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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将企业并购看作经济聚变，将企业看作原子核，将文化看作核外电子的前提下，通过类比静电

场的概念、类型、特征，得出企业文化通过场(文化场)相互作用，并且企业的“文化场”是静电场的结论；

从而运用静电场的基本理论——库仑定律来分析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 4 种影响因素：企业文化自身属性、

并购外部环境、并购企业间差异及整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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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裂变经济学》一文中，崔长林将企业并购理解为

经济聚变［1］。在聚变中 ，原子核与原子核聚合并释放出

巨大的能量。同理，在企业并购中，企业代表原子核聚合，

而并购所追求的协同效应则是聚变释放的巨大能量。但并

不是所有的并购都能成功，都能获得协同产生的巨大能量；

并购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整合成功与否。 

本文将文化看作企业这个原子核的核外电子，企业要

想实现并购聚变，就必须克服“核外电子”的“库仑斥力”；该

斥力会产生文化冲突，影响文化整合的成功。要克服企业

文化间的排斥，就需要通过研究企业文化如何相互作用，

从而找出影响文化整合的主要因素，并在整合实践中加以

利用。“广义场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均是以场的

形式存在，并在场的作用、制约下运动着的。”企业文化也

不例外，它也以场的形式存在(本文称该场为“文化场”)。这

样，企业文化整合必然受“文化场”的作用和制约。因此，

通过物理场和文化场的类比研究，从物理场论的角度分析

影响并购中文化整合的影响因素，对提高并购中文化整合

的成功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化场”与物理场的可比性分析 

1.1 “文化场”与物理场的概念类比 

(1)物理学中“场”的概念。当我们在一个给定区域用一

组数来定义一个量的特性时，若该区域中每个点都有具备

这种特性的量，我们就把这种性质的量称为一个场［2］。 

(2)企业文化的概念。企业文化是员工所拥有的使该组

织区别于其它组织的一套共有的价值体系［3］。 

通过两者涵义的类比可以看出，企业是“给定区域”，

价值体系是物理场中的“量”，企业员工是“区域中的点”，价

值体系所包括的企业精神、企业风貌、企业道德、经营哲

学、价值观念等元素是用来定义其特性的“一组数”。价值

体系是企业员工共同拥有的，也就是说，企业中的每个员

工都具备特定的价值体系，即“该区域中每个点都具备这种

特性的量”。由此，企业文化就具备了场的性质，企业文化

是一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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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化场”与物理场的类型类比 

物理学中的场分为静态场和时变场。静态场是指电磁场

中的源量和场量都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场。静态场包括静电

场、恒定电场及恒定磁场。静电场是指由静止的、其电量不

随时间变化的电荷产生的电场［4］。恒定电场是指在电媒质

中，由恒定电流产生的电场。恒定磁场是指由恒定电流或

永久磁体产生的磁场，亦称为静磁场。 

时变场是场量随时间变化的电磁场。通过比较这几种

类型的场，可以看出，文化场类似于静电场。因为企业文

化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它通常

不随时间变化，可以被看成是静止不变的电荷。因此，企

业文化符合静电场的特征，文化场属于静电场。 

1.3 “文化场”与静电场的特性类比 

1.3.1 静电场是矢量场 

静电场是矢量场，它是有方向的。 

企业的文化场是有方向的，这里的方向可以理解为企

业的个性方向。例如，有的企业文化是过程导向的，而与

其方向不同的文化可能是结果导向的。同理，员工导向——

工作导向、开放——封闭、控制松散——控制严格等都是

企业文化不同方向的例子。 

1.3.2 放入电场中的电荷受电场力的作用 

电荷之间的静电力是通过彼此激发的静电场而相互作

用的，电场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电场力的作用。 

在企业并购聚变时，可以看作一个企业的文化进入到

了另一个企业的文化场中，因此该企业的文化必然会受到

另一个企业文化场的力的作用。这种力的作用可以促使企

业文化发生变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企业的文化场与静电

场在概念、类型和特性上都存在着极强的相似性。文化场

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静电场，并购中的企业文化整合受文化

场的制约。由此看来，影响文化整合的因素也必然与文化

场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2 基于物理场论的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影

响因素 

2.1 库仑定律在“文化场”中的应用 

2.1.1 库仑定律的内容 

库仑定律［5］是相对于惯性系静止的两个点电荷间的静

电力服从的规律，它是整个静电学的基础。要想研究在文

化场这个静电场中企业文化电子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就要

了解库仑定律，其具体内容如下： 

设 1q ， 2q 为位于 S 和 P 两点的带电粒子，则 1q 对 2q 产

生的电场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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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 为光速。 

2.1.2 库仑定律在“文化场”中的类比 

(1)在公式(2)中， 1q ， 2q 可以理解为两种文化的能量，

即文化的自身属性，如文化强度、性质等； e 代表并购企

业的外部环境，如政府行为、社会环境等；R 是两个公司

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既可以是企业间的物理距离，也可

以是企业间的其它差别，如行业差别、所有制形态差别、

企业综合实力差别等。 

公式(1)表明，即使两个静止的电荷相距很远，一个电

荷也要对另一个电荷施加作用力，即远距作用。这可以解

释为在正常静止状态下，一种文化会受到其它文化的影响，

并且距离越近，文化间的影响就越大。 

(2)首先，在公式(2)中，v 表示文化的整合速度，而在

公式(1)中 v 与 F21 成反比，说明整合速度越快，遇到的阻

力越小；其次，比较公式(1)和(2)发现，并购方文化和被并

购方文化所受文化场的力是相反方向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并购聚合时，企业文化所

受文化场力的公式。下面利用公式(1)和(2)来分析并购中文

化整合的影响因素。 

2.2 基于库仑定律的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2.2.1 企业文化自身属性(
1q ， 2q ) 

1q ， 2q 指电荷所带的电荷量，即电荷自身的属性，类

比于文化场，它可代表文化自身的属性，如文化强度、性

质等。 

(1)文化强度。文化强度是企业文化对员工影响的力度

和深度［6］。企业文化按照强度划分，可以分为强势文化和

弱势文化两种。具有强势文化的企业拥有一系列共同的价

值观和完整的行为模式系统，企业中的每个成员对其认同

感强，而弱势文化的表现与强势文化正好相反。并购双方

的文化强度对文化整合的难度有很大影响，文化强度越大，

整合越难。 

(2)文化性质。企业文化按照性质可以分为优质文化和

劣质文化。优质文化能适应企业环境变化，具有较强协调

功能；劣质文化则是指适应性差、协调功能弱的文化。整

个优质文化的难度小，整合劣质文化的难度大。 

2.2.2 并购外部环境( e ) 

e 指介质的电容率。类比于文化场，它可代表并购企

业的外部环境，包括政府行为、社会环境、地区及民族文

化环境、对员工的培训等。 

(1)政府行为。从本质上讲，企业并购是市场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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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发达的产物，应属于企业行为；即使政府参与企业并

购，更多地也应该是以中介组织的身份来进行。但在经济

转型时期，由于外部配套设施不完善、市场运行规则不明

确、企业缺乏并购整合的经验等原因，我国的并购仍不十

分规范。大多数并购都有政府参与，企业并购在某种程度

上更多地是政府内部推动的产物，而非市场的自发选择，

涉及国有企业的并购更是如此。这样的并购或是着眼于解

决企业与政府眼前存在的危机，忽视并购的可行性；或是

片面强调并购后企业效益的提高，忽视企业资源特别是企

业文化的整合，使企业无法形成并购的协同效应。 

(2)社会环境。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

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

企业更是兼有生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员工社会管理

等多重职责。近年来，随着企业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和企

业并购行为的不断发生，我国失业人口呈增加趋势。在这

种情况下，企业如果要达到并购目标、实现协同效应，就

必须解决富余人员的工作问题，同时还要避免员工大量失

业所造成的社会不安。这就加大了企业的内外压力。管理

者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从而忽略了

文化整合，使得因文化冲突产生的企业间的矛盾日益激烈，

阻碍了企业并购后的整合工作。 

(3)地区及民族文化环境。地区文化、民族文化是企业

文化形成的土壤，它们必然对企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各国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拥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同

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必然会

在企业文化中表现出来。相比之下，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企

业整合更容易，因为不存在价值观差异的问题，而跨文化

整合则往往要涉及到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民

族价值观形成的根基，是最难改变的。 

(4)对员工的培训。劳伦斯·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一

书中提到：为了发展新的文化，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为了

改变公司的文化，必须要有实例、训练、指示、教导、强

化以及对新作风予以支持的制度。因此对员工的培训是并

购后影响企业文化整合的关键因素。由于被并购企业的员

工存在对原有企业文化的怀旧心理、对变革前景“不确定”

的疑惧心理、对“利益减少”的危机意识、“并购”与“被并购”

的心态反差等特殊心态。因此，他们往往排斥并购方的企

业文化，自然也就排斥文化整合，这给文化整合造成了很

大的阻碍［7］。通过系统的企业文化宣传与培训，营造有利

于企业文化变革的氛围，同时针对员工的这些特殊心理进

行教育与培训，使员工系统、全面地了解企业推行的新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有利于化解文

化整合的阻力。 

2.2.3 并购企业间差异(R) 

R 指两电荷之间的距离，类比于文化场，它可以被理

解为两个企业之间的差别，包括地域差别、行业差别、所

有制形态差别、企业综合实力差别、领导差别等。 

(1)地域差别。地域差别会产生文化差别、市场环境差

别、人力资源差别、政策环境差别等，这些都会对并购企

业的文化整合产生影响。 

(2)行业差别。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产品、服务、劳动

力等市场环境，经营方式和经营理念也不同，企业文化的

差异相比同行业来说就更大。当企业采用跨行业的纵向与

混合式并购时，并购双方应该关注行业间的差别，避免因

为行业差别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与组织矛盾。 

(3)所有制形态差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因此我国存在着全民

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形态的企

业。所有制不同的企业，其经营哲学、核心价值观、组织

结构、管理制度、决策过程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在决

策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实行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而股份

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实行责权明确、分层决策与个人负责。

因此，不同所有制形态的企业并购后，文化冲突是不可避

免的。 

(4)企业综合实力差别。企业综合实力所反映的不仅仅

是企业单方面的财务能力或营销能力，而是指一个企业在

经营管理方面的整体水平和综合能力。在企业并购时，不

仅有实力强的企业并购实力弱的企业，也有实力弱的企业

并购实力强的企业。对于第一种情况，实力强的并购企业

可以通过强制政策来整合被并购企业的文化，使其经营理

念、核心价值观、组织结构、领导风格、仪式、标志等文

化特征都按照并购方的文化来改革，从而能够使文化整合

的速度快、效果明显。但在整合时也应注意策略的选择，

并有目的地吸收被并购方文化的优点。因此，企业综合实

力差距也是企业文化整合的重要影响因素。 

(5)领导个性差别。企业领导的个性特征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企业的个性特征，即企业文化。因此，领导也是并购

中文化整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如领导对文化整合的重视程

度、领导者的并购经验和文化整合能力、沟通能力、个人

魅力等等，都会影响文化整合的结果［8］。 

2.2.4 整合速度(v) 

v 指电荷的运动速度，类比于文化场，则表示整合速度。

Nardozza 等［9］认为，并购后整合战略要获得成功，关键在

于帮助公司实现领导团队、公司文化、公司战略、公司结

构、人员、产品、流程和技术 8 个方面的快速整合。同样，

Donald Depamphilis［10］在《兼并、收购和重组》一书中，

将快速整合列为促成并购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并

购后文化整合的速度是影响文化整合效果的重要因素。企

业在完成并购交易后，应迅速制定并实施文化整合方案，

避免让员工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产生焦躁不安，从而导

致工作效率的降低。但在整合过程中，对具体速度的把握

还应该考虑并购双方的文化特点、员工态度、文化整合层

次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经营环境等因素。 

3 结论与局限性 

3.1 结论 

本文通过企业文化与场的类比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文化以场的形式存在，在并购这种经济聚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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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获得聚变带来的巨大能量——并购的协同效应，就必

须克服库仑斥力——企业文化冲突。 
(2)“文化场”属于静电场。企业的文化场与静电场在概

念、类型和特性上都存在着极强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将文

化场视为一种静电场，从而可以利用静电场的相关理论和

规律来分析文化场间的相互作用。 
(3)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文化自身属

性(
1q ， 2q )、并购外部环境( e )、并购企业间的差异(R)、

整合速度(v)。这些因素是通过分析静电场的库仑定律及其

在一个电荷运动的特殊情况下的公式得出的。 

3.2 局限性 

(1)本文通过类比分析“文化场”与物理场的概念、类型，

及“文化场”与静电场的特性，得出“文化场”是静电场的结

论。该结论是通过定性分析得出的，尚需在“文化场”与静

电场的更多属性方面进行更严格的验证。 

(2)本文仅利用库仑定律分析了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影

响因素，在应用静电场的其它理论和规律方面还有许多工

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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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premises  that  M&A  is  regarded  as  economic  fusion, enterprise  is  regarded  as  atomic  nucleus, and  

culture  is  regarded  as  extranuclear  electron, by  comparing  the  concept,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tic  electric  

field, this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s  that  corporate  culture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field  (cultural  

field), and  this  field  is  a  static  electric  field. Thus, it  analyzes  four  kind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M&A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s’  culeture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M&A,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A  corporates, and  the  velocity  of  integration, by  using  the  basic  theory  of  electrostatics－Coulomb’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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