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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细算起来，我开始讲授《企业文化》到现在已近十五年了。
虽说也出过一些相关的小册子，但所用教材一直是自己东凑西拼的。
应该说，有关方面的书已经汗牛充栋，但觉得还是不太满意，总想自己编写一本满意的基础教材。
在田利民主席的鼓励下，联合了几所高校和我院的几位老师，经过近两年多的努力，中间几经讨论、
修改，现在总算付梓出版。
　　《企业文化学》按其学科归属，应纳入大的管理学学科。
同时，它又是一门交叉性学科。
它吸收了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诸方面的成果，融聚成为20世纪80年代
管理学的最新理论。
当然，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而在教材编写上，在关注它的理论融合时，还必须注意吸收
世界各国最新管理实践的成果以及中国企业改革的成果。
　　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学作为一门新型的管理学科，正得到企业界和社会上的广泛认同。
从政府层面看，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企业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已于2005年3月正式发布“企业文
化师”为我国企业管理的新职业，这预示着企业文化师将成为我国社会就业的一个新选择。
国家把企业文化师定义为“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从事企业价值理念体系构建及其转化工作的管理人
员”。
　　从企业层面看，企业文化已经成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法宝。
无论世界500强、国资委所属中央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等，都越来越多地建立了
企业文化主管部门，广泛开始了企业文化的建设实践。
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5年的报告显示：在企业中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的领导中，“由总经理、董
事长负责的分别占27．8%和21．8%，由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负责的分别占27．6%和16．4%，其他人
员负责的占6．4%”。
随着“企业文化师”正式成为国家企业管理的新职业，也使该学科在社会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更高，社
会需求量也将越来越大。
　　本教材的编写，将顺应这种需求。
教材吸收、总结了国内外二十多年来企业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构建学科体系时，既注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尊重学科本身的理论性、系统性，又不囿于现有
的框架，突出本学科原有的但被忽略了的规律与特点。
本教材与现今所见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虽然一门学科体系在研究它时有相对稳定性，但这种稳定应
该是在绝对变化中的一种稳定。
企业文化作为一门还在发展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把它的生成、演变，放到一个动态的、市场
竞争的环境中去考察、去构建，而不是把它放到一个静态的、甚至脱离企业竞争的环境中，单纯从文
化本身去考察它。
这正是本教材的特色，也构成了其基本内容。
　　本书由黄河涛、田利民担任主编，并共同拟定了全书编写体系和编写大纲。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人员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一、二节由黄河涛撰写，第三节由田利民撰写。
　　第二章由张丽琍（中华女子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和李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
、博士）共同撰写。
　　第三章由闫春芝（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撰写。
　　第四章由高立胜（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阳市电大管理学教授、辽宁省营销文化研究会会
长）撰写。
　　第五章由黄河涛教授撰写。
　　第六章第一节由黄河涛撰写，第二、三、四节由闻效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撰写。
　　第七章由张绍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撰写。
　　第八章一、二、四节由唐骅（外交学院副教授）撰写，第三节由黄河涛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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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的移动通信集团案例由田利民撰写，潘泰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做了部分修改，最
后由田利民定稿；莱钢案例由莱钢集团宣传部撰写，闫春芝修改、定稿；同仁堂、联想案例和四个案
例的学习指导均由潘泰萍撰写。
　　案例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同仁堂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田大方、宣传部长金永年的全力支持；同时，
也得到莱钢集团工会主席田克宁、党委宣传部长李淑华和王可昊、张成德的大力支持。
　　黄河涛、田利民最后对全书进行了通读、修改和定稿。
　　还要一提的是该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孟凡驰教授、王成荣教授、苏勇教授、张德教授和高立胜教
授等诸位朋友的支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在为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文化研究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相互之间的切磋、探讨，使我们都受益匪浅。
这本教材的编写，也吸收了他们研究的一些成果，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文化学概论>>

内容概要

　　本教材一共分九章。
吸收、总结了国内外20多年来企业文化建设、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构建学科体系时，既注意吸收世界各国最新管理实践的成果以及中国企业改革的经验，尊重学科本
身的理论性、系统性；又不囿于现有的理论框架，突出本学科原有的但被忽略了的规律与特点；同时
，厘清对于企业文化认识的种种误区。
在内容的架构上，严格注意企业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系统性特征，尽量把企业文化派生出的内
容剔除在外，充分体现《概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特点。
考虑到学科本身的实践性，因而在教材的第九章单设了案例章，分别选取了国内有典型性的四个企业
文化案例，每个案例只突出一个方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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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企业文化学导论第一节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发展的新阶段一、日本经济的冲击二、美国管理
理论的反思与调整三、中国企业面对市场经济的考量四、跨国公司资本扩张的文化策略第二节 企业文
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古典管理理论与泰勒的探索二、人际关系学说与行为科学理论三、现代管理
理论的“丛林”四、企业文化理论的形成五、当代管理思想：学习型组织、企业再造和六“西格玛”
理论第三节 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一、企业文化能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二、企业文化能增强企
业核心竞争力三、良好的企业文化能网罗人才、吸引人才四、利用企业文化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本
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原理第一节 企业文化的概念及特征一、企业文化的概
念二、企业文化的结构三、企业文化的特征四、企业文化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联第二节 企业文化的
功能一、积极功能二、消极功能第三节 企业文化的类型一、国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类型的划分二、国内
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划分三、本书对企业文化的分类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体
系第一节 企业精神一、企业精神的内涵及作用二、企业精神的培育三、企业精神的语言表达第二节 
企业价值观一、企业价值观的内涵及作用二、企业价值观体系三、企业价值观的修正第三节 企业道德
一、企业道德的内涵及特征二、企业道德原则三、企业道德的培育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企业文
化的传播体系第一节 企业文化传播主体一、企业家在企业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二、企业员工在企
业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三、企业英雄在企业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节 企业礼仪一、企业礼
仪的构成要素二、企业礼仪的功能和作用三、企业礼仪文化建设第三节 企业文化网络一、企业文化传
播渠道二、企业文化网络三、企业文化网络的管理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企业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规律第一节 企业文化的生成一、西方管理理论中关于企业文化生成的论述二、企业文化生成中积累与
领导的因素三、企业文化生成的一般模式第二节 企业文化的变革一、企业文化变革的含义二、企业文
化认识误区与变革的时机三、企业文化变革的管理四、企业文化变革的方式第三节 企业文化的冲突一
、企业文化冲突的含义二、企业文化冲突的类型和表现形式三、企业文化识别与整合本章小结复习思
考题第六章 企业文化的建设第一节 企业文化建设的环境因素一、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环境因素二、
企业文化建设的社会环境因素三、企业文化建设的政治法律环境因素四、企业文化建设的科学技术环
境因素第二节 企业文化建设的阻力因素一、企业文化建设的个体阻力二、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阻力三
、企业文化建设的文化理念阻力第三节 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一、企业文化建设的发起者——企业家二
、企业文化实施的保障——企业制度三、从制度到习惯——企业文化落地第四节 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
步骤一、调查分析阶段二、总体规划阶段三、实验、实施与传播阶段四、评估调整阶段本章小结复习
思考题第七章 企业文化建设中的CIS战略第一节 CIS战略一、CIS战略基本概念二、CIS的最新发展：
从CIS到CS、CM三、导入CIS应遵循的原则第二节 企业理念识别（MI）设计一、企业理念识别的含义
二、企业理念设计的内容三、企业理念设计程序第三节 企业行为识别（BI）设计一、企业行为识别的
含义二、企业内部行为设计三、企业外部行为设计第四节 企业视觉识别（VI）设计一、企业视觉识别
的含义二、企业标识设计三、企业标准字设计四、企业标准色设计第五节 企业形象战略策划实际操作
一、企业导入CIS的实际工作步骤二、企业形象的实态调查三、问题诊断与报告形成四、CIS的全面落
实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案例讨论案例讨论第八章 企业文化的比较研究第一节 日本企业文化一、日本
企业文化的形成二、日本企业文化的特征三、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第二节 美国企业文化一、美国民族
精神对企业价值观的影响二、美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三、美国企业文化的特征第三节 德国企业文化一、
德国企业管理的特色二、德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三、德国企业文化的特征第四节 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一
、中华民族精神二、中国企业文化的特征三、发展中的中国企业文化本章小结复习思考题第九章 案例
分析案例一 中国移动文化：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案例二 莱钢创建学习型企业文化的探索案例三 同仁
堂企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案例四 联想的资产重组与企业文化变革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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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重奏：《美国企业精神》和《追求卓越》　　《美国企业精神》是劳伦斯·米勒于1984年5月
出版。
作者认为美国企业界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企业文化。
几乎在美国每一家大公司中，老的企业文化都在衰退，并在为建立新的文化而奋斗。
新文化的驱动力不在于财务上提高生产力和质量，也不在于职工要求提供更令人满足的工作环境，而
在于创造和接纳新的价值观、见解和新的精神。
该书提出了未来企业经营的八大原则：目标原则、共识原则、卓越原则、一体原则、绩效原则、实证
原则、亲密原则和正直原则。
米勒认为，在未来的全球性竞争中，公司唯有发展出一种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的文化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追求卓越》①的副标题是“美国最佳经营企业的经验”。
　　的两位作者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都是麦金赛管理咨询公司的顾问。
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他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战后以来，日本的企业管理取得了成功，而美国的企
业管理却事倍功半？
同是美国的企业，为什么有的也出类拔萃，有的却碌碌无为？
为此，他们于1977年起作了大量的研究，并于1980年7月在《商业周刊》上发表了最初的研究成果，引
起巨大反响。
此后，他们又对这一研究课题加以修改和充实，于1982年10月出版了本书。
该书一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
　　彼得斯和沃特曼批评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居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管理方式，指出，企
业界的问题正在于热衷数字分析和管理工具，并以此来掩盖自己对于管理艺术的无知。
彼得斯和沃特曼对美国43家卓越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许多企业也有强有力的文化传统，而且并不亚
于日本的企业。
他们把这些卓越企业的创新归纳为八项特征，即侧重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
提高生产力、以价值观为动力、坚持本行业、精兵简政、宽严相济。
管理者不应再关在沉闷的象牙之塔中苦思冥想，而应下到现场和工人们一起，支持他们所钟爱的产品
。
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企业的价值观，并身体力行来强化这些价值观。
　　企业文化作为管理理论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就理论本身的内涵来分析，显然比前三个阶段的理论
有着明显的进步。
它对企业管理的思考立意更高、角度更新，包容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它高度重视人作为企业生产的主体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提出不仅要用科学的、经济的手段，更要重视文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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