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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从狭义上讲体现为人文管理理论的最高层次。企业文化重视人的因素，
强调精神文化的力量，希望用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形成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
德规范，凝聚企业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企业员工为企业和社会的发
展而努力，并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产生作用。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从企业的层面上来看，企业文化是企业所依赖的一种文化价值观。企业是一个经济
实体，企业里的一切围绕着生产和经营展开活动，只有经济价值观，没有文化价值
观。但事实是在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中无不充满着文化的气息，文化的价值观始终主
宰着企业的一切营销活动和它的经济价值观。企业文化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溶入
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企业文化的抽象性，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往往不
被人们所认识与重视。其实它就像空气里的氧气一样无时无刻地环绕在我们身边，虽
然看不见摸不着，可是离了它却不行。所以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从企业员工个人的层面上来看，企业文化是员工行为的指导思想。现代企业里的员
工，已不仅仅只想通过劳动从企业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他们还需要被社会和企业
认可，并有一种个人的成就感和归属感。企业是员工赖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环境寄托，
企业也就是员工之家。让员工们认识到企业是自己的企业，这就是好的企业文化产生
出来的积极作用。反之，员工们认为企业不是自己的企业，吃光、用光、败光，这是
失败的企业文化产生的消极作用。企业文化就是全体员工认可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
值，它规划了员工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并渐渐将其演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规
则。而且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还能在新老主管交替、新老员工交替过程中具有延
续性和保持性，这样的企业文化能使企业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二、我国企业文化中存在的误区  

1、注重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内涵  

在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
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活动和企业形象设计都是企业文化表层的表现方式。企业
文化是将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全体员工，通过教育、整合而
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影响企业适应市场的策略和处理企业内部矛盾冲突的
一系列准则和行为方式，这其中渗透着创业者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人性的基
本假设、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凝结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集体形成的经营理念。将这
些理念和价值观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企业文化，如果只有
表层的形式而未表现出内在价值与理念，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没有意义的，难以持续
的，所以不能形成文化推动力，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了深远的影响。  

2、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精神而脱离企业管理实践  

有些企业家认为，企业文化就是要塑造企业精神或企业的圣经，而与企业管理没有
多大关系。这种理解是很片面的。企业文化就是以文化为手段，以管理为目的，这种
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企业组织和事业性组织都属于实体性组织，它们不同于教
会的信念共同体，它们是要依据生产经营状况和一定的业绩来进行评价的，精神因素
对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生产效率及企业发展固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不
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它是渗透于企业管理的体制、激励机制、经营策略之中，并协同
起作用的。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的价值观是贯穿在企业经营活动和企业管理的每一
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中的，并与企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因此不能脱离企业管理。  

3、忽视了企业文化的创新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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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是迎合时尚的标语。综观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方方
面面都大体相似，但是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其实，每一个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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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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企业文化是在某
一文化背景下，将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经营策略、企业内外环境等多种因
素综合考虑而确定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因此，企业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标准化的，
但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价值内涵和基本假设各不相同，而且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
也都不同，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个性化特色。  

三、全面构建企业文化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㈠企业文化的构建要以人为本  

1、发现并关注细节。企业中蕴含着某种有价值的独特文化因素，这是任何一个企
业在创办或运行过程中都会有的因素。比如说，有的员工非常爱护自己的机器，有的
员工上下班非常准时，有的员工特别节俭，有的员工喜欢着装朴实整洁，有些员工非
常喜欢学习新的知识，甚至业余时间自费去读培训班，有的员工喜欢钻研，总想改进
产品形状和功能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好的细小的文化现象。我们的管理者通常不会特
别注意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善于培育企业文化的管理
者，才会知道它们的价值，发现它们的价值，因为它们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基础要素。
好的企业文化，就是在一些琐碎的积极要素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2、立足于内部。对于企业文化因素，有些管理者不认为那是从本企业孕育出来
的，而是看重外部引进、移植。企业管理者通常认为：企业可以任意造就文化，甚至
认为管理者自己可以造就企业文化。其实，这种企业文化移植论，少数人创造论是不
合乎实际的。企业文化是内生的，而不是外在的，更不可能由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
这种强加给企业的文化由于缺少根基，往往成为一种装饰。好的管理者恰恰善于发现
本企业积极的文化因素，能够慧眼识珠。  

3、走出口号，走向员工。把概括的企业文化其特征描述、标志性事件、典型案例
与代表性人物品格、思想、选择恰当的方式和途径传达给全体员工，使他们努力理解
这种文化表现。员工接受与否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前面的三道程序任何一道程序
做得不到位，都可能影响员工接受这种文化，非本企业产生的文化因素会引起抵触，
难以与本企业完全对接，管理者本身没有文化潜质则很难发现企业文化的因素，即使
看到一些文化因素也难以与之产生共鸣，概括提炼失真，不当，员工也不会接受。可
以利用各种渠道渗透到员工的工作和活动中去，目的就是让员工接受接受企业文化。  

4、融进员工的意识。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接受、理解和认同，要在企业经营活动中
体现出来，即表现在日常的工作中。最初可能是被动的，员工会按照企业文化的要求
约束自己、规范自己。如果这种被动的约束与规范不能转变成员工的自觉行动，企业
文化建设也会流产。所以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使员工产生自觉行动，没有外在约束，这
时的企业文化才算初步建立起来。员工的自学行动是企业文化初步建立的标志。再
有，企业每一项经营战略的实施、每一件高质量的产品都要靠全体员工的有效工作来
实现。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员工的文化教育和业务培训，并教育员工树立为用户服
务、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价值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增强工作责任心。企业开展丰富多
彩的、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以各种活动为载体，丰富员工的团队精神，提高
企业凝聚力。  

5、突出和依靠主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领导者的关键作用和员工的主体作用缺
一不可，员工的主体地位不可忽视和动摇。强调突出和依靠主体，就是要注意吸收员
工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创造的特色文化原料，注意发现和升华员工在工作中创造的闪光
点，不断充实企业文化的内容。突出和依靠主体，还要在提出和形成企业文化关键要
素的过程中走群众路线，使企业文化的内涵在反映企业发展方向与反映职工的意志和
根本利益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和依靠主体，还要在企业文化诸多要件都按程序
正确确立起来以后，必须通过反复深入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工作达到全员认同，变为全
体员工的自觉行动。突出和依靠主体，还表现在领导者和领导班子要率先垂范地实践
企业文化的信条，自觉接受职工群众的监督，使企业文化不仅成为领导者对全体员工
的要求，也同样成为全体员工对领导者群体的要求。  

㈡企业文化要不断创新  

员工把企业文化与自身融为一体，从自己身上就能体现出企业文化，员工需要像完
善自身一样去完善企业文化，这些都仅仅完成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初始进程。创新企业
文化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二步进程。由于企业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企业
不能固守一种固定文化表现形式，它既要保持其文化的本质不变，又要不断创新它的
表现形式，增添新的文化内容，这是企业文化获得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创新不能一次完成，员工能自觉不断地创新企业文化，才能使企业文化走向成熟。
成熟的企业文化是一个能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文化，其标志是上下同欲，自觉求新
求变。企业文化深入到企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种活动，并有巨大的同化作
用，使新的企业员工能很快融入到企业的文化当中，接受、理解企业文化、认同企业
文化、自觉约束自己，通过自身体现企业文化、加入到创新企业文化的过程中。  

创新是企业活的灵魂。创新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和生命力所在，是企业价值观的
内核，它与时代的发展和环境变化同步，不能有丝毫的窒息和停滞。没有创新的文化
就没有创新的企业英雄人物和创新的员工队伍，就没有创新的技术、创新的管理、创
新的产品、创新的服务和市场，企业就会丧失其社会价值的依据。把创新这个内核植
入企业价值观，全方位融入企业文化诸多要素和建设企业文化的全过程，培育全体员
工的创新精神，使创新成为企业的品质，这是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始终关注的焦点问



题，也是所有成功企业的共同经验。创新作为一条成功的共同经验，又存在于各个企
业的个性化实践之中，以本企业特有的表达方式、实践式和实际效果表现出来。成为
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与企业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要激发和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
同时为其提供创新的外部环境，大力推进企业的经营理念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和产品创新。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注意发现、总结、提升独具特色的创新内核，无疑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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