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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企业在其成长和发展中，总会经风经浪，而遇挫折，挺危机，能使一个企业在排除内忧外患的过
程中不断地积累起“解决外在适应和内在整合的问题”的经验，这个经验经过提炼、升华就会形成一
个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或价值观而为企业组织的全体成员所信仰。
一个有信仰的企业，肯定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而有竞争力的企业，肯定是有企业文化作为其支撑
力和前进动力的。
但是，如果企业一旦违背或丧失了这种核心价值理念或价值观，就会在市场竞争和内部管理中付出代
价。
今年2月24日，日本丰田汽车株式会社社长丰田章男因丰田汽车的安全问题出席了美国国会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丰田章男说：“在过去，丰田汽车一直以安全性和质量为优先原则，其次才是销量。
但是，随着丰田汽车慢慢扩张至如今的世界第一，这些原则的优先顺序被混淆⋯⋯过快的发展速度令
丰田无法培养自己的成员与架构。
”在丰田先生的这一席检讨性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丰田汽车之所以受挫，其主要原因是漠视了它一
贯视安全和质量为企业生命的原则。
实际上，丰田章田在其上任社长之初，就已清楚地认识到违背企业文化原则的危害，他曾告诫：“我
在按动汽车喇叭告诉大家，车子已经开到了悬崖边上。
”为此，丰田章男提出了“回归原点”的革新思路。
我以为，“回归原点”的“点”就是丰田章男社长所说的“丰田汽车一直以安全性和质量为优先原则
”。
丰田汽车公司的“召回门”，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企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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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播学视域下的企业文化研究》介绍了环境影响与企业文化的形成、企业群体对企业文化形成
的影响、企业传播与企业文化、不同行业的企业文化与企业传播关系研究、企业文化传播之分析、企
业文化传播在管理中的作用等七章内容，书后还附录有《企业文化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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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传播的角度研究企业文化乃是企业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一、传播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文化”与“传播”是统一于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文化是通过人类的传播而形成的文化，文化只有依赖于人类的传播活动才能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
另一方面，传播本身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离开具体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有载体却
无承载物的形而上的、虚化的传播。
因此，人类的文化只有与传播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其生命之本体。
同样，企业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密不可分，无论是体现文化存在意义的“企业的文化”，还是作为文
化经营管理意义上的“企业文化”，其形成和实现都离不开“传播”这一前提条件。
企业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单位，它的生产经营活动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是整个社会活
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经营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而存在。
这个环境可由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构成，影响企业的宏观环境中有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律、
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水平、民族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能源情况等主要因素。
产业环境影响企业的则有顾客、供应商、竞争者、监管部门和社会利益集团等因素。
在这个开放的环境系统中，企业一方面从社会中输入生产要素、生产对象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同
时，也向社会输出产品、服务、利税和各种信息。
正是在这种相互交换的基础上，企业与其存在的环境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虽说有企业就有“企业的文化”，但是这种“企业的文化”的形成无不打上企业环境的烙印，是受着
企业所生存的环境中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笔者以为，“影响”也是一种传播。
“影响”的过程，也体现着主、客体间信息的发送和接收。
这种“影响”传播，反映着社会文化网中的一方主体（或一种人事）传递有“刺激性”的信息以促进
或改变影响企业或企业人（接受者）行为的过程。
有时在“影响”的过程中，传播的主体往往是隐形的，更多是体现着客体对一种信息符号的单向接收
。
比如，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家价值观念的影响，就看不到传播的主体——孑L子
、孟子等。
但孔、孟的思想可以借助文字符号的表现，通过儒家典籍等媒介来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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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1985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我第一批志愿中的第一选择，但是我未能如愿而进了
杭州大学。
那一年我19岁。
20年后，当我39岁时，我收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
的。
这一年正值复旦大学百年华诞，有幸能在这所百年学府中继续求学，真是我人生中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
但欣喜之际，紧张和不安的感觉即刻向我袭来。
从本科到博士，我一直读的是历史学专业，新闻传播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专业和学科。
尽管“今天的新闻是明日的历史”，历史学与新闻学之间似乎只隔着一张纸，但真要捅破这层纸，并
非易事，这意味着我要“脱胎换骨”，跨专业进行博士后课题的研究。
回想起来，这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拐点”，如果这个“拐点”的时间坐标以2005年8月27日我跨入复
旦校门的那一天算起，那么就在这个“拐点”上，我彻底地失眠了。
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住在复旦大学北苑99幢“卿云苑”701房B室的那个晚上，我睁着眼睛直到天亮，而
平常我是只要头一挨枕头立马就会打鼾的好睡之徒。
这一晚，我之所以彻底失眠，是因为那天在复旦报到后，我翻阅了发给我的复旦大学博士后手册，其
中规定博士后进站三个月后就要做开题报告，过不了这一关就得自动淘汰。
三个月后就要完成开题报告，这怎么可能？
对于新闻传播学我简直就是门外汉，连一般常识性的知识储备都没有。
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完成开题报告，我真是自信全无。
但是，一想到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言放弃。
记得进站不久，我对导师李良荣教授说：“我可能是您学生中水平最差的一个了，但我会做最用功的
学生！
”现在想来，这话说大了，李门学生个个用功，最用功的学生是轮不到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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