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企业DNA模型的提出

生物DNA（脱氧核糖核酸）是染色体的主要化学成分，
同时也是组成基因的材料。生物的遗传物质存在于所有的

细胞中，这种物质叫核酸。核酸由核苷酸聚合而成。DNA是

由核酸的单体聚合而成的聚合体。 每个核酸由磷酸、核糖

和碱基构成，核酸的含氮盐基又可分为4类：鸟嘌呤（G）、
胸腺嘧啶（T）、腺嘌呤（A）、胞嘧啶（C）。 单个的核苷酸连

成一条链，两条核苷酸链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然后再扭成

“麻花”状，就构成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分子结构。 在这

个结构中，碱基的不同排列方式决定了生物的不同遗传特

性，组成遗传的“密码”，而一个DNA上的碱基多达几百万，
所以每个DNA就是一个大大的遗传密码本，这种DNA分子

就存在于细胞核中的染色体上。它们会随着细胞分裂传递

遗传密码。
随着对企业/组织研究的深入， 可以发现它们与生物

体有许多相似点，企业/组织与生物体一样，也有自己的生

命周期、机体构造、代谢机理。 组织的特征、性状在很大程

度上是传承于自己的前一阶段（前一代）。一些成功的组织

虽然历经上百年的历史， 但却保留着一些自身所特有的，
稳定不变的东西。这些具有稳定性、复制性、控制性和变异

性，并使这一组织区别与其它组织的“特质”即可以被看作

是组织的基因，它的遗传效应，使企业在不同的时代和阶

段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气质。 从这一意义上来

说，企业也具有自己的遗传因子和基因，而基因的生物学

定义是指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断。 因此，从企业DNA的

角度出发，探讨企业问题，不仅可以考察诊断企业DNA的

健康状况，找到组织发展中的症结；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利

用基因工程的原理方法，对企业基因进行改造，使其更好

地发挥企业发展的主导性作用。

2 企业DNA模型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其缺陷

2.1 Tichy的企业DNA模型

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Noel M. Tichy 和Stratorf Sher-
man等学者在1993年完整地提出企业DNA的概念， 认为企

业作为活的非自然生物体与生物一样， 有自己的遗传基

因， 正是遗传基因决定了企业的基本稳定形态和发展、变

异的种种特征。 Tichy的企业DNA模型，从组织形态上解析

了基因密码的构成。他认为企业DNA模型有两个主要的构

成元素：一是决策架构， 哪些决策会被制定，如何制定；二

是社交架构， 人们如何彼此相处， 如何彼此聆听、 彼此支

持、彼此尊重、如何处理冲突。 企业的决策架构和社交架构

整合起来， 就组成了企业的营运机制。 这个机制会提供企

业各种各样自我发展、教育以及反馈的功能，并可以把企

业的基因密码深深植入组织中。 Noel M. Tichy的企业DNA
模型实质包括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两方面，只是认为决策

架构和社交架构是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中的两个主要元

素［1］。
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DNA模型的两个主要的构成元

素———决策架构和社交架构不能涵盖企业的各层面要素

和特征；决策架构和社交架构不能完全代表企业制度和企

业文化两方面；模型认为企业DNA就是企业的基因，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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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DNA与基因的关系有冲突。
2.2 企业蜕变理论

高哈特和凯利 ［2］在企业蜕变理论中提出了企业体就

等于活的有机体，称为“生物法人”。 企业生物法人的基因

由12对染色体组成。这12对染色体为重新组织、重新规划、
重启新生、重振活力分别对应3对染色体。生物法人体内的

每一个细胞，都带有法人染色体全体的印记，或称作基因

组合。 以生物法人作为逻辑起点，模型以12对染色体为分

析框架，号召企业家创造企业独有的基因构造，并通过塑

造12对染色体来确保企业健康成长，主张让企业永生的秘

诀在于推动企业12对染色体同步蜕变，协调一致追求相同

的目标。
高哈特和凯利构造的生命模型比较复杂，在实际应用

中存在一定的难度。 “12对染色体”代表的各要素之间存在

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叠，各要素不完全具备独立性；生物染

色体由DNA和蛋白质组成，DNA含量稳定， 是主要的遗传

物质，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因此，用“企业DNA”来表

示企业中的遗传因子比用“企业染色体”表示恰当。
2.3 周晖、彭星闾的企业DNA模型

周晖、彭星闾 ［3］提出：企业DNA模型的双螺 旋 长 链 分

别为资本链和劳动力链，资本和劳动力是企业组织的基本

要素，其在市场中通过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获得。 企业

DNA的碱基为企业家、企业的机制、技术和文化，它们排列

在内侧，把资本链和劳动链连接起来 。
该模型的缺陷：资本链与劳动力链不能完整概括企业

各要素，不满足分类完备性；资本与劳动力都属于有形资

源，模型很显然忽略了无形资源的重要作用，而具有稳定

性和传递性的企业遗传因子应该是无形资源所具有的特

征；企业DNA的4个碱基———企业家、企业的机制、技术和

文化不属于基于同一分类基准下的概念范畴，同时也不能

全面概括企业要素。
2.4 Neilson企业DNA模型

Neilson Gray等 ［4］学 者 认 为 ，就 像 生 物 双 螺 旋 结 构 的

DNA由4种核苷酸分子组成一样，企业DNA由组织架构、决

策权、激励机制和信息传导4个基本要素组成。这些要素的

不同组合方式表达了企业的不同特质。 4个要素需要紧密

联系和相互加强，需要共同作用才能解决企业问题，促进

员工协调一致。
决策权、组织架构、信息传导和激励机制4个要素及其

组合并不能表示企业所有的特征，4个要素只能表示企业

DNA中的一部分；4个基本要素也不属于同一范畴领域。
2.5 Aurick的企业DNA模型

Aurick Johan C.等 ［1］人在其专著中提出了能力要素驱

动型组织、企业基因和企业基因重组的概念，并探讨了企

业基因构建和企业基因重组的策略与方法等问题。他们还

分析了企业基因重组的必然性。企业业务能力要素又称为

能力要素、企业基因、企业DNA，是由一系列活动或资产构

成的价值链要素，这些活动和资产对于价值链的产出有实

质性的贡献。 企业业务能力要素分为有形能力要素、交易

能力要素以及知识能力要素三大类。
将企业业务能力要素等同与企业基因、 企业DNA，并

将其解释为一系列活动或资产构成的价值链要素，而企业

业务能力要素、企业基因、企业DNA三者的定义和内涵是

不同的。

3 基于和谐理论的企业DNA模型概述

和谐管理理论是席酉民教授于1987年提出的，经过20
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和谐理论已发展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

论框架。
“和谐”，不是“匹配、一致”的同义反复，也不是中文字

面上的 “和谐”。 “和”的定义为：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在

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谐”是指一切物要素在组织中

的“合理”的“投入”［2］。 “和则”是从“和”概念派生出来的一

套嵌入组织的规则，用来调整人际间、人群间乃至组织间、
组织与社会间共处的基本原则，是用来应对组织中“人的

永恒的不确定性”的手段和方法 。 “谐则” 用来使“物要

素”达到“合理投入”， 针对任何可以被最终要素化的管理

问题，谐则主要用于解决确定性（概 率意 义）中 的 效 率 问

题，具有“优化性”的功能 ［3］。
基于 和 谐 理 论，企 业DNA双 链 可以 被 构 造 为 “和 链”

与“谐 链”，4个 碱 基 分 别 为：和 链 上 的“理 念”（mentality）、
“制 度 ”（system）、谐 链 上 的 “技 术 ”（technique）和 “工 具 ”
（facility）。 “和链”与“谐链”两条链通过理念、制度、技术、
工具这4个碱基产生联系，形成类似生物DNA的双螺旋结

构。 同时，理念、制度、技术、工具这4个碱基之间存在相互

联系和影响的对应机制。 企业之间的运营差异是由于双

链和4个碱基的不同排列和配合状况决定的。 企业DNA可

用图1描述。

图1 企业DNA模型

由于理念与制度主要是实现“人及人群的观念、行为

在组织中的‘合意’的‘嵌入’，是用来调整人及人之间的原

则和手段，因此它们属于“和链”上的要素；“技 术”与“工

具”主要用来实现“物要素在组织中的‘合理’的‘投入’，主

要是针对物要素的调节方法，因此它们属于“谐链”上的要

素。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技术、工具不仅可以调节物，
也可以成为调整人的方法和路径，但这里的技术侧重强调

协调物要素的操作方法，这里的工具是指为了实现物要素

的优化与合理配置而应用到的设备、仪器和其它工具媒介

物等。
和链上的“理念”和“制度”对应于谐链上的“技术”和

“工具”，即理念和制度应该有与之相配合的技术和工具作

为支持，反之亦然。很多企业运营失败的原因都在于理念、

李全喜，马晓苗，李坤：基于和谐理论的企业 DNA 模型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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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技术以及工具这个要素之间的联系脱节和不协调，
片面地强调4个要素中的一个或几个，或者认为做好了4个

要素中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其它方面会自然达到理想状

态，这些都会导致失败的结果。
和谐双链与理念、制度、技术、工具4个碱基构成企业

DNA的主体结构，但由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不具备足够的

稳定性，所以不能直接作为企业基因传递至企业的下一阶

段。 理念、制度、技术和工具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联系、蕴

含互动的运行机制，四者在关联互动的过程中积淀出有价

值的企业文化，理念、制度和技术充当了文化形成的催化

媒介和实施载体。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所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循的一

系列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通常表现为企业的使命、价

值观、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沿袭的传统与习惯等。由上述

定义可知，企业文化具有稳定性、传递性、控制性的特征，
并会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变化产生适当的“变异”，使企业不

断适应新的环境和变化。 因此，企业文化具有企业遗传因

子的特征，构成了企业基因。

4 模型与生物DNA结构的切合点

（1）生物DNA由双链和4个碱基构成双螺旋结构，双链

之间的联系由碱基配对实现。 企业DNA模型也由双链和4
个碱基构成，4个碱基之间也存在相互对应的机制。 “和链”
与“谐链”之间的关系模型用双螺旋形式可以得到很好的

表达。
（2）生物DNA双链是互补的两条，即从一条碱基可以

推断另一条的碱基构成企业DNA模型的双链“和链”与“谐

链”，“和”与“谐”之间即是互补的关系。 “和链”上的理念与

制度与“谐链”上的技术和工具之间也存在对应互补关系。
同时，有什么样的理念，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技术和工具，从

一条链可以推断出另一条链。 “健康”的DNA结构需要满足

以上的对应匹配关系，若存在“不协调”、“不配合”的情况，
说明需要作相应改进与调整。

（3）基因是生物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断，这就

说明DNA的整个链条不都是具有复制功能和遗传效应的。
企业DNA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企业DNA的双链结构和4个

碱基组成不能直接作为企业基因而产生遗传效应，只有在

4个碱基的共同作用中产生的“文化”因素，才能具有复制

和遗传功能。 因此，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基因。
（4）物种的个体差异是由碱基的不同排列状况决定的，

而不同企业的运营状况也取决于理念、制度、技术和工具

这4个碱基的排列匹配情况，当这4个要素都处于“健康”状

态并能协调对应时，企业就能实现持续发展。反之，则会导

致企业的运作失误乃至失败。

5 结语

基于和谐理论的DNA模型避免了历来企业DNA模型

存在的缺陷，并与生物DNA结构达到很好的切合。 相对于

现有的企业DNA模型， 此模型所建立的和谐双链和对4个

要素的概括较完整地涵盖了组织体系各层面的要素，其中

理念、制度、技术、工具4个要素建立在一个统一的分类体

系下， 它们之间不存在交叉重叠现象； 模型探讨了企业

DNA的4个碱基与企业基因之间的联系机制， 较为确切地

解释了文化在组织中的地位与功能：理念、制度、技术与工

具不直接构成企业基因，但它们的关联互动可以沉淀产生

具有遗传特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稳定性、传递性、控

制性及变异性是其具有遗传因子的特性，因此，企业文化

具有遗传效应，它是构成企业生命体的基因。
通过参照此模型，企业可以遵循DNA模型的框架思考

企业问题，判断企业DNA的健康状态，发掘自身DNA的结

构缺陷及要素匹配不合理问题。具体的路径可以通过标杆

参照找到先进企业的“健康DNA”，与自己进行比较并进一

步改进完善， 或者直接考察和谐双链与4个碱基对的均衡

状态与匹配程度，发现并解决问题。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结合生物遗传规律中转录、 翻译、

遗传密码、肽链折叠等遗传机制的具体作用原理，探索其

实现生物遗传效应的 “精确”、“完美” 路径， 为企业实现

DNA改造与重塑提供启示与实践性帮助。
另一研究思路是以此模型为研究框架， 建立具体的

“DNA健康指标体系”，通过具体的指标设定，对企业的“健

康状态”进行量化分析测评，发现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DNA重塑”与“基因改造”，最终实现企业生命体的稳

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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