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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的企业早已不再是投人产出的“黑箱”，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也受到了挑战。
理性化管理由于缺乏灵活性，而不利于发挥员工的创造力和产生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
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并且将价值创造与心理因素整合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
和发展起着潜在却又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
价值观、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
它是一个企业或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
“优秀的公司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们独特的公司文化把它们与其他企业区分开来。
”卓越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无不把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公司文化管理放到战略层面去思考和实施。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仅仅认识到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像众所周知黄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寻找金矿、冶炼黄
金，到最后金光灿烂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过程是非常曲折和艰难的。
企业文化管理绝不仅仅是一句空话，重要的是在于落实、在于落地。
    这本书从企业的文化管理人手，研究企业的文化落地问题。
其独特的文化管理观念、创新的文化管理体系、新颖的文化管理方法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这样的企业文化管理之所以值得推广和提倡，首先是这样的文化管理是实在的，是和企业员工紧密相
连的。
它从企业出发，从员工的自身出发，员工一边践行企业文化，一边研究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在企业
与员工的身边，就在员工的心里，这样的企业文化才能落地。
这样的企业文化是实实在在的企业文化，而不仅仅是有些企业拿来炫耀的噱头。
其次，这本书的企业文化管理是一个体系，是企业的灵魂框架。
从理念到制度，从员工到企业，从企业内到企业外，从工作到生活，从倡导到手册——这一系列的行
动、活动、制度、理念等都说明了一件事，即企业的文化管理绝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它是一个完整的
体系，是多维度的企业价值观的衡量和提升。
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有其特有的文化，但是其文化的管理和建设也有一些共性，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这
些共性。
最后，这本书将企业的文化管理上升到了理论层面，是企业文化管理的大全。
这样的总结和梳理，有利于企业文化理念的宣传，也方便企业的员工领会和把握企业文化的实质，有
利于文化管理知识的传播。
    企业的高层应该认识到，一个企业不但要有好的企业文化，更要有好的企业文化的培养战略，要不
断地将优秀的企业文化加以提炼和总结，将好的理念、好的方法、好的制度进行总结和梳理，以便于
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这本书正是基于企业文化管理的需要而完成的，它可以指导企业文化的建设，对于培养优秀的企业文
化、建设企业的文化管理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但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企业文化会缩短这一过程。
企业文化管理也是一门学问，只有找到一些法门，才能加快优秀企业文化的建设速度，这本书正是提
供了这样的方法和路径。
    当书稿放到我的眼前，我似乎看到了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公司那蒸蒸日上的红火景象，似乎嗅到了
忙忙碌碌的公司员工那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体会”和“认同”，似乎领略了“企业文化管理绝不是一
句空话”的真正含义。
让文化在我们的企业中大放异彩吧！
    王在全    北京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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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文化落地的过程中，企业存在一些问题或困惑：管理者急于求成；重形式而不注重落地；不知
道如何让文化扎根于管理；还囿于贴标语、贴标签、喊口号；如何管理有个性的员工；如何管理员工
的微博⋯⋯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总结了企业文化落地的36个锦囊，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行之有效
的解决方案和优秀的示范，让你在轻松阅读中掌握企业文化的实战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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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按语 企业文化不能“大风刮”和“一刀切”，它的初衷和归宿是“润物细无声”
。
对于相对缺乏制度传统的中国企业来说，员工更乐意受文化氛围的影响，而不是被规章制度强扭，被
数字代码“拟物”化，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对“制度”不感冒，靠的是感化。
让员工文化个性自觉融入企业文化并一起成长，其实就是一个企业文化落地、生根、发芽的过程。
两者问的联系带着一份情意绵绵的暖意。
 布雷希特的《用心管理》一书中提到了员工的三件必需品：有意义的工作，有机会在影响到他们的决
定上施一份力，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
有机会为企业施力起作用，似乎与“海底捞”巧用员工创意的做法不谋而合。
隶属亚特兰大顾问团的布雷希特和“海底捞”老板张勇，一个是外国学者，一个是本土商人；一个说
宏观，一个讲细节，但都是在告诉管理者同一个道理：员工的个性文化可以是企业发展的催化剂。
这和“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有着相通之处，个性文化的穿透力可见一斑。
个性文化让企业和员工彼此获得真正的信任，让员工在8小时的工作时间内真正活起来。
 锦囊释义 我们这里说的文化个性，指的是专属于员工，并能够反映员工个性的一种文化。
个性文化时包含了员工的个体思维、行动和这背后的价值观，它是独特的、唯一的、创新的。
关注员工文化个性，实际上是关注个体创新力对企业整体的促进和推动。
 实战演练 对于文化个性的炼就，企业绝非是袖手旁观的“局外人”。
企业对待文化个性的态度应是一种承担和包容。
员工的文化个性组成了企业的文化个性，它代表的正是企业文化渗透的结果。
  一、展开调研 在打造员工个性文化之前，需要对员工的整体情况做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不论性别
、年龄、岗位和职位。
你可以面对面地倾听、回复电邮，或者干脆进行一次问卷调研活动，在此基础上获得的资料都是个性
品牌设计的重要依据。
 二、提供平台 相比企业文化，员工的个性文化显然“弱不胜强”，好比家长庇护孩子，后者更需要
一个包容、积极的外部环境才能生存成长。
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中，心理满足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营造更开放的企业文化
氛围，多了解员工需求，特别是心理需求，建立允许员工自我释放的机制。
关注、尊重、引导是企业在打造员工个性文化时始终绕不过的关键词。
 三、提供载体 企业文化的终极难题正是内外于心、外化于行。
员工的个性文化是属于员工自己的品牌，相对内化领会易，外化推广难，这就更需要借助多样载体去
表现、宣传员工的个性文化品牌。
个性文化可以有尽可能多的表现形式和载体，这里提供一些菜单式的载体供参考，譬如： 1.一句格言 
许多人用座右铭来激励自己，自行创作并记忆个人岗位格言就是员工完成好日常工作任务的座右铭，
体现服务特色，励志厉行。
个人格言可以在员工的工作牌、电脑桌面、台签、办公用品等物品中呈现，格言的励志作用显而易见
。
 2.一本小手册 建议是便携式的小本子，内容可以包含企业文化理念、员工个性文化和文化小案例。
手册可以制作成笔记本，供员工做会议记录或工作记录时使用。
手册也可以同时存放在企业文化园地和员工活动室内，以增强个性文化的影响力。
 3.一种即时状态 运用即时聊天工具的签名档、网络微博等功能，让员工一打开聊天软件、一联网就能
看见自己的个性文化签名，增强个性文化的感染力。
 对任何一个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来说，企业竞争的不仅是市场，还有实力。
而市场消费的已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还有个性服务带来的品质感。
提倡员工个性文化是企业关注管理细节的开始，更是企业人文关怀的回头，相信会给企业管理者和员
工带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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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分析 一、请允许个性文化与员工同在 尊重员工个性和依靠企业文化主导，这两者并不冲突。
 人性品牌策划理论创始人和实践专家谢付亮提出职业经理人的努力方向，这对企业和企业管理者同样
适用，企业需要“致力培养员工的成长”。
致力培养员工的成长，不仅仅是让员工感受到上司的器重，更重要的是反映个人、集体同升共荣的价
值观，尊重并发挥员工的文化个性，并在无形中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
企业为员工带来家的暖意，而员工则让企业成长并壮大。
 员工个性和企业文化的依存背后，是企业发展个性与共性相生相随的天然联系，这个作用与反作用、
共性与个性辩证共存的哲学命题，也正是企业管理的微妙所在。
 但在肯定个性文化的同时，记得要确保头脑清醒，别忘了员工的个性里有天使也住着魔鬼，请有所取
舍地张扬个性文化。
员工的个性文化可以是充满正能量的小宇宙，也可能是会消磨企业整体战斗力的破坏因子，我们要张
扬个性文化是为员工个性里的天使松绑，绝非一股脑儿地“照单全收”。
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对个性文化中的正面个性进行引导，“藏”起个性中的“小恶魔”，目的是为了
达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另外值得关注的，在允许员工张扬个性文化之前，企业的自我定位非常重要，因为不是任何企业都适
合做释放员工个性文化的尝试。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否鼓励个性文化发展？
发展的程度怎样？
如何控制个性文化发展？
例如，对于一家年轻的IT企业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值得一试的管理方法。
但放在一家以严谨规范著称的企业身上呢？
可能会带来让人头疼的问题。
所以说，企业对待个性文化是需要有所取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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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卓越锦囊:企业文化管理36计》对管理有独到的认识，并且积累了丰富的企业文化打造的实践经验。
书中融合了企业文化实践中的36个关键环节，提供了优秀的案例作为示范，还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
方案，这对企业文化管理的从业者，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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