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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评价体系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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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愈加迅猛，一个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好的企业
文化作为支撑。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是“好”的企业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
评价与分析，本文从理论角度研究了企业文化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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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发展如同自然人一样，也是有生命周期的，怎样才能使企业之树长青，并
喷发出勃勃的生机，怎样才能锻造中国企业神话，建立并享有自己独立风格的企业文
化是不可多得的组成部分。因此如何认识文化、评价文化，已成为近年来理论界与企
业界的一大热门话题。如何建立科学、完善的企业文化评价指标体系，也是目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  

    一、企业文化评价的目的  

    企业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优良的企业文化能把企业的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有机
统一起来，对外讲求信誉，注重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对内尊重员工，形成凝聚人心
的企业精神，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不良的企业文化不顾社会效益甚至以牺牲社会效
益为代价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没有形成企业凝聚力，最终会使企业走向衰败。那
么，如何判断企业文化的优劣，就需要对企业文化进行科学地评价，从而引导企业向
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企业文化的结构  

    现阶段企业文化可分为四个层次，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
化。这些不同的层次划分都有其合理性，使用不同的层次划分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并无
大碍。在分析企业文化评价指标时，为了突出实用、准确，本文选择了最后一种分
法，即四个层次的划分方法，并对各层次的内容进行了界定。其结构框架如图所示。  

                                

    企业文化结构示意图  

           1．表层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它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
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是一种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企
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通过建立科研体系、重视产品的开发、服务的质量、产品
的信誉和企业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文化设施等物质现象来体现的。企业文化不仅体
现在产品以及技术这些物质载体上，还通过厂区建设，包括生产环境的改造，生活设
施、文化设施等诸多方面来体现。  

          2．浅层行为文化    企业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全体员工在生产经营、学习娱乐中产生
的活动文化。它包括企业素质、企业作风以及企业形象。它是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面
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也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折射。企业素质又包括企业
家素质、员工素质、企业基础管理素质和技术装备素质。企业的经营决策方式和决策
行为主要来自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经营的主角。在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中，最
受人敬重的是那些集中体现了企业价值观的企业模范人物。这些模范人物使企业的价
值观“人格化”，他们是企业员工学习的榜样，他们的行为常常被企业员工作为仿效
的行为规范。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企业员工的群体行为决定企业整体的精神风貌
和企业文明的程度。  

           3．中层制度文化    企业的制度文化是由企业的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和民主管理构
成的外显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中坚和桥梁，把企业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
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企业的制度文化一般包括企业员工行为规范、员工教育培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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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组织结构等。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与企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企
业的经营体制和企业的管理制度等问题。企业的组织形态和管理形态体现了企业各自
的经营管理特色，反映了企业制度文化的个性。  

           4．深层精神文化    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一种企业意识和文
化观念，是一种以意识为形态的深层企业文化，用以指导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经
营哲学、价值观念和企业道德，是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整个企业文化系
统中处于核心地位。企业精神文化是企业广大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逐步形成
的，并经过企业家有意识地概括、总结、提炼而得到确立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
是企业优良传统的结晶，是维系企业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企业精神这一概念的自身
就是把企业人格化了，它是由企业的传统、经历、文化和企业领导人的管理哲学共同
孕育的，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独特的、鲜明的经营思想和个性风格，反映着企业的信
念和追求，也是企业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企业精神文化包括企业精神、企业价值
观、企业哲学和企业道德等内容，是企业意识形态的总和。每个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
独特的适合企业发展和企业状况的企业精神。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功能  

           1．描述功能     

    企业文化体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因此所选择的
评价指标要能够从整体上反映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和渗透状况。  

           2．评价功能     

    通过评价指标能够在描述一个企业文化的同时，对企业文化做出总体评价  

能够对企业文化的结构做出划分，对于每一个结构层的文化，应当建立不同的评价要
素。对这些确定的每一个评价要素，又要划分为若干个细分指标。从而构成一个完整
的指标体系，完成对企业文化的评价功能。  

            3．指导功能     

    企业文化的指导功能体现在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引导上，能够反映企业  

未来的发展趋势，指标选择应该符合企业发展策略。通过企业文化指标体系，对企业
文化进行评价，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这三项功能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功能，它们的实现有赖于主要评价指标  

的选择。  

    四、企业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 ,千变万化 ,但是企业文化的结构要素
是不变的 ,这就为评价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在综合分析企业文化的评价要素的基
础上，根据企业文化的结构，本文建立了四级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企业文化评价指
标体系，指标共分1 2大类，44项指标，其中定性指标32个，定量指标12个，这些指标
值可以通过分析企业原始数据、专家调查、员工问卷等各种方式得到。  



    表：企业文化评价指标体系  

   

    五、企业文化评价方法的选择  

    目前，进行目标综合评价的方法比较多，本文针对企业文化建立指标的特点，推
荐采用以下评价方法构建评价的数学模型：  

           1．对于企业文化的总体评价，运用模糊综合评判和灰色关联度理论，建  

立灰色评价模型；  

           2．对于企业文化每一个指标的量化，定性指标采用格栅获取法，对定量指  

标利用岭形隶属函数进行无量纲处理；  

          3．对于权重的确定可采用三种方法：专家调查法、AHP法和FAHP法。  

           4．运用灰色关联度建立企业文化优劣排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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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质文化 

1.1企业产品 

1.1.1 商标品牌 定性 
1.1.2 包装、造型 定性 
1.1.3 产品质量 定量 
1.1.4 产品服务 定量 
1.1.5 市场占有率 定量 

1.2 企业科技 

1.2.1 企业自主研发能力 定性 
1.2.2引进新产品新技术成功
率 

定量 

1.2.3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速
度 

定量 

1.2.4 新产品比重 定量 

1.3 企业环境 

1.3.1 产业政策 定性 
1.3.2 行业前景 定性 
1.3.3 市场环境 定性 
1.3.4 企业内部环境 定性 

2 行为文化 
 

2.1 企业素质 
2.1.1 领导素质 定性 
2.1.2 员工素质 定性 

2.1 企业素质 2.1.3 企业管理素质 定性 
2.1.4 技术装备素质 定量 

2.2 企业作风 2.2.1 领导艺术风格 定性 
2.2.2 员工行为风格 定性 

2.3 企业形象 

2.3.1 企业特色形象 定性 
2.3.2 顾客满意度   定量 
2.3.3 社会美誉度 定量 
2.3.4 企业知名度 定量 

3 制度文化 

3.1企业管理制度 

3.1.1 员工行为规范 定性 
3.1.2 员工教育培训 定性 
3.1.3 企业操作规程 定性 
3.1.4 激励机制 定性 
3.1.5 薪酬制度 定性 

3.2 企业民主 

3.2.1 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程
度 

定量 

3.2.2 合理化建议活动程度 定量 
3.2.3 领导民主作风 定性 

3.3企业组织结构 
3.3.1 组织结构完善化 定性 
3.3.2 组织结构合理度 定性 
3.3.3 信息沟通度 定性 

4 精神文化 

4.1 企业精神 
4.1.1 企业精神境界 定性 
4.1.2 企业价值观 定性 
4.1.3 企业凝聚力 定性 

4.2 企业哲学 
4.2.1 企业宗旨 定性 
4.2.2 企业座右铭 定性 
4.2.3 企业信条 定性 

4.3 企业道德 

4.3.1 企业经营方针 定性 
4.3.2 企业信誉 定性 
4.3.3 环保重视度 定性 
4.3.4 企业的社会责任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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