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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长期在企业管理一线从事企业文化实践，深感流行的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都存在很多误区，
导致企业所说的文化与其实际的文化相差甚远。
因此，尽管我们天天在喊“企业文化”，还有那么多的书在论述“企业文化”，那么多的研究机构(包
括企业文化咨询公司)在研究“企业文化”，那么多的报纸杂志在宣传“企业文化”，而真正的企业文
化却远没有在我们的企业中形成。
　　企业文化的历史只有二十年。
20世纪80年代，几位美国学者在研究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时，提出了“企业文化”这个概念，可以说
他们基本上解决了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地位问题，确立了企业文化基本的理论框架，可是他
们并没有深入研究企业文化的实践问题。
正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没有开发新大陆一样，企业文化实践问题似乎不可能由美国学者来解决。
这是美国的民族文化决定的。
这个问题只能由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管理学者和企业家(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的学者和企业家)
来完成。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一方面必须在物质建构上讲科学、讲
环保；另一方面必须在精神的建构上讲文明、讲社会责任，也就是文化品位。
这样，培育企业文化也就成了我们中国企业必然的追求。
日本民族是个技术观念很强的民族，企业文化实践实际上就是技术问题，就像管理学应当是技术经济
学那样。
日本企业的务实求精，没有相应的文化追求作基础是不能实现的。
　　不能说我们在企业文化的实践上毫无作为，不少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
了“两张皮说”和“落地说”。
然而，怎样解决企业理念和企业实际两张皮？
怎样让企业理念落在企业管理的实际上？
一直还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和解决许多管理问题一样，是个体系问题。
要解决企业的目标管理时，如果不建立目标管理体系，什么目标也不可能到位。
目标管理体系至少应包括目标的制定、目标的分解、目标的实施、目标的跟踪、目标的检查考核、目
标的激励等系统。
要解决员工激励问题，就必须建立激励体系，即一系列奖励规定、一系列惩罚规定、激励实施跟进系
统、检查落实系统等。
企业文化培育更是如此。
它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不是零敲碎打、东拼西凑就能解决的。
而我们的企业往往只从企业的横向来理解企业文化体系，提出所谓质量文化、营销文化、设计文化、
战略文化、品牌文化等，这样就把整体的企业文化按职能一一割裂开来了，变成了一个公司并存多个
企业文化，这是十分有害的。
所以本书重点在如何确立企业文化培育体系方面从企业纵向提供了一系列的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
方法具有普遍性和可行性，可供企业当做企业文化培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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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对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威胁最大的与其说是质量问题，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
质量差是表象，企业文化没上来是根源。
企业文化不像质量能直接带来利润，但它能直接带来质量，带来品牌，带来美誉度，带来企业的兴旺
发达。
本书主要讲述了企业文化的基本概念，企业文化的特性，企业文化的载体以及企业文化的培育和积淀
等内容。
本书要对企业家们、企业的老板们、广大的职业经理人大声疾呼：必须真正重视企业文化培育，下大
力气确立企业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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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弄清企业文化是什么，必须先搞清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个含义十分宽泛的词，几乎无所不包。
纵观古今中外，对文化的定义比较有名的大约有两百多个。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尽管不尽相同，但实质却一样。
　　这里有个大文化、小文化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世界上非自然的事物，即人为的事物都在文化的范畴。
比方说，在人迹罕至的原始高山捡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纯粹是自然物，毫无文化的意味。
然而把这块石头嵌在盆景里，成了盆景不可或缺的审美要素，这块石头就不是自然物了，而成了“文
化”。
因此，可以说文化就是世界上人所为的事和物。
所以，大家比较赞成“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这就是大文化。
　　在这个大定义下就出现了相对于无知的文化。
比如人们称文盲、无知识的人都说他没有文化。
这里的文化是什么？
是知识。
　　还有相对于粗俗的文化。
如果某个人无礼貌，无修养，俗里俗气，人们也说他毫无文化。
这里，文化指的是道德、修养、品位。
　　平常还把娱乐活动也叫做文化活动。
唱歌、跳舞、下棋、玩牌等体育活动，都叫文化活动。
这里文化指的是文娱。
　　人们在填写个人履历表时，有一栏叫“文化程度”，意思是说是小学毕业，还是中学毕业、大学
毕业或大学肄业。
很明显，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学历。
　　如果人们应邀去朋友家观赏他新装修的房子，一定会根据他装修的情况给予“古色古香，透出浓
厚的古典文化味”或“整体、大气，颇有现代文化的韵味”等赞美。
这里的文化指的就是趣味或氛围。
　　诸如此类，都是指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把它叫做“大文化”。
　　第二节地域文化——决定一个地域的竞争优势　　由于山水阻隔，相同或相近地域的人会往来多
些，各种交流较为频繁，与山外或对岸的人往来就少些，就形成了地域文化。
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文化，或大同小异，或完全不同，取决于山水阻隔的程度。
　　国与国之间，一个国家内省与省之间的人们，肯定会有不同的思想、生活习俗；一个国家内不同
的民族也因为居住地的不同和各民族传统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表现为各地处世待人的不同态度和共同的风俗习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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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企业管理体系和管理目标出发　　讲述企业文化的基本概念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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