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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业文化研究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直接影响我国现代企业在知识经济时
代能否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学术研究领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文化产业起步不久，就有学者指出了现代企业与文化产业的密切关系。
1984年，企业文化在我国作为一个专业概念开始出现，尽管现在看来当时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不
够准确的：此后，有关企业文化的零星论述，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之中，部分文化学的论著也涉及到
了文化创意产业问题。
但总体上说，这些研究还是很零散的，没有引起企业管理理论界和文化实业界的足够重视。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企业文化研究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中国企业文化学会的成立和几个重要的
企业文化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我国企业文化研究开始由自发的、零散的状态向自觉的、有组织的状
态转化。
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专门研究企业文化的机构或团体组织大量出现，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企业文化
研讨会不断召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今非昔比，企业文化已经成为我国
当代企业管理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这一研究热点的形成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现代企业的迅猛发
展，人们对于企业经营活动规律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大量的经验教训面前，人们充分意识到了工
商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文化耦合特性，从而使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领域开始受到重视。
但迄今为止，我国的企业文化研究显然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离现代企业成长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因此，强化企业文化研究的主体意识就显得十分重要。
其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国内许多地区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
产业的发展。
我们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无疑对我国企业文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入思考和准确把
握企业文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成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学术课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编写了《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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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以一般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企业发展中对文化建设的现实需
求，在目前学术界有关企业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介绍了企业文化理论体系、企业文化测评方
法和企业文化实践活动，并重点关注跨文化冲突、企业文化传播与创新等新领域，最后辅以国内外企
业文化综合研究案例，帮助读者掌握和应用《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内容。
企业文化研究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
动力源泉。
　　《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内容丰富、结构严密，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工商管理各专业本科、硕
士和MBA的教材，也可供企业文化决策部门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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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文化的特征与分类　　1．文化的一般特征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具有独创性的概念是人类
社会独有的存在物。
由于文化的出现，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方才实现。
文化之于社会犹如空气之于生命，它似乎不可观察不可度量却又无时不在我们周围。
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复杂而且庞大的系统，它的多样性和时代性自不必多言，但揭开表面透视其深层，
我们仍可发现文化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
从某个角度而言，文化就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经验。
文化如果没有继承性，就无人类发展可言了。
每一代新生人类都必须从头学起：学会使用石器、发明语言、驯养牲畜、营造居所，积累科学和艺术
知识等等，文化将始终在最低层次不断重复，不可能进步。
可见，文化的继承性是文化的基础。
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在否定前一阶段的同时，必须继承它的所有内容，以及人类在以前
发展的所有阶段所取得的成果。
　　第二，文化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
文化是人经过后天的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的遗传本能，文化不像基因那样
可以遗传，而是人们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行为规范。
通过遗传而获得先天性的行为方式是不属于文化范畴的。
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生发出来、传承下来的。
传承的方式包括有意识的教化、强制性的惩戒，以及在不知不觉中的模仿，比如模仿父母、师长，和
在不知不觉中的践行，比如在各种仪式、活动中的从众行为等。
　　第三，文化具有积累性与变异性。
积累性是指文化在存在过程中从一个个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向另一个个体、另一个民族、另一个
时代的延续发展和累积叠加。
变异性是指文化在累积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特性。
文化的积累性与变异性是统一的，是一个辩证内容的两个方面，没有累积就不会增加，不会发展；而
不会发展也就不会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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