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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发展状况、形成原因及历史定位，揭示了企业文
化是近代民族企业身处逆境、曲折发展的重要动因，并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现代企业文化
建设的历史启示。
《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文化》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还为
现代企业实行文化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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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德发，生于1968年3月，河南信阳市人。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企业文化与金融管理，近几年主要从事近代民族企业文化与银行管理研究。
先后在《企业管理》、《企业活力》、《江汉论坛》、《读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独立完成专著一部，参编著作两部；主持参与国家级项目三项、省部级项目五项，校级项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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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刚健进取思想是创建企业文化的思想前提二、爱国主义思想是创建企业文化的永恒主题三、
重德修身思想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四、以人为本思想是塑造企业精神的根本指针五、注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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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二、企业精神第三节 组织制度比较一、组织结构二、领导体制三、决策方式第四节 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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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的精华一、中西文化对接，高举爱国旗帜二、统一价值观念，塑造企业精神三、重
视人才选用，挖掘创造潜能四、坚持以人为本，激发职工奋进五、注重创立名牌，提升竞争能力第二
节 近代民族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一、人事管理上，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二、管理方法上，存在过于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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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对接三、建设要有系统性，绝不可急功近利四、建立健全培训机制，提高员工综合素质五、建
立长效激励机制，永葆企业发展活力结束语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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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解释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进行
了开拓性的分析，创立了“交易费用学派”。
从今天来看，它已成为关于企业经济学研究的宣言。
该学派阐述了两方面的问题：①交易成本的有效性问题。
他发现在自由价格制度被公认有效的前提下，企业存在的主要理由就在于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付费的
，因市场交易存在费用，企业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企业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价格的替代物，它可以利用组织的权力合理地分配资源，从而节约费用
。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人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企业可以通过设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来抑
制机会主义，从而减少拟订完全合同的必要。
所以，企业可以被看成是一套节约有限理性、防止交易机会主义的机制。
②生产成本的有效性问题。
阿尔钦（A.Alchain）和德姆塞茨（H.Demsetz）在继承科斯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是所有
投入要素的契约安排中的集权代理人并存的团队生产。
古典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团队生产以及监督所有共同投入要素的监督者并存，投入要素的所有者同
意监事来监督他们，以提高生产效率。
企业实质上就是一种收集、整理与出售信息的市场制度。
　　对于某一生产过程中的两个单位的联系，该由市场还是企业来组织？
科斯的观点是，只要可以减少交易费用，企业就会取代市场发挥作用。
这也就解决了新古典理论难以界定企业边界的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分析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微观分析的基础上，仍带有浓厚的主流经济
学的抽象色彩，并大大简化了与企业有关的变量。
但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本质认识的缺陷表现在：①交易费用理论把企业的本质归结为组织交易的契约
形式，从而仅仅从交换关系和交易成本出发讨论企业存在和企业行为。
在交易单位特征是既定的假设条件下，企业的存在及其行为都是由交换关系外生决定的，企业仍然是
价格理论的附属物。
交易费用理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资源配置，而忽略了企业最基本的生产属性。
②交易费用理论对企业的分析是静态的。
从动态的角度看，由于来自有限理性的个体在企业内部长期协作中知识和能力得到不断的积累，其中
的核心知识和能力不仅是专用性的，而且具有整体性特征，所以企业通过市场还是通过企业内部组织
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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