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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社会发展观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再到 20 世纪 90 代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正在经历从单纯

强调经济增长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国有建筑企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如何寻找到切实有效的改革和管理方法，保持我国

国有建筑企业长盛不衰的发展要求，就变得十分迫切。文化建设是企业制度建设

之本，企业文化对形成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保持企业长盛不衰的发展，我们要高度重视国有建筑企业

文化建设，尤其要建设符合时代潮流的优秀企业文化。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资料，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与探索的基

础之上，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

文化环境及影响因素，并结合组织项目管理成熟度的思想设计国有建筑企业可持

续发展文化评价模型，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多重筛选方法确定指标体系，最终

结合实际企业案例，运用模糊评价数学模型对模型加以验证，指导企业的企业文

化管理，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首先，采用文献梳理的方式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文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重新界定企业文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管理理论，并由此总结出国有建筑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涵、特点，分析影响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环境，

深入总结分析文化环境对国有建筑企业的作用，得到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企业文化影响因素。 

其次，对已有文献研究中分析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在国有建筑企业文化环

境的定义、特点、范围界定的基础上，分析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

评价体系构建要求及特点，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引入组织项目管理成熟

度的 OPM3思想，建立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文化评价模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次，依据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步骤，在影响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文化

因素识别的基础上，根据模型要求与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对国有建筑企业

文化指标进行筛选设计，并最终通过事件树法、德尔菲法与相关性分析三个步骤

获得最终指标，从而建立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文化评价指标体系。 

最终，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文化评价模型实证检验。利用模糊评价的数

学方法，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针对不同文化管理层次进行实际调查与研究，

将得到的数据分析整理，根据评价标准判断该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情况，为

企业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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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提出研究问题 

一、我国国有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形势分析 

面对着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施瓦布博士在 2010年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中阐述

了三个重新，即重新思索、重新设计和重新建设。这次席卷了全球的经济危机提

醒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如何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是我们时刻需要关注

的问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微观主体是企业，经济运行的主要活动在现今社会仍

然是通过企业来实现的，企业扮演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十分关键的角色。作

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元素和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企业以盈利为目标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并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它将直接担负社会生产和流通，起到促进社会

经济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企业素质的高低，应对环境变化的本领和

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①，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直

接的联系。企业身为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护卫者，同时也肩负着社会

环境持续发展的推动者的使命。我国现今仍处于发展中阶段，正在将发展战略从

单纯强调经济增长逐渐转变为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2003 年 10 月，在党的十

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

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表明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的发展改变过去以经

济为中心的观念，转而将“以人为本”列为发展的重心，并将经济工作落实到改

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来，以实现人、经济、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

展。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国有建筑企业越发突出地体现了它在国民经济

中的重要地位（如表 1-1所示），国有企业持续长远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政府与研

                                                        
① 邱英．企业可持续发展财务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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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学者们的重视。由于国有建筑企业在国计民生中的这种关键性身份，如何寻找

到切实有效的改革和管理方法，保持国有建筑企业经久不衰的发展要求，已经变

得十分迫切。 

表 1-1  国有建筑企业历年统计数据 

 企业个数 
从业人员 

（万人） 
生产产值 
（亿元） 

占全国总产值

（%） 

1980 1 996 481.80 220.90 76.99 

1985 3 385 576.70 474.51 70.29 

1990 4 275 621.00 935.19 69.53 

1995 7 531 824.30 3670.25 63.35 

1996 9 109 855.90 4160.21 50.23 

1997 9 650 828.60 4526.52 49.60 

1998 9 458 738.40 4571.44 45.43 

1999 9 394 690.55 4861.38 43.59 

2000 9 030 635.60 5053.79 40.44 

2001 8 264 590.65 5362.81 34.91 

2002 7 536 543.75 5582.86 30.13 

2003 6 638 524.32 6060.23 26.25 

2004 6 513 467.36 7325.61 25.24 

2005 6 007 480.00 8432.03 24.40 

2006 5 555 467.60 9218.56 22.18 

2007 5 319 470.12 10630.90 20.83 

2008 5 315 472.106 12231.66 19.72 

2009 5 009 518.9247 15190.05 19.7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 

国有建筑企业的发展已经迈入了新纪元，从国际国内的发展和当前国际企业的

竞争局势来看，已经或逐步引发一系列管理上的新问题①。从世界范围来说，企业

管理面临的趋势已经从小规模、单一化、地域化，转变成为集团化、多元化、国际

                                                        
① 肇先，马宏亮．比较中西方企业管理的发展论企业领导者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1998（1）：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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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运营模式。与此同时，知识的增值潜力远超过资本的增值潜力。由于从小环境

到大环境的思想转变，在企业战略中针对企业文化的革新，因此需要企业完成从“经

济人”到“社会人”，再到“文化人”的完整过渡。国有建筑企业的企业领导者将如

何根据目前的局势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将是他们在新时期迎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 

文化建设是企业制度建设之源，对于形成适合国有建筑企业发展的特有的企

业内部向心力和外部竞争力，企业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有建筑企业的竞争也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的过

程中从表面上的市场竞争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理念的竞争，企业文化在未来十

年内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亡的关键因素①。 

与此同时，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规定，多年来我国各地区各部门都在深入

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2011年 3月 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积极推进

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发展新路，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

化需求，发挥文化的功能，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创造力。由此可见，为了保证国有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满足国民经济与

人民的需要，我们要高度重视符合时代潮流的，能够不断增强竞争实力的国有建

筑企业文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从

而在不可抗拒的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与国际市场高度融合的巨大浪潮中，使我国

国有建筑企业充满鲜活的朝气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二、我国国有建筑企业文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再单纯以国

有成份在经济成分中占有多大的比重来衡量，而是比重与控制力并重。而国有建筑

企业在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文化方面的建设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急需革新的地

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我国建筑企业文化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②③④。 

 

                                                        
① 约翰·科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M]．李晓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② 阮可．建筑企业文化建设误区分析与建设路径探究[J]．企业活力，2008（5）：66-67． 
③ 吴建奇，周荣，张顺冬．建筑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J]．安徽建筑，2008（6）：209-217． 
④ 赵晓强．国有建筑企业之企业文化建设初探[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18（22）：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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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重外在形式而忽视价值内涵 

主要体现在：企业领导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企业缺乏整体的规划设计，

真正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还没有建立，文化制度目标措施不

清晰，经费和人员无法落到实处。文化建设仍旧停留在表面形式而没有融入日常

的管理实践中，无法在员工之间形成良好的心有灵犀。部分国有建筑企业的管理

阶层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及重视度不足，只热衷于表演、服装和口头上的表面

要求，使企业文化建设成为一种简单的时尚形式。缺乏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和企业

价值观的内化的管理活动，无法真正的从价值理念上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使员工无法提高为实现企业共同目标而产生的工作积极性。 

2. 照搬西方思维模式而忽视本土的民族文化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模式开始大量的被我

国企业引进并选取，国有建筑企业也不例外。但企业文化是基于本土民族文化的

基础之上产生的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如果不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任何外来

的管理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在先进理念模式的引

用过程中，这种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已经成为当今影响跨国管理的关

键因素，民族文化的本土地位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学者所重视，但我国许

多建筑企业却都忽略了这种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作用，反而一味追求西方管理理

论的国际经验与有效性，舍本逐末。 

3. 创新理念在建筑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缺失 

在建筑企业中，本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员工不可分割，员工的行为能够体

现出企业的文化价值，并且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构建和完善企业文化。但这些仅仅

是企业文化建设初始阶段的完成。如何创新企业文化，突出企业文化的特殊性与

竞争力，才是国有建筑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完成的第二阶段，我国国有建筑企业在

这一建设阶段中多有不足。建筑企业的环境始终处在不断变化中，不能在一种文

化表现形式上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国有建筑企业文化要想获得长远发展，就必须

在保持其文化本质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创造新的文化表现形式。只有

对企业文化进行不断地创新，才能使我国国有建筑企业文化走向成熟。 

4. 手段化的企业文化缺乏企业特色 

我国国有建筑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普遍缺乏鲜明的企业特色与个性的文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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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由于建筑企业的领导者多数毕业于技术专业，对管理学及企业文化理论的知

识不足。考虑到针对文化的变革将要面临的困难，多数企业领导者会转而只注重

生产经营，简单的把企业文化的建设视为实现经营目标的手段，一味地追求企业

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实现企业管理的目的。在企业文化建设上采取手段化的方式，

缺乏全员参与建设、互动讨论的思想基础与内在动力。由此而产生的企业文化便

缺乏企业特点与个性，在员工中无法达成共识。 

第二节  研究背景 

一、理论背景 

国有建筑企业由于活动场所的高流动性，随着工程进展的情况、不同场所和

实际要求，工作人员和施工设备必须不断变化位置，这种工作场所的流动性决定

了企业内部管理的分散，造成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离散性和管理的困难。而工程建

设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员间的协调、企业利益的整合、评价标准和施

工技术的更新换代、地区建筑风格及材料的差异、天气与环境的不同等都对国有

建筑企业管理的文化建设施加了很大压力。另外，建筑工程的绩效评价仅靠建筑

安全检测技术难以全面、准确的衡量，甚至会出现在项目完成后必须等待很长的

时间方能真正断定的情况。这种不确定的绩效周期大大影响了文化管理中的激励

难度。而更重要的是，与一般的工业产品不同，建筑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发生意外，其造成的损失将难以估量。因而对于建筑企业

的管理来说，确保工程的质量安全将是企业的生命。简而言之，将管理价值集聚

于质量并以之为核心，将是建筑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殊性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确定国有建筑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与一般企业组织相比

必然存在诸多差异。国有建筑企业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产生于建筑施工之中的

文化现象，但它的出现与现代企业管理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密不可分②，它是为达

到企业管理目标而应用的必要管理手段，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王万义．建筑企业文化及其管理[J]．理论界，2009（5）：180-181． 
② 郭华兰．企业文化提升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核心竞争力[J]．中国有色金属，2011（3）：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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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有建筑企业的企业文化是管理主体价值观的体现，并以其意识和观

念为主导，追求和实现企业目标的文化表现。企业内部的所有人员的综合思想和

观念在其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国有建筑企业的企业文化是

管理的文化。 

其次，国有建筑企业的企业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

质形态是经过企业全体员工所共同认可与遵守的。因而它不同于无组织的个体文

化、超出组织的民族文化和社会上约定俗成的文化，是一种真正的组织文化。 

最后，国有建筑企业的企业文化逐渐形成于企业和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

和管理活动中，如果离开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管理过程，就不可能形成具有自身

价值观的企业文化，优秀企业文化的形成则更是空谈。 

国有建筑企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企业文化管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而作为劳

动密集型企业，国有建筑企业生产力构成中人的因素比例大，员工在工作中所必

须具备的自觉性、协作和责任意识都将对建筑工程构成重要的影响，而大量的隐

蔽工程施工也必须主要依靠员工的自觉性和负责精神，这就造成了文化管理在国

有建筑企业中的意义和地位。国有建筑企业的企业文化必须满足企业的多重需要，

并时刻针对复杂多变的不确定因素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因而，国有建筑企业的

企业文化将成为企业时刻保持自身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与达到与社会、经济、环境

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二、现实背景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已成为国民

经济的主导力量和财政收入的支柱①，至今国有企业仍然掌握着绝大多数的重要基

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事业、主要能源交通及骨干行业的领先技术。国家的财政

收入中仍有大半来自于国有企业，城镇居民在国有企业就业数量仍占较大比重②。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研究结果的发展却令人担忧。由于建国时期僵化制度的制

约，作为经济骨干的国有经济在很早就体现出了许多不容忽视的弊端。在改革开

放三十年来，笼统的数字统计表明，我国国有企业有 1/3明亏，1/3暗亏，仅有 1/3

                                                        
① 途寅．经济社会统筹发展视野下的国有企业的定位与改革[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0． 
② 刘志国．浅议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J]．现代商业，2010（2）：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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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①，在净产值的增长量和利润的增长量上，国有企业靠提高效益得到的利润只

占 10%～20%左右，而靠增加投入（资金加劳动）得来的却占到了 80%～90%，

这充分地体现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活力不足、高投入、低产出的发展态势。

针对这一现象，在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中研究学者们也就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

定位问题展开了讨论。“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地位不平等，是导致国有经济与非国

有经济不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认

为，近年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发展明显快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现象却未降反升。

报告显示我国 2010年的 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就占到了企业

总体数量的 65.8%，其营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总额的 84.69%。在英国《金融时

报》最新发布的全球 500强企业排名中，我国民营企业没有一家能够进入排名，

其入选名额全部为大型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占有如

此重要地位的国有企业已经面临重大考验，如何建设真正意义的现代国有企业，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所有国有企业管理者面前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

问题。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生产部门，建筑业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

活的改善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我国建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建筑业产值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3.8%增加到 7.0%，增长了 20多倍，成

为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国有建筑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一支，在

决定国家基础经济命脉的建筑业中形成一个特殊的系统，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

主导作用贯穿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始终，对于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和我国的社会主

义性质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国有建筑企业可持续发

展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矛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迁，灵活应变、改革创新、多样化竞争是国有建

筑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在企业内部，却又要求稳定连续的长期协作关系，这

是环境要求与企业组织内部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 

（2）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国有建筑企业的共同目标不以个人的目标为转移，

                                                        
① 刘国兴，轩艳群．我国企业管理现状研究[J]．时代经贸（中旬刊），2008，6（7）：12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