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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发给艺术家卓别林这样一封生日贺电：“您的艺术作品誉满全球，您真不愧
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
”卓别林是这样回复爱因斯坦的：“您的相对论仅为世界上少数人懂得，您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前者“雅俗共赏”很伟大，后者“曲高和寡”也伟大，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这恰恰体现出“
艺术性”与“科学性”的一致性。
　　对上述对话的一般理解是：科学往往为少数人所发现，“曲高和寡”；而艺术必须要让大多数人
所接受，“雅俗共赏”。
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
如果再从另一角度分析，才能做到圆满理解，即科学虽然由少数人所发现，但却可以被多数人所掌握
；而艺术虽然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却只能由少数人所创造。
“科学性”与“艺术性”在哲理上是完全一致的。
　　对科学和艺术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科学分科学发现和成果应用两个层面，艺术也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两个层面。
科学发现和艺术创作都比较难，而科学应用和艺术欣赏相对都比较容易。
人们常说，“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里所说的“科学”多指“科学成果的应用”，而这里所
说的“艺术”却多指“艺术的创造”。
对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来说，越高层的管理（如董事长和CEO的工作），艺术成分越多；越基
层的管理（如部门经理或车间主任，甚至是现场调度或质量控制的工作），科学成分则越多。
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演员出身的里根可以是一个胜任的国家总统，却难以当好一个企业工程师。
企业和国家都是这样，越往高层，“外行领导内行”越普遍，而越往基层，专业技能越重要。
当然，与此相应的一般的规律是：越是高层，“艺术创造”越重要；越是基层，“科学应用”越普遍
。
　　对于工商管理教育而言，其课程体系中既有含科学成分较多的课程，也有含艺术成分较多的课程
。
前者主要有：“生产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会计学”等。
后者主要有：“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与伦理”，“企业战略”，“公司组
织设计”或“公司治理结构”。
“企业、政府与社会”等。
当然，也有的课程近乎是科学成分和艺术成分并重的，如“公司理财”，“数据、模型与预测”，“
管理经济学”等。
　　我自己和很多从事工商管理教育的教授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教学过程中，科学成分越多，越
适合课堂教学，也就越利于成规模培养；而艺术成分越多，则越适合个人感悟，也越适合于案例教学
，从而只能侧重于个别指导或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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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科学和艺术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科学分科学发现和成果应用两个层面，艺术也分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两个层面。
科学发现和艺术创作都比较难，而科学应用和艺术欣赏相对都比较容易。
人们常说，“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里所说的“科学”多指“科学成果的应用”，而这里所
说的“艺术”却多指“艺术的创造”。
对于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人员来说，越高层的管理（如董事长和CEO的工作），艺术成分越多；越基
层的管理（如部门经理或车间主任，甚至是现场调度或质量控制的工作），科学成分则越多。
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演员出身的里根可以是一个胜任的国家总统，却难以当好一个企业工程师。
企业和国家都是这样，越往高层，“外行领导内行”越普遍，而越往基层，专业技能越重要。
当然，与此相应的一般的规律是：越是高层，“艺术创造”越重要；越是基层，“科学应用”越普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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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音像、楷模、仪式、价值四层次说”。
它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所特有的集体精神面貌，大体上包括音像（如企业内部的活动、企业
标志、制服等）、楷模（如企业创始人和关键技术发明人等）、仪式（如纪念会、庆功会、表彰会等
）和价值四个层次。
　　在给企业文化下定义时，有的国内学者从物质载体去考察，有的从精神内容去考察，有的从物质
载体与精神内容相统一的角度去考察，有的从功能性作用去考察。
但企业文化是企业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这是一个基本公认的定义。
　　总之，企业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企业
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
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
　　在企业文化中，企业价值观、企业使命和企业精神是三个经常互用和误用的概念。
一般说来，美国人喜欢用“使命”，欧洲人喜欢用“价值观”，而中国企业经常用“企业精神”一词
。
在我国，大陆的企业经常使用“企业精神”一词来表达企业的目标价值观，在台湾地区，则经常使用
“管理哲学”一词。
在台湾，“管理哲学”相当于美国人所谓的“企业文化”和日本人所说的“经营理念”或“经营哲学
”。
　　企业精神文化在整个企业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之源，是
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环境氛围、时代精神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等影响所形成的一种
“精神文化”。
它包括企业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使命、企业经营哲学、企业精神、企业宗旨、企业作风、管理
风格等。
它是与企业形象中企业理念识别系统相对应的。
　　企业制度文化是指企业中的各项“正式制度”，是企业精神文化的具体化。
企业的精神文化必须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正式制度与规范，才能被广大员工接受。
如果企业的制度与规范违背企业的精神文化，那么企业就会陷入“知行不一”的病态文化之中。
企业的行为规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对内行为规范与对外行为规范。
对内行为规范，使企业的价值观理念得到员工的认同，以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凝聚力的内部经营环境。
对外行为规范，通过一系列对外的行为，使企业的形象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以创造一个理想的外部
经营环境。
企业行为规范不同于企业规章制度的地方在于：前者是对员工的“应然要求”，只是希望员工“应当
如此”，目的在于唤醒员工的主体自觉性；后者是对员工的“必然要求”，强制员工“必须如此”。
可见，企业制度文化已深深影响了企业的行为文化。
　　企业行为文化是以人的行为为形态的企业文化的形式，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为规范员工行为
而制定的“行为规范”，二是员工的具体行为所折射出的“文化”。
它包括企业家行为、企业模范人物行为、企业普通员工行为等。
一般说来，企业员工行为规范的内容大体上包含以下内容：仪容仪表、岗位纪律、工作程序、待人接
物、环卫安全、素质修养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文化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