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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历史上看，企业文化伴随着企业的生产而产生，但却一直
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这种情况到 20世纪 80年代初期才发
生了根本的改变。随着科技的进步，劳资关系的不断改善和调
整，以及日本企业的崛起，尤其是美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重新
审视自己企业的需要产生了。在此过程中，美国理论界第一次认
识到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这种变化被
称为管理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从此，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一
个普遍现象，企业文化被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已经从 20世纪 80年代以前的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工
业化时代，迈向了以智力资本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
已经成为异质的、不能完全被模仿的、无法用其他资源替代的、
低成本的核心能力，而建设符合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实际需要的企
业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前沿性的课题。于是，本书从经济
学的视角，着重探讨了关于企业文化的核心问题。

本书首先从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企
业文化的相关概念给出了解释，指出了自从有企业就应该有企业
文化。在分析已有企业文化结构分类的基础上，本书将企业文化
结构分为物质、行为、制度、精神四个层次。同时，分析了企业
文化的目的性、非强制性、可塑性、系统性和独特性等特征，提
出了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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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功能。在详细探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
本书研究了企业文化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即企业文化塑造
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渗透并提升企业文化、没有企
业文化就不会有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是促进企业核心竞争
力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基础、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以及企业核心竞争力是
企业文化功能的体现等，综述了 X—Y 理论、超 Y 理论、Z 理
论、7S模型、8原则理论、5要素理论和 K理论等主流企业文化
理论。这些企业文化理论突出了企业文化中的诸多核心因素，并
强调了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

本书运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相互关系理论，以时间先后为序，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历史阶段，
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早期的 “压榨式”企业文化、资本主义
机器大工业中晚期的 “行为主义”企业文化和 “软实力”日本
式的企业文化、知识经济时代的 “精英共享型”企业文化。本
书指出，由于机会主义、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小
数条件等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的正式契约必然会导致偷
懒行为、“搭便车”行为、“归因于外”行为等内生非效率的现
象。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契约，可以通过弥补有限理性、
解决正式制度的激励不相容、减少信息成本、形成强精神激励和
“共赢”的合作博弈等方式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从而形成互补
的有机整体。

在分析日本企业文化、美国企业文化和欧洲企业文化各自的
背景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本书得出了这三大经济体企业文化的共
同特征，即经济性、手段性和以人为本; 在管理制度、组织结构
和行为方式三个层面，指出了这三大经济体企业文化的差异。同
时，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企业文化的经济基础和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的现状，分别指出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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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最后，本书分析了我国建设和谐企业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本书认为，和谐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和以效益为
中心兼顾、学习型企业与创新型企业兼具、合作性竞争与国际化
共赢、品牌文化与信用文化并重、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共担。本
书还认为，可以通过建立核心价值、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信
任合作机制、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体现企业家特质、员工有效参
与等途径建设我国的和谐企业文化。

由于学识、时间和精力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错误，敬
请同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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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章　绪　论

１．１　研究背景和意义

从历史上看，企业文化伴随着企业的生产而产生，但却一直

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这情况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才发生

了根本的改变。一方面，随着科技进步以及劳资关系的不断改善

和调整，以 “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强调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

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

展，国民年平均收入从１９４５年的２０美元增长到１９８０年的８９４０
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汽车、家电等行业

全面超越美国。这都引起了西方国家企业文化研究学者，尤其是

美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产生了重新审视自己企业的需要。在向

日本企业学习的过程中，美国理论界第一次认识到企业文化的重

要性，并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这种变化被称为管理思想史上

的一次革命。从此，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企业

文化被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已经从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时代，迈向了

以智力资本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在产业结构方面，以网络、

信息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增长使得第三产业替代了第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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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成为主导产业；公司所有制结构也由以个体资本家私有为主的

传统资本主义私有制变化为以股份公司制为主的资本社会所有

制，并且还出现了职工持股计划、工人合作工厂等劳动集体所有

制形式。在工人素质和待遇方面，以技术工人为代表的 “白领”

工人比例上升，经理人、教师和研究者等 “管理者”和 “专家”

阶层的作用和社会地位日益上升，工人觉悟、工会等工人的组

织、普选等因素为工人阶级争取到更多的劳动权利、社会福利和

社会保障。在产品方面，差异化替代了同质化。在消费方面，消

费者主权替代了企业主权。在销售方面，营销理念替代了单纯的

销售。也就是说，企业必须依靠智力资本、创新、品牌等核心竞

争力来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的竞争逐渐从单一的产品

走向了综合能力的竞争，企业文化已经成为异质的、不能完全被

模仿的、无法用其他资源替代的、低成本的核心能力，而建设符

合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实际需要的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

前沿性的课题。

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环境和应对国外企业的竞争，

我国许多企业已经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

键，纳入发展战略，制定总体规划和推进计划，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形成了扎实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工作局面。此

外，我国理论界认为，建设和谐企业文化是解决我国企业文化问

题的关键，并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建设我国和谐企业文化的原则

和对策。

也就是说，如何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将国内外企业文化的

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企业自身的文化实践，建设和谐企业文化，

对企业界和理论界都是一个紧迫的且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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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绪　论　　　　　　

１．２　国内外研究历史与现状

国内外的理论界 （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以

及企业界都对企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企业文化不仅对于企

业的发展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还

极大地改变了各个理论学科的研究思路。例如，企业文化极大地

挑战了经济学的 “经济人”假设，适应企业文化研究需要，“契

约人”“政治人”“道德人”“文化人”“社会人”等假设不断被提

出和改进。

１．２．１　国外对企业研究历史及现状

虽然企业文化伴随着企业的产生而产生，但是，企业文化在

整个企业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重要的原因

是，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在机器大工业初期由企业管理者

“自发”的 “压榨式”企业文化或稍加改进的 “行为主义”企业

文化的管理完全可以应付企业的发展，所以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并

没有凸显出来。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机器大工业中、后期和知

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才逐渐显现，加之日本

“软实力”的企业文化带来的企业竞争力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和企

业界的注意，尤其是美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这才有企业文化概

念的提出，并对企业文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在这一背景下，庇梯格如 （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１９７９）在 《管理科

学季刊》上发表的 《企业文化研究》①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企业文

３

① Ｐｅｔｔｉｇｒｅｗ　Ａ　Ｍ．Ｏ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７９ （２４）：５７０－５８１．



化的概念，拉开了理论界探索企业文化的大幕。

在企业文化构成因素方面，由威廉·大内著的 《Ｚ理论

———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１９８１）一书在详尽分析了

美国盛行的Ａ型企业文化和日本成功的Ｊ型企业文化各自特点

并进行比较后，提出了Ｚ型企业文化的模式。① 查德·帕斯卡尔

与安东尼·阿索斯在他们合著的 《日本企业管理艺术》 （１９８１）

一书中提出了企业文化的 “麦金瑟７Ｓ模型”，即战略、结构、体

制、人员、技能、共同的价值观等七个因素。② 托马斯·Ｊ·彼

得斯和小罗伯特·Ｈ·沃特曼在他们合著的 《寻求优势———美国

最成功公司的经验》一书中提出了企业文化的八原则：一是乐于

采取行动；二是接近顾客；三是自主和企业家精神；四是发挥人

的因素；五是领导身体力行，以价值标准为动力；六是发挥优

势，扬长避短；七是组织结构简单，公司总部精干；八是宽严相

济，张弛结合。③ 泰伦斯·狄尔与爱伦·肯尼迪合著的 《企业文

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１９８２）将企业文化的构成归纳为

五个要素：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文化网络 （四个必要

因素）、企业文化 （唯一和最大的影响因素）。④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玛丽·凯·阿什著的 《用人之道》

（１９８４）一书充分论述了重视人、尊重人的人本思想在企业管理

和企业文化中所占据的首要地位。彼得 · 圣吉 （Ｐｅｔｅｒ　Ｍ．

Ｓｅｎｇｅ）认为人们是从工作中得出生命的意义和实现共同愿望的，

４

①

②

③

④

威廉·大内．Ｚ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 ［Ｍ］．孙耀君，王祖
融，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４．

帕斯卡尔 （Ｐａｓｃａｌｅ　Ｒ　Ｊ），阿索斯 （Ａｔｈｏｓ　Ａ　Ｇ）．日本企业管理艺术 ［Ｍ］．
陈今淼，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翻译出版社，１９８４．

托马斯·Ｊ·彼得斯，小罗伯特·Ｈ·沃特曼．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
司的经验 ［Ｍ］．管维立，译．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１９８５．

泰伦斯·狄尔，爱伦·肯尼迪．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 ［Ｍ］．唐
铁军，叶永青，陈旭，译．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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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绪　论　　　　　　

并创立 了 “学 习 型 组 织”理 论。迈 克 尔 · 海 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ｍｍｅｒ）与杰姆斯·钱彼 （Ｊａｍｅｓ　Ｃｈａｍｐｙ）提出了对企业在

最根本问题上的哲学思考和再认识的 “企业再造工程”理论，即

建立企业员工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念，提升企业员工的忠诚度，

使企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①

在实践方面，日本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著的 《实践经

营哲学》一书 （在松下电气公司成立６０周年之际出版）从实践

经营哲学的角度介绍了松下公司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② 惠普原

总裁戴维·帕卡德总结惠普的企业文化提出了 “惠普之道”。③

１．２．２　国内企业研究现状及趋势

我国企业文化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最初仅仅是
对国外一些企业文化研究成果的译介。从１９８６年起，一些专家、

学者开始研究企业文化，并将企业文化理论运用到企业实践中。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企业文化的研究，

提出了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等口号，并进行了多次有关企业文

化的大规模调研。２１世纪初，我国关于企业文化研究的专著、

论文纷纷发表，企业文化研讨会、论坛大量涌现，形成了企业文

化研究热潮。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我国企业文化和国外企业文化的差异。李琪在 《欧洲管

理学者看中西企业文化的差异》（１９９９）一文中指出，中国人重

在 “掌管”，而西方人重在 “授权”，因而在权力距离、思维方

式、沟通习惯、法制观念、企业组织与员工关系、领导方式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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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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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着广泛的差异①。林娜的 《中日美三国企业管理差异的社

会文化渊源》（１９８６）重点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了企业

在管理思想、管理主体、管理客体以及管理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

异。②

关于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张旭 （２００７）按照
“企业文化—企业能力—竞争优势”的研究框架，研究了企业文

化对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并认为尽管企业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无

形资产，不能直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却能够通过提升学习能

力和创新能力这两种企业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③ 陈静
（２００７）的研究指出，企业员工的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

契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

设来改变心理契约，尤其是工作倦怠的认知，进而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④

关于我国企业文化的特点、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胡晓清在
《中国建设现代化企业制度的社会文化困扰》 （１９９８）一文中指

出，我国的企业缺乏资本主义企业文化的 “自我实现”的特征，

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缺乏主流文化是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整

个外部文化环境方面遇到的较大困扰。王利平在 《中国组织管理

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因素》（２０００）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的管理

模式是一种儒法互补兼兵家权谋的管理文化。占德干、张炳林的
《企业文化构建的实证研究———对四个不同类型企业的调查与分

析》（１９９６）对中国企业文化构建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发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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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综合作用对企业文化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①

关于和谐企业文化问题。贾春峰在 《企业和谐文化建设中的

十个关系和八个观点》（２００７）一文中指出了和谐企业文化建设

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十个和谐关系，并提出与正确认识和谐企业文

化建设相关的八个观点。② 董明在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企业与文

化建设》 （２００７）一文中指出了企业和谐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

系③。祝慧烨在 《坚守核心价值观培育企业和谐文化》一文中指

出，现阶段中国企业需要实现从利润驱动、绩效驱动向价值驱动

的转变，坚守核心价值观，不断化解 “利”与 “义”的矛盾，建

立有序、可控的企业文化，实现企业内外和谐与可持续发展。④

此外，黎红雷在 《“文化人”假设及其管理理念———知识社

会和管理哲学》（１９９９）一文中指出，为了适应 “知识社会”管

理的需要，必须用 “文化人”取代以往的 “政治人” “经济人”

假设。⑤ 陈春花在 《企业文化的改造与创新》 （１９９９）一文中认

为，要在理解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企业文化进行改

造和创新。⑥ 刘莹在 《员工心理与企业文化契合研究———以万科

为例》（２０１０）一文中以员工心理资本与企业文化契合为研究对

象，分析了员工心理资本与企业文化在双高导向契合状态下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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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析 ［Ｊ］．管理世界，１９９６ （９）：２０４－２１０．

贾春峰．企业和谐文化建设中的十个关系和八个观点 ［Ｊ］．企业文明，２００７：

２５－２８．
董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企业与文化建设 ［Ｊ］．赤峰学院学报：哲社版，

２００７ （５）：３０－３１，５４．
祝慧烨．坚守核心价值观培育企业和谐文化 ［Ｎ］．人民日报，２００６－１１－１７

（１３）．
黎红雷．“文化人”假设及其管理理念———知识社会和管理哲学 ［Ｊ］．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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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导向契合状态下的行为与绩效，并指出只有员工心理资本与企

业文化保持高度契合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绩效。①

总之，以上学者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对企业文化进行了探

讨，对本书研究企业文化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思路和启发。在此

基础上，本书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出

发，对企业文化的历史演进进行研究，并以此指出了我国企业文

化所处的历史阶段性和 “共享型”企业文化的原则。此外，本书

还基于现代企业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

（契约）可以解决企业的正式制度 （契约）带来的内生非效率，

并据此提出了建设我国和谐企业文化的途径。

１．３　本书的结构

１．３．１　本书的基本结构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共十章：

第１章为第一部分，是本书的导论部分，给出了企业文化研

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企业文化研究的逻辑框架和研究的方法。

第２章为第二部分，是本书的基础部分，给出了企业文化的

相关概念界定，以及企业文化的结构和特征，为本书研究的展开

奠定基础。

第３章至第７章为第三部分，是本书的主要理论部分，分别

探讨了西方主流企业文化理论，企业文化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之间

的关系，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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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绪　论　　　　　　

互关系理论探讨了企业文化的内涵、历史演进阶段，以西方现代

企业理论中的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了企业文化的成因和作用，以及

日本、美国和欧洲这三大经济体企业文化的异同。

第８章至第１０章为第四部分，是本书的应用部分，运用本

书第三个部分的理论分析结果，研究了我国企业文化的特征、阶

段、现状与问题，以及我国建设和谐企业文化的必要性、可行

性、原则和途径。

１．３．２　本书的逻辑关系

图１－１、图１－２、图１－３基本上分别反映了本书各章之间

的逻辑关系，第５章、第６章与第１０章的逻辑关系，以及第５
章与第８章的逻辑关系。三幅图也基本上厘清了全书各章内部的

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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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全书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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