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文化管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组织文化管理>>

13位ISBN编号：9787301129951

10位ISBN编号：7301129955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谭昆智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组织文化管理>>

内容概要

21世纪不仅是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时代、3G时代，也是文化经济时代，文化已逐渐成为推动生产力发
展的一支强劲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组织文化功能也在不断地延伸，一种新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并且越来越突
出，这就是组织文化管理。
    文化是组织的灵魂，是组织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推动组织持续发展、快速成长的强大精神力量。
同时，组织文化还是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动态文化，它是一个组织在长期的管理建设中沉淀出来
的精神财富，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它代表了组织管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本书是针对组织文化管理这一全新课题而进行的深入的探论。
全书共有十二章，分为理论知识介绍和实践文化管理两大部分，书中撰写的文化管理调查报告，都是
第一手资料，是作者亲身体验和调研的总结。
    本书的特点是全面性、真实性、系统性、可比性、实用性、案例性。
读者通过本书的学习，能掌握组织文化的基本知识和原理，学会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本书对致力于组织文化建设的人士，具有指南作用；对致力于组织文化管理咨询的同行，具有借鉴作
用；对致力于组织文化管理理论的专家学者，具有实证案例作用；对于立志投身组织管理的青年学子
，具有引路启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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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文化管理的战略与背景　　管理是一门学问，更是艺术。
综观组织管理的历史，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到梅奥的人群关系论，管理的模式在不断地发生变更，
文化管理也就是顺应管理的历史潮流的产物。
科学管理原理的行政命令、严格监督、惩罚和解雇，以及管理者高高在上的领导作风，使劳资关系十
分尖锐。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说潜能发挥，就是按时按量地完成工作进度也并不是危言耸听。
人群关系论的五个层次确实能够满足人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但是长期有着高高在上的感觉的管理者，
并不能有利地在决策和管理中来放任自己的权利，也就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生存、安全、社交、
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个层次的后两者，尤其是自我实现的满足。
　　文化管理要求组织尊重员工、平等共事、分权管理的价值观，恰恰能够激发员工的敬业精神，对
管理者信赖和忠诚。
同时，上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文化管理的主要结构：以人为本、建设共同的组织文化背景、弘扬组织精神、价值与工具合理性的统
合，以及服务文化的全新融合，使投身组织的战略目标最终达到组织和员工的最佳实现。
　　第一节文化管理的战略思维　　21世纪人类面对着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方面，社会从现代化向信息化转变，信息化、知识化与文化创造是现代资源和时代特征；另一方面
，产业构成和活动方式以信息化、知识化为契机，各行各业打上了信息文化的印记。
在信息化、数字化、科学化、知识化、价值化、意义化普遍流行，信息高速传播被广泛提出和认同。
与此同时，“文化力”成为无可抗衡的，带有无尽价值的源泉，于是各种具有特色的文化活动便普遍
而频仍地进行起来。
然而，事实上，文化力不过是人类文化创造与文化管理相协调的结果和显现。
　　对于拥有文化传统根基和致力于发展的中国社会组织来说，这是良佳的历史机遇。
问题是组织如何能自觉把握机遇并迎接它的到来?答案是：文化管理的战略思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文化管理的战略思维作为组织发展的战略研究，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获得了时代和社会的关注。
　　一、文化管理迎接新竞争时代　　中国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洗礼，市场经济不可避
免地引进了组织的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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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教材共分12章，内容涉及文化管理的战略与背景、文化管理的核心与要素、文化管理的理论基
础、文化管理的心理默契、文化管理的形成、文化管理的实践核心、文化管理的动力源泉、文化管理
的亲和力量、文化管理的整体优势、文化管理的维系与变革、实践中的组织文化管理(上、下)等问题
，全面、系统地对组织文化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进行了介绍和阐述。
 本书既可作为组织开展内训的基本教材之一，也可以为研究组织文化的在校学生和指导教师提供参考
，还可作为组织(特别是企业)咨询师、高校教师和专家学者的实务类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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