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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有企业之始，便有企业文化存在，由于社会形态的限定，这种依附于商铺作坊的文化在浩
瀚的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更多地体现于商贾的“从商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几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向，企业文
化管理越来越受到各个层面的重视。
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管理理念，与国际企业接轨的同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
面开展自己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使企业重视企业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的同时，对企业文化的关
注度也再次提高。
此时，我们更需要理性地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国的企业文化？
中国企业文化如何传承和创新？
如何通过企业文化的兴盛来实现企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此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暴露出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除了缺少自
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技术装备落后等原因外，企业管理方式粗放、文化缺失、软实力弱也是重要
的因素。
　　企业文化是引领企业发展战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员工综合
素质，塑造企业良好形象，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思想，能够发挥凝聚人心、鼓舞创新，增强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中国企业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应该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既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也要汲取欧美等先进企业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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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纵横》作为一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企业文化建设在中国走过了20多年的
历程，但一直处于理论上百家争鸣和实践上各自探索的状态。
中国企业文化的内涵是什么7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建设体系包含哪些内容？
缺乏权威性的解答。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纵横》全面梳理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脉络，从思想基础到理论概述，从操作实务
到实践探索，展现了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建设体系的全貌。
特别是以中央企业文化建设为模板，阐明了企业文化与中国主流思想结合，企业文化执行体系和机制
建设，企业文化建设评价体系等关键问题，是中国企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典范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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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诞生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使企业管理的传统思想带有浓厚的西方科学主义色彩。
经验管理把企业看作单纯的经济组织，把生产过程看作单纯的物的运作过程，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物，
人被看作物（机器、产品）的附属品，这其中的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成为阻碍企业进步的桎梏。
经验管理理论崇尚的是理性管理，不重视管理中人的情感因素，追求企业管理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精确
。
科学管理理论则引入了心理学研究成果，从人的心理来解释人的行为，从满足人的不同需要、实现人
的不同动机的角度来激励或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但这种理论仍然把企业
看成一个“封闭系统”，不关心市场、竞争等企业之外的事情，同时把对人的激励、满足人的需要当
作纯粹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一直到后来的管理理论丛林时期，科学管理仍以侧重管理的定量指标为主，没有解决企业宗旨、企业
价值观等“软因素”命题。
　　“软因素”命题使得文化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由于该理论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要素，以企业文化
为表现形式，这一充满东方人文色彩的管理哲学有效地弥补了西方传统管理思想中的先天不足。
企业文化理论的出现和兴起，就“以人为本”的理念来说，是科学管理发展阶段的延续，但决不是科
学管理理论的简单重复。
企业文化理论把文化研究成果应用于企业管理之中，以人为核心，充分发挥文化作用，它与其他管理
理论的重要差别在于——企业文化体现了共享性，即文化是一系列可以共享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使
个人认同并被群体接受的共同标准。
因此，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文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一、企业文化理论的发端企业文化既瓮最早的提出，起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
二战后，日本经济一度衰败，但是，日本企业却在艰难中快速复苏。
特别是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迅速凌驾于美国制造业之上，日本在汽车、家电、信息、光学、
钢铁、造船等许多领域开始全面超越美国，并大有通过投资来“收购美国”的趋势，这引起了美国经
济界的警觉和思考。
美国开始派出大批的考察团远赴日本，考察和总结日本企业的管理经验。
经过认真调研，美国研究人员认为，日本企业成功的深层原因在于：日本企业打破了西方理性主义的
管理框架，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逐渐形成了独有的以人为中心、以团队精神和情感氛
围为特征的企业文化。
美国人此时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日本人经常说“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
　　（七）风格的民族性。
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由于民族区域生态环境不同，文化积累和传播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民
族文化。
任何企业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都必定是某一民族文化的微观表现形式。
因此，民族性也就成为企业文化必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风尚、伦理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准则
等等，往往成为企业文化发育的营养基。
例如，日本的“公司精神”——“诚”、“和”、“开拓者精神”等等，就是在激烈的商品竞争背景
下，吸取日本文化的拼搏精神而生成的。
二、优秀企业文化的典型特征企业文化是-个企业的灵魂，成功的企业大都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
对一些几十年持续发展、经久不衰的企业进行分析发现，尽管他们的经营战略和生产总是不断地适应
外部世界的变化，但始终保持着稳定不变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目标。
能够在不断发展中保持其核心价值观不变，正是这些企业成功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
优秀企业的企业文化往往很独到，彰显个性。
生产技术可以学，规章制度可以学，但包括企业全体员工内在的追求、具有个l生的企业文化，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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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和移植的。
　　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满足四个标准：独特的个性、基于战略、符合特定时代的商业准则、基于人
性。
　　（一）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是基于个l生的，个性是企业文化的生命。
企业文化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该企业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的个性化表现。
不是标准统一的模式。
每一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同，企业的构成成分不同，面对的竞争压力也不同，所以其对环境作出反应
的策略和处理内部冲突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
同样属于日本企业，索尼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开拓创新，尼桑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顾客至上。
同样属于美国企业，惠普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IBM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尊重
人、信任人，善于运用激励手段。
这表明，企业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标准化的，但其价值内涵各不相同，如果一个企业的文化不能充分体
现个性，这种文化就很难说是优秀的。
企业文化个性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领导者的文化个性。
即企业领导者的追求、思想和理念，实质上就是企业领导者对企业经营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思考
。
更重要的是，只有当企监文化充分体现企业领导者的文化个性时，企业领导者才会做到身体力行和不
遗余力地倡导。
二是企业的组织个性。
即企业独特的经营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等，体现了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一些成功的精神特质，这
些精神特质对企业未来的成功具有极大价值。
通常，企业家的文化个性与企业的组织个性是有机融合的，企业家的文化个性，大多指创业者，例如
万科与王石、海尔与张瑞敏、惠普与休利特等。
三是企业的品牌个性。
企业的整体形象以品牌来体现，品牌个性是企业领导者的文化个性和企业的组织个性的外在表现。
在品牌塑造方面，个性尤为重要，不仅要体现企业的价值理念，还要在同行业、同类型的产品中鹤立
鸡群，给人信赖感和深刻印象。
没有个性的品牌，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品牌。
上述三个方面综合形成企业文化的个性，优秀企业文化必须是基于个性的，但并不等于个性的企业文
化必定是优秀的企业文化。
　　（二）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是基于企业战略的，充分体现对战略的全面支持。
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充分体现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和谐一致。
如果一个企业试图以“成为行业里技术领先的佼佼者”为战略目标，而企业文化里却充满了一种谨慎
保守、害怕出错、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气氛，显而易见，这是有悖.于战略目标的实现的。
一个企业的战略规划是国际化，那么在企业文化中就要体现多元性和包容性，若是固守本土特色，不
肯与当地文化融合，国际化战略便很难成功。
可见，一个企业的文化只有充分体现对其战略的全面支持功能，才能实现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
功能。
理解企业文化对战略的全面支持功能的重要性并不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
之间建立有效的对接点，让企业文化充分体现对战略的全面支持功能。
　　（三）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是基于时代精神的，符合特定的商业准则。
优秀的企业文化除了要符合适应于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商业准则，即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基本游戏规
则，例如诚信、公平竞争等，还应符合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形成的新的商业准则，如双赢或多赢、职业
化等，要具有时代性和社会责任感。
企业一旦违背这些游戏规则，就会受到市场的抛弃。
很难想象，一个不讲诚信的企业或没有职业化精神的企业，如何获得顾客的忠诚、投资者和供应商的
信任、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尊敬，而这样的企业又如何成功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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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本的商业准则，是企业必须遵守的底线之一。
许多企业包括全球性的跨国公司，正是由于没有遵守这些基本商业底线而在瞬间崩溃和消亡。
如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的垮台，就是源于其信任危机。
更具深层次的意义是，一个企业只有遵守这些底线，才能保证企业外部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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