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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春峰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经营业
绩、兴衰成败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企业文化建设是提升企业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是
企业长寿、基业常青之道。企业文化力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本文对
坚持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创新观作了探讨。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建设；   创新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8）06-001
0-02
面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面对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我们应当坚持
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创新观？我们究竟需要建设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
企业文化？对此，通过对多个行业、各种类型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的观察与调研，我们可
以用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方面来加以回答。 
一是一个根本指导思想，一个总目标，一个总定位，一个基本点，还有一切从企业实际出
发。 
      一个根本指导思想，是说各行各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十六大以来党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这是我们
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个总目标，是说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先进企业文化。说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其
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具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根
脉。这个文化底蕴和根脉对于缔造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形成现代企业精神和企业
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做到优秀传统文化与
现代企业精神的紧密融合。而先进的企业文化，其先进性必须体现在员工广泛参与的实践
活动中，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引领。 
一个总定位，是说企业文化的总定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经营管理文化。过去常常
把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文体活动，这是一种误解。企业文化的“出生证”、“身份证”是
管理文化，这就是经常讲的管理学属性，但经营与管理并不能画等号，只讲管理文化面窄
了，所以讲经营管理文化。讲企业文化是经营管理文化，就抓住了企业文化定位的主体内
容。 
一个基本点，是说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点是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于增强企业整体素
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在过去，经济学界讲企业核心竞争力通常不涉及
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界讲企业文化又不联系企业核心竞争力，这是两种片面性。应当
说，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灵
魂。 
讲了以上四个一，还要讲一切从企业实际出发。为什么呢？因为企业文化设计脱离企业实
际的状况实在不少见，特别是请专业公司提供的方案常常有这样的弊端。企业的性质、规
模、行业、业态、历史、现状与发展前景都很不一样。企业文化建设规划与创新，只能从
企业的具体实际出发，这才是真正坚持科学的企业文化创新观。 



二是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个融合，两个“大家”，两个积极性，两个“文化自觉”。 
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说企业文化的主要内涵是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也可以称之为理念
文化和行为文化。培育和确立价值理念，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下，实现企业价值、员工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这三个方面一个也不能
少，必须是均衡协调发展，而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不能择其一而不要其二，也不
能择其二而不要其三。行为规范包括：企业整体行为规范、企业组织行为规范和部门行为
规范、员工个体行为规范。从我国一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手册》来看，有一个毛病，就是
把企业文化手册，搞成若干理念口号的简单汇编，而没有行为规范。这不仅失去了体系
上、逻辑上的完备性，而且失去了企业文化的实践性和可操作价值。优秀的《企业文化手
册》，还表现在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相互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关系。价值理念中就
蕴涵着应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行为规范、行为习惯。而行为方式、行为规范、行为习惯
又体现着价值理念的引导，二者有内在的逻辑，是浑然一体的。 
两个融合，是说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目标实施相融合，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管理相融合。
两个融合也可以叫做两个融为一体，就是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实施融为一体，企业文化与
企业经营管理融为一体。人们不难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企业文化脱离于企业战略目标的
实现，企业文化与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的实践相脱节，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样的
企业文化“创新”还有什么用？ 
两个大家，是指在企业中要形成“大家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大家的企业文化”。如果企业
文化只是一两个人的，或者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企业文化，那是不能持久的，也不是我们所
要建设的形成企业综合竞争力的有效管用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 
两个积极性、两个文化自觉，是说建设企业文化，既要有企业家、企业决策者、企业领导
人的积极性、文化自觉，还要有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文化自觉。不能把企业文化简单地归
结为老板文化，以为只要有了企业家的积极性和文化自觉就可以了。企业文化必须为广大
员工所认同、所确认、所信奉、所实践。卓越的企业文化，都有这样一个特性。一个企业
的企业文化要做好，要体现在企业运作的各个方面，要表现在经营业绩上，就必须有广大
员工的参与与实践。 
三是三性，即自有性、原创性、独特性。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都是在企业自身长期的经
营实践中凝结、积淀起来的，都不是从书本上照搬过来的，也不是从别的企业照套过来
的，而是从自己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经过文化整合、提升而形成的。它具有鲜明的行业特
点与企业个性。 
四是四好，即好识、好记、好用、好传播。好识是说好识别。好记是说让人一看就明白，
一听就懂、就忘不了。好用是说企业文化要有效管用，要化为员工的灵魂，要变成员工的
行为习惯和行为规范，这样才能表现为实际的经营业绩。好传播，是说企业文化不仅要在
企业内部形成氛围，而且易于在社会流传，在社会产生吸引力、感召力和形象力。近些年
来，企业文化建设和设计，追求这“四好”，已经成为许多企业的共识。 
五是五个不能，即不能繁琐化，不能雷同化，不能玄虚化，不能模式化，不能“双脚离
地”。 
不能繁琐化，是说企业文化建设方案要化繁为简，而不能化简为繁；要深入浅出，而不能
浅入深出。现在的一些企业文化设计方案，往往搞得五花八门，天花乱坠，让人们看起来
如入五里云雾。应当说，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一种愚蠢的设计；而把复杂的问题简明
扼要地表达出来，才是聪明的设计。 
不能雷同化，包括不能克隆、不能复制、不能照搬照套。现在一些设计公司搞的企业文化
设计方案，在理念表达上，雷同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失去了企业文化应有的个性化特
色和独具魅力。 
不能模式化，是说企业文化建设没有到处可以套用的固定模式，不能搞批量生产，不能把
一种设计方式搬来搬去，到处套用。 
不能“双脚离地”，形成“新两张皮”。这里讲的“双脚离地”，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
是员工对那种脱离实际的搞花架子式的企业文化的一种讽刺，是指企业文化只是作为口号
挂在墙上，说在嘴上，写在纸上，不能变成员工的行为方式与行为习惯，不能变成自觉行
动，即是说企业文化不能“落地生根”。过去常讲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不能搞成
“两张皮”。现在，有的企业搞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企业的实际运作各不相
干，变成又一个“两张皮”，这叫“新两张皮”，这种状况应当竭力避免。 
(本文作者：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  柳  波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