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文化对创新的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 

文/叶锋华 蒋翠清 

   一、创新与企业文化 
   （一）创新 
   创新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82~1950）提出。他认为，经济增长
重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熊彼特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
“创造性的破坏”；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创新不是一种技术用语，而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用语，
其判断标准不是科学或技术，而是经济或社会的一种变革，是一种价值”。陈文化、彭福扬等认为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意识创新，并认为三者分属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
[6]。 
   从以上对创新不同角度的定义可以看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创造性的破坏”是一
种“价值”和“变革”，需要“制度”和“意识”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都折射出文化在创新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 
   （二）企业文化 
   社会文化具有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的教化、培育功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功能和拉升、
规范人类认识过程的认识功能。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企业内部也具有类似的发展
趋势和类似的作用，它是企业的灵魂和凝聚核心。 
   1、企业文化的含义 
   在西方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定义中，荷兰学者霍夫斯坦特(G-Hofstente)的定义被管理学界广为
接受，他认为，文化是一组织成员或者一种区划下的人群在精神气质方面的集体性特征，这种特征
使之与其他组织或人群区别开来。因而在这一群体之中总会存在某些行为习惯、思考方式和看事物
的角度是为这一共同体的成员所特有的，人们通过成为一个组织的成员而学会这个组织的文化，人
们往往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坚持着自己所在组织的价值与信念，但又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所在组织的
价值与信念对自己的刻骨铭心的影响，通常是在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打交道时才真正感知自己所
在的文化。 
   国内学者刘光明博士认为：“总而言之，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
企业的物质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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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文化是企业和员工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具有企业特点的群体意识，以及这
个群体意识产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等。因此，企业文化具有企业的特
性，不同的企业，有自己不同的企业文化。是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内在的特有的精神物质。 
   2、企业文化的层次及作用 
   （1）三层次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爱德华·沙因认为位于企业文化核心的是基本假设，
其次是价值层面，再次是行为规范和行为层面；国内学者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层次、制度文化层次
和处于最核心的精神文化层次。 
   （2）从显、隐性考虑：浅表层（如口号、标语、文化仪式）；隐显层；深潜层。 
   （3）从结构上看，有四个层次：最里面是思想内涵，第二层是信息网络，第三层是行为表
现，最外层是企业形象。 
   企业文化是由企业成员所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的集合（现在与未来）。它影响着企业中的每
一件事：从某个人的提升到采用什么样的决策，以至职工的穿着和他们所喜爱的活动（Terry Deal 
& Allan Kennedy）。 
   随着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企业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企业文化的作用也愈来愈明显。我
们可以看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
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11]。 
   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思想，是一种力量。每个企业都有一种文化，不管企业创新能力的强
弱，文化在整个组织中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与创新的关系 
   1、企业文化对创新作用机理 
   企业文化对创新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和融合等功能，其对创新的作用机理如下： 
   （1）企业文化是推动创新的原动力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基石，企业文化强烈地影响企业关于什么是有用的、重要的或有效的价
值的认识，决定了企业对创新的态度，其实质是创新对企业是否重要的问题，它表现在：企业文化
如何支持或削弱更为有效创新?企业文化是创新合理性证明的判断标准。良好的企业文化首先从思
想上规范他们的行为，为企业实行知识共享和创新扫清障碍。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能把员工引导到
企业所确定的目标上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形成向心力和归属感；创新
型企业的文化崇尚创新价值，信仰创新，这种文化氛围激励员工产生向上的活力，令人富有创意地
工作；同时还能融合员工的思想、行为， 形成一种共性，形成一股合力。由此，形成企业源源不
断的创新动力。 
   企业的价值观念，信仰、行为规范和惯例也会对企业制度的安排以及企业的经营战略选择具
有极大的影响，并在制度文化、管理文化中和企业形象中得到显性化和外在化，而且其行为规范和
惯例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从而使企业的创新精神从灵魂渗透到发肤。 
   企业文化促使员工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学习和知识环境。创新概念的形成、创新概念的验证、
样品制造和交叉测评，创新过程强调知识共享、重用、更新和反馈，因而要求企业不断地加强团队
文化、学习文化、知识共享文化等企业文化的建设，形成适合知识共享和增殖的企业情景。鼓励员
工与他人共享自己拥有的知识，并促使员工将知识转化为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创新力和生产力，促使
创新的实现。 
   相反，恶俗的企业文化会抵制企业新思想的诞生，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消
散。 
   （2）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创新的形式 
   激进型企业文化支持企业的双环学习和多环学习，这种企业文化容易产生突破性的（或称为
破坏性）的知识创新活动。这类企业敢为人先，不仅仅局限于对现有市场的适应，它还会积极地创
造市场，甚至引领客户的消费，在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易于形成先行者优势。但同时企业也承担
着相当大的创新风险，需要企业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稳健型文化支持企业的单环学习，这类企业的知识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渐进式的知识创新，
表现在企业对市场是适应型的、对新技术是跟进式的、对产品的更新是渐进式的。这类企业所承担
的创新风险相对较小，风险控制能力较强；但在产品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的今天，采用这种跟随
式创新战略的企业，市场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3）文化创新与企业创新行为形成互动循环。 
   正是因为企业文化对创新的巨大影响，所以企业文化的创新，必然会带来员工价值理念的创
新，而这种价值理念的创新，又会成为企业创新的理念基础，从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
管理创新。企业的创新成果又对企业的文化创新的实践带来极大的支持。从而为创新型企业的创新
活动带来优质的创新循环。 
   2、企业文化与创新的关系模型 
   面对今天瞬息多变的外部环境，许多企业都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其结果却千差万别，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文化与创新的作用给出一个解释框架，见图1 。 
   图1 文化对创新的作用模型 
    

    
    
   如图1所示，从创新的结果看，有六种类型：如果无文化动因和创新行为，就不存在创新，即



 

无创新。当文化动因和创新行为都存在时，才是完整的创新，即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当有文化动
因，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阻碍了创新的行为，称为阻滞的创新，或者只是创新意识浓厚但还没有采
取行动，称为预期的创新。有创新行为而不是出自与文化的动因，可能是迫于外界压力采取行动，
企业文化并没有改变，称为被迫的创新，或者是为了探索某种理念而进行的实验性活动，称为实验
性创新。 “预期的创新”和“实验性创新”较容易向“完整的创新”转化，而“阻滞的创新”和
“被迫的创新”则容易转变为“无创新”。显然，“完整的创新”更有价值，更具有持续性，是组
织更愿意看到的。这个框图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管理层致力于创新而收效不大或没有持久性。
创新绝不仅仅是时髦，不是一时之需，没有文化诉求的创新不可能有良好的创新绩效。企业应该从
企业文化着手，有意识地引导“无创新”向创新形态转化，其他创新形态向“完整的创新”转化。 
   从图1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决定着创新的类型，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文化基因论”的观点
[12]。正是因为企业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形成过程的持续性、对企业作用的内生性和广泛性，因而
企业文化从各个层面对企业的创新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是长期的，具有系统和整
体的效用。 
   三、创新型企业文化对创新作用的进一步分析 
   每一个企业都有其自己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良、堕落或停滞的企业文化
必然导致企业的衰败。优良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上述的企业文化与创新
的关系模型可以进一步解释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能力。 
   1、创新型企业的内涵 
   创新型企业是指能敏锐应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具有深潜的内在创新动因，健全的创新机
制和体系，持续不断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并取得显著创新效果、实现创新价值的现代
企业。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活动“不仅仅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更主要的是具有技术上的渐进跃迁性
和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性”[13]。创新型企业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和价值性， 与竞争对手的创新能力是不一样的，它能提高企业竞争
力和效率，创造更优质的创新价值； 
   （2）创新能力的基础性和持续性，创新型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市场价值来源于创新，创新具有
基础性地位和时间上的持续性；只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创新跃迁、昙花一现的企业不属于创新型企
业。 
   （3）创新动力的内在性和自组织性，是“我要”而不是“要我”，是“自发”而不是“他
发” 。 
   创新型企业为什么有这种持续的创新能力呢？是什么因素培植了企业创新的土壤？又是何种
原因保持了企业这种强烈的创新欲望呢？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企业文化。 
   2、创新型企业文化特征及其和创新相互作用的模型 
   创新型企业创新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1）创新文化，即文化内涵上崇尚创新，不怕失败，其经营文化、管理文化、体制文化无不
或明或暗地彰显创新精神。企业自上而下普遍具有预警性反危机理念[14]，即危机产生之前就考虑
到反危机问题，因而企业具有创新的氛围和冲动。 
   （2）文化创新，即企业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将企业文化系统中各要素重新组合或自我更新。
陈春花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文化具有价值、稀有、难以模仿、不可替代等核心
竞争力的本质[15]。核心能力又是核心刚度，同样，企业的核心文化能力也会构成文化刚度，即对
特定问题而实施的解决方案总是依赖于融入企业文化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固有文化路径而产生的惰
性。创新型企业文化能不断创新，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克服文化刚度，维持文化核心竞争力。 
   创新型企业文化与创新相互作用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创新型企业文化与创新行为相互作用模型 

 



    
    
   从图2可以看出，创新型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行为都与企业的创新文化驱动有关；同时，企
业文化在与外部环境的交换作用下，吸收创新行为的成果，保持文化本身的创新，克服核心刚度，
以维持企业的创新能力。 
   四、奇瑞的案例:实证研究 
   若论资金、技术、规模、人才，奇瑞在国内汽车企业中未必最好，更无法与世界汽车巨头相
比。但是作为一家创新型企业,奇瑞却能为人所不能，从其创新能力和创新业绩可见一斑：开发一
款新车，国际惯例是四五年时间，他们却在8年多的时间内推出了六个产品系列，十几个车型；从
产品上市到销量达50万辆，国内合资企业最长的花了近20年，他们最短，只花了8年的时间。奇瑞
创新能力的“秘密武器”就是由共同理想而形成的企业文化。 
   （1）企业价值观为员工达成了企业价值和实现这一价值的途径的共识——创新 
   “造中国人买得起的好车”是奇瑞企业文化的价值观，为了实现“造中国人买得起的好车”
这一最有价值的事业，奇瑞人认识到最有价值的途径就是创新。因此，奇瑞首先从企业文化的最核
心层面解决了创新的源头问题，而且，这种价值观解决了企业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结合问题，建
立了经济生态系统中正确的价值链观念，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2）奇瑞企业文化内涵无不彰显创新精神，为人人勇于创新、争先创新创造了条件，成为企
业的精神资产。 
   奇瑞企业文化的内涵包括：真挚诚信，激情永驻；用户第一，品质至上；永远创业，追求卓
越；马上行动，日清日高；组织优化，团队互动；以人为本，鼓励竞争；超越梦想，挑战极限，这
一切都需要创新才能实现，体现了崇尚创新的企业精神，是企业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创新营
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使人人“创新荣，固步耻”。 
   “真挚诚信”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有激情才能有工作的热情；“用户第一，品质至上”体现
了企业的价值观。“永远创业，追求卓越；马上行动，日清日高；组织优化，团队互动”体现了组
织为实现价值目标的途径——创新、创新的手段。“以人为本，鼓励竞争”则体现了奇瑞一贯坚持
的“一流的产品靠一流的人才来制造”的文化理念，公司塑造有效工作环境，使人尽其才，发挥潜
力，追求最大的集体创造力，这和以振兴民族汽车工业为己任的革命激情一起吸引了优秀汽车人才
汇集于此，指出了创新的依靠力量。“超越梦想，挑战极限”则体现了创新的形式和对创新无止境
的追求。 
   （3）奇瑞的企业制度文化解决了创新的实现问题。 
   奇瑞的企业精神文化已物化为一系列的企业管理准则和制度，创新成为一种“制度”，促使
员工保持饱满的激情,努力拼搏，锐意创新。例如，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员工首先考虑的是
有没有“新”的方法，当问题成功解决后，这种创新方式就逐渐演变成一种创新思维定势和标准。 
   （4）企业创新成果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文化创新，使企业文化永褒创新活力。 
   比如，奇瑞在实现自己核心价值的过程中，管理人员创新服务方式：如“当着用户的面给用
户车辆套上座椅、排挡杆、方向盘保护罩和脚垫，以防止维修时弄脏用户车辆；与用户一起进行故
障检查和试车，总结用户需求……”，这些行为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誉，并极大的促进了公司销售
额增长，该行为方式很可能促进公司服务理念的更新，从而成为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奇瑞的服
务理念——“服务无边、满意有度、诚信为本、终生朋友”一方面是企业文化价值观的要求，一方
面也是服务创新成果对文化本身更新的结果。 
   五、结论 



   基于“文化人”基本假设的企业文化管理理论是社会发展与现代管理理论演进的必然结果，
企业文化管理是现代管理理论适应知识经济和创新发展背景下的深化，面对经济全球化，要在激烈
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必须具有持续的变革、创新的能力。而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则是来源
于其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从整体上对企业的创新产生深远的影响。企业文化通过对人的塑造、对制
度的完善、对组织的改造、对经营管理理念的更新和文化本身的更新，由内生性的“文化力”转化
为企业的外生的“创新力”，对企业的创新过程的作用是全方位的、系统的和整体性的，从而使创
新型企业能积极应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创造和维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
来，文化已成为经济的一部分，“文化力”已成为一种本质的创造力甚至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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