济人的后现代竞争背景下，　由于后现代市场中的竞争缺乏可
操作的文化战略理论支持，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冲突导致组织的伦理规范缺失，可持续的内涵
增长文化经济缺少微观企业层的文化论支撑，而产生的问题是：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
创新力不足、人力资本水平低。
这种现象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收入水平、社会关系、就业和发展以及竞争力来说都是潜在的危机。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沿着科斯的法学企业本质向人性和意识文化方向深入，定义并证明组织文化降
低成本产生收益成为未来竞争中的重要资本，从而导出一个可持续创新发展的企业生产方式一一组织
文化资本战略，现实地倡导中国市场化的企业、特别是超过企业总数一半的约200万家民营企业，迈向
“有文化”的企业，突破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长期利润为零的企业模型，建立科学的社会责任型企业
模式，让中国的GDP不断创造奇迹。
三个命题的提出是关键：1.组织文化资本是一种连接异质个体的价值网络，2.组织文化资本是专有创新
的知识共享，3。
组织文化资本是持续激励的利益均衡。
这个定义以组织的协同知识为核心本质，包含物质基础、精神本质、制度形式三个层次，导出包括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知识管理和制度变革战略途径。
　　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规范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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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造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组织文化资本研究》通过对新的现实环境下企业竞争规律的深度提炼，并
把提高效率的规律给出技术和人文方法的资源管理导向设计，这体现了经济学与管理学互相结合渗透
的研究方向。
进一步研究可以包括结合更多学科的国家文化资本假说，和不同文化资本假设下的个体价值观测量工
具及其实证研究，并最终形成竞争力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体系。
     本书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
论文的撰写与当初报考的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对自己的困惑进行学习和思考，自己忙碌而有限的生
命里，究竟该做些什么？
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事？
经过了18年青涩奋斗的学生年代、近14年在大学跨专业的教师生涯、同时也是最近10年残酷的商业竞
争生涯，我忽然感觉面对太多的不同价值观、面对学生疑问的脸庞，面对自己以后的目标追求时，思
想充满了那么多的不确定和矛盾冲突，于是我不得不在繁忙中选择了对自己进行知识的整理和目标的
探索。
    本书也包含了对自己知识的整理，从而使自己看问题更为开阔和平静，也逐渐建立了不再随波逐流
的宽容和自信。
在这4年来的大量阅读思考中，我把很多观点运用在所管理的公司中，对团队的整合优化和效率起到
了显著的作用，也使得公司在竞争环境发生变化后快速地重建渠道，成为细分行业中唯一生存和快速
发展的企业，我希望把这些心得与所有关注企业竞争力问题的人土一起分享学习。
我希望未来走的路是有智慧的，能通过给他人谋福利以及为学生授业解惑而快乐，也期望能有点滴思
想融人浩瀚如海的人类知识宝库中去，寄托一份对永恒生命的崇敬。
我很欣慰于这几年的努力，心中充满了各种深深的感谢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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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研究问题和意义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
据统计：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中国每年约有100万家民营企业破产倒闭，60％的企业
将在5年内破产，85％的企业将在10年内消亡，能够生存3年以上的企业只有10％，大型企业集团的平
均寿命也只有7.8年。
其中有40％的企业在创业阶段就宣告破产。
在中国每天有2740家企业倒闭，平均每小时就有114家企业破产，每分钟就有两家企业破产。
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为30年，是我们的10倍；美国企业平均寿命为40年，为中国的13倍。
这样短命的企业整体上表现为缺乏文化传承、产业创新力不足、人力资本水平低，劳动力收入水平不
高。
　　20世纪末，国外学者在一本《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的著作中做出过这样的推测——“企业文化
在下一个10年内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国内学者也有过相类似的断言：“21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一个没有文化沉淀的企业，不可能拥有长青的生命力。
正如人类早期的自然力和超人力崇拜那样，文化被人们称为神奇的咒语，如同人的精神一样，是我们
破译企业生命现象密码的“解”，也是一个我们要破解的“谜”。
　　市场经济中，有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叫抽象的“经济规律”，一只叫具体的“文化制度”
。
如果左手是“客观的”，那么这只右手就是“主观的”。
我们都相信物质是第一性的，往往忘记了没有设计和蓝图就不会有大厦这样的存在，正如没有主观选
择的特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市场经济一样。
事实上主观在特定的条件下选择着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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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中小企业三年的平均寿命能改变吗？
　　这是一个解释人们在不自觉地运用的文化规律，提出能动选择配置人的意识资源实现可持续竞争
力，从而把组织文化范畴的研究带进经济学的“炼金术”时期，并向“化学式”的方向作努力的探索
。
一切的答案尽在《打造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组织文化资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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