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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是教育部根据我国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面临的新问题ꎬ 为不断提高

理工类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而推行的人才培养计划ꎮ 昆明理工大学作为教育部选

定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实施单位之一ꎬ 几年来ꎬ 已按该计划的要求扎实推进各项工作ꎬ
并在人才培养、 课程建设、 教材建设等方面ꎬ 进行了改革创新和探索ꎬ 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

果ꎮ 在此过程中我们意识到ꎬ 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离不开企业ꎬ 关注企业、 关心企业、 服务企

业ꎬ 促进我国企业全面健康发展ꎬ 是我国卓越工程师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ꎮ 为此ꎬ 我们在

教学计划中开设了 “企业文化与企业安全” 课程ꎬ 并编写了本书ꎬ 以利于我校和其他高校

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教学ꎬ 不断提高卓越工程师的培养质量ꎮ
企业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主阵地ꎬ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企业的发展水平ꎮ 因此ꎬ 办好各级各类企业ꎬ 不断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ꎬ 对国家的

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而要办好任何一家企业ꎬ 企业文化与企业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两

大核心问题ꎮ 现在大家都有一种认识: 三流企业靠产品ꎬ 二流企业靠管理ꎬ 一流企业靠文

化ꎬ 充分说明了企业文化对企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ꎮ 而企业安全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

础ꎬ 没有企业安全ꎬ 企业发展就没有保障ꎮ 可见这两大问题在企业建设和发展中的关键作

用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现在已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ꎬ 在此过程中ꎬ 我国的企业做出了巨大贡献ꎬ 同时也取得了跨越式发展ꎬ 核心竞争力显著

增强ꎮ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ꎬ 我们的许多企业在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ꎬ 特别是在企业

文化建设和企业安全建设方面还有许多不足ꎬ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ꎮ 因此ꎬ 在卓

越工程师培养中ꎬ 大力加强企业文化与企业安全教育ꎬ 在当前来说显得尤为重要ꎮ
本书聚焦企业建设中的两大核心问题: 企业文化与企业安全ꎬ 从整体框架设计、 逻辑结

构到具体内容的撰写ꎬ 都有创新和突破ꎮ 全书共十一章ꎬ 分为上下两篇ꎮ 上篇: 企业文化

篇ꎬ 共六章ꎬ 主要介绍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 企业精神文化、 企业

制度文化、 企业行为文化、 企业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建设途径ꎮ 下篇: 企业安全篇ꎬ 共五

章ꎬ 主要介绍企业安全与建设、 企业生产安全、 企业环保安全、 企业保障性安全、 企业职工

安全的主要内容和建设措施ꎮ 本书立足时代前沿、 与时俱进ꎬ 充分体现当前企业建设发展的

新趋势以及对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新要求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博采众长ꎬ 借鉴已有相关教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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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成果ꎬ 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ꎬ 在此ꎬ 对有关著作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编写组成员以昆明理工大学为主体ꎬ 近两年来ꎬ 大家通力合作ꎬ 反复讨论ꎬ 反复锤

炼ꎬ 反复修改ꎬ 几易其稿ꎬ 终于完成了书稿ꎮ 本书凝聚着每位成员的辛勤劳动和汗水ꎬ 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ꎮ 成员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　 　 杨少龙　 　 　 　 　 昆明理工大学

第二章　 　 施真珍　 　 　 　 　 昆明理工大学

第三章　 　 王　 威　 　 　 　 　 昆明理工大学

第四章　 　 朱立嘉　 　 　 　 　 昆明理工大学

第五章　 　 孟春梅、 施真珍　 昆明理工大学

第六章　 　 姚　 强　 　 　 　 　 昆明理工大学

第七章　 　 王劲璘　 　 　 　 　 昆明理工大学

第八章　 　 孙　 锐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第九章　 　 卢　 英　 　 　 　 　 昆明理工大学

第十章　 　 李　 粲　 　 　 　 　 昆明理工大学

第十一章　 王道春　 　 　 　 　 昆明理工大学

主编和副主编除了完成自己所承担的章节撰写外ꎬ 还负责全书架构的确定和统稿、 定稿

工作ꎮ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 昆明理工大学的胥留德教授和李耀平教授在本书的写作过程

中ꎬ 从一开始的提纲讨论到写作过程中的内容修改ꎬ 一直都给予编写组成员精心的指导和帮

助ꎬ 本书的完成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和心血ꎬ 在此ꎬ 特向胥留德教授、 李耀平教授表示最诚挚

的感谢! 此外ꎬ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周灵、 罗丹妮、 杨璇、 夏曼、 刘桦枰、
陈乔思等几位同学ꎬ 参与了本书部分章节的资料收集和整理ꎻ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刘永兵

编辑、 袁慧编辑在本书的编审过程中认真严谨、 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ꎬ 付出了许多辛劳ꎻ 昆

明理工大学教务处、 社会科学学院、 城市学院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资助ꎬ 在此ꎬ
我们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诚然ꎬ 由于时间关系以及我们的知识水平所限ꎬ 本书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足ꎬ 尚待完

善ꎬ 恳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ꎬ 以便我们今后不断充实、 修改和完善ꎮ

编　 者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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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几乎与企业的诞生和发展相伴而行ꎮ 企业作为生产要素的集合、 社

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组织ꎬ 本身就有着对价值目标、 价值理念、 价值实践的追求ꎬ 有自身特有的

文化内涵ꎮ 但企业文化是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登上历史的舞台ꎮ 本

章从企业的产生入手ꎬ 进而阐述企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趋势ꎮ 通过比较中外企业文化ꎬ 了解和

创造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ꎬ 为企业的持续蓬勃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ꎮ

第一节　 企业文化的产生

企业是企业文化的主体和载体ꎬ 要研究企业文化ꎬ 就必须从认识企业开始ꎮ 企业不是与

生俱来的ꎬ 是伴随着以社会大分工为基础、 劳动协作为特征的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

生的ꎮ

一、 企业概述

(一) 企业的产生

从企业产生的历史渊源来看ꎬ 企业是个历史概念ꎮ 企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ꎬ 是劳动分工

发展的产物ꎬ 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ꎬ 是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产物ꎮ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ꎬ 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ꎬ 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ꎬ 社会生产和消费是直接统一的ꎮ 以家庭为主的经济单位ꎬ 或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

作坊ꎬ 这种以个体劳动为特征的经济活动ꎬ 是不可能形成相互协作的企业组织形式的ꎮ 直到

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前后ꎬ 随着生产的社会化、 规模化、 自动化、 机械化、 专业化ꎬ 作为社会

基本经济单位的企业ꎬ 才开始大量出现ꎮ 当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后ꎬ 现代企业开始逐步出

现ꎮ 到了现代社会ꎬ 企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组织形式ꎬ 以至于每个人每天都要与

各种各样的企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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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生的历史过程大致如下: 个体手工业 (企业产生之前的生产组织形式) →手工

业作坊 (企业的萌芽) →商人雇主制 (一种短暂的过渡形态) →手工业工场 (真正意义上

的企业形态) →工厂 (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新的企业形态) →公司和跨国公司 (企业的高

级形态)ꎮ 以工业企业为例ꎬ 它是在手工作坊的基础上ꎬ 慢慢形成一种松散的生产联合体ꎬ
再逐步发展为手工业工场ꎬ 最后才发展为以现代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工厂制度ꎬ 即现代工业

企业ꎮ
最早探讨企业起源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 (Ｒｏｎａｌｄ Ｈ Ｃｏｕｓｅ)ꎬ 他

在 １９３７ 年发表了 «论企业的性质» 一文ꎬ 旨在探讨企业的起源ꎮ 他认为企业成本是由生产

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组成的ꎬ 即:
企业成本 ＝生产成本 ＋交易成本

生产成本由原材料、 辅助材料、 能耗、 低值易耗品、 固定资本折旧、 贷款利息、 工资、
管理费用等组成ꎮ

交易成本由交易费用决定ꎬ 交易费用是指在交换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所支付的费用ꎬ 包

括: 缔结交换契约的费用ꎻ 获得买卖动态经济情报的费用ꎻ 用于通信、 运输、 仓储、 营销的

费用ꎻ 制定市场经营规则的费用ꎮ
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ꎬ 就必须降低成本ꎬ 而降低成本的方法除了控制企业生产成本

外ꎬ 最主要的就是降低交易成本ꎬ 即降低交易费用ꎮ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ꎬ 企业是 “生产

要素的集合”ꎬ 是把分散的土地、 资本、 劳动力、 技术、 信息、 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集合

起来ꎬ 进行社会化生产经营的协作组织ꎮ

(二) 企业的含义

“企业” 一词是外来语ꎬ 最早是在清末变法之际ꎬ 从日本移植过来的ꎬ 而日本又是在明

治维新以后ꎬ 在引进西方企业制度的过程中ꎬ 通过翻译而来的ꎮ 英语中与 “企业” 相对应

的词是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ꎬ 它由两部分组成ꎬ 即 “ｅｎｔｅｒ” 和 “ｐｒｉｓｅ”: 前者具有 “获得、 开始享

有” 的含义ꎬ 可以引申为 “盈利、 收益”ꎻ 后者有 “撬起、 撑起” 的意思ꎬ 可以引申为

“杠杆、 工具”ꎮ 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ꎬ 表示 “营利的工具”ꎮ 日本在引进该词时ꎬ 将其意译

为 “企业”ꎬ 从字面上看ꎬ “企” 表示企图ꎬ “业” 表示事业ꎬ 企业顾名思义是企图事业ꎬ
专用于商业领域ꎬ 表示企图冒险从事某项能够获取利润的事业ꎮ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ꎬ 是

“应用资本赚取利润的经济组织实体”ꎮ
如今ꎬ 不同的理论对 “企业” 有不同的定义ꎮ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中的解释为: 企业在大多数论述厂商理论的著作中ꎬ 至

少是不明言的假定ꎬ 接受考察的是从事制造、 加工或者采掘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厂商 (它
可以是股份公司ꎬ 也可以不是股份公司)ꎮ 企业与厂商是等价的ꎮ

美国 «现代经济词典» 中的解释为: 企业是设在一定地点、 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雇员

的工厂、 商店或办事机构ꎮ
«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 中的解释为: 企业是从事生产、 流通等经济活动ꎬ 为满足社

会需要并获取利润而进行自主经营、 实行独立核算ꎬ 且具有法人资格的基本经济单位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的第一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ꎬ 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以下统称企业) 为企业所得税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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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ꎬ 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ꎮ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ꎮ”
从上面的解释和法律条文可以看出: 首先ꎬ 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ꎻ 其次ꎬ 企业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ꎬ 也就是能够给社会提供服务或产品ꎻ 最后ꎬ 企业以取得收入为目的ꎬ 即以营利为

目的ꎮ
传统经济学一直把企业定义为 “营利性经济组织”ꎬ 认为企业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ꎬ 运

用各种生产要素 (土地、 资本、 劳动力、 技术、 信息和企业家才能等)ꎬ 向市场提供商品或

服务ꎬ 进行自主经营、 实行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ꎮ 经济学理

论认为ꎬ 企业本质上是 “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ꎬ 其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

置ꎬ 降低整个社会的 “交易成本”ꎮ 直接一点说ꎬ 企业就是一个以赚钱为目的的机器ꎮ 因

此ꎬ 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ꎬ 往往只以盈利多少为唯一标准ꎮ 事实证明ꎬ 只把企业视为赚钱工

具的观点是狭隘的ꎮ 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ꎬ 还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ꎬ 企业除了具有追求

利润的物质属性外ꎬ 还有精神与文化属性ꎮ 人是有思想、 有感情、 有愿景、 有追求的ꎬ 企业

作为由人组成的生命复合体ꎬ 也是有思想、 有感情、 有愿景、 有追求的ꎮ 企业存在的目的不

仅是实现利益最大化ꎬ 而且是生产快乐、 创造幸福、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ꎮ 因此ꎬ 要想使企业

更具竞争力、 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ꎬ 就必须注重企业精神文化的创造和积累ꎮ
综合以上种种ꎬ 我们对企业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解是: 企业是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利用社会资源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ꎬ 它同时具有物质属性

和精神文化属性ꎮ

(三) 企业的种类

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ꎬ 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

展ꎬ 其形态也日益多样化ꎬ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企业类型ꎮ
关于企业种类的确定一般有两个标准ꎬ 即学理标准和法定标准ꎮ 学理标准是根据企业的

客观情况以及企业的法定标准对企业类型所做的理论上的解释与分类ꎬ 这种分类没有法律上

的约束力和强制性ꎬ 但对企业法的制定与实施有着指导和参考作用ꎻ 法定标准是根据法律确

认和划分企业类型ꎬ 这种分类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性ꎬ 但因企业的类型不同ꎬ 所以法律

对不同种类企业规定的具体内容与程序上的要求也有很大区别ꎮ
企业法定分类的基本形态主要是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和公司ꎮ 法律对这三种企业划分的

内涵ꎬ 即企业的资本构成、 企业的责任形式和企业在法律上的地位ꎬ 做了基本概括ꎮ 从我国

的立法实践来看ꎬ 基本上按所有制形式划分企业类型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 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ꎬ 我国也将把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和公司作为我国企业的基本法

定分类ꎮ 目前ꎬ 我国已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独资企业法»ꎮ
国际上通常把企业分为三类:
１ 个人业主制企业

个人业主制企业ꎬ 即独资企业ꎮ 特征是产权主体单元化ꎬ 两权合一ꎬ 即个人投资、 自主

经营ꎬ 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ꎬ 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ꎮ
２ 合伙制企业

合伙制企业的特征是产权主体有限多元化ꎬ 两权合一ꎮ 合伙制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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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共同投资经营的企业ꎬ 投资者共担风险、 共负盈亏ꎬ 承担连带无限责任ꎮ
３ 公司制企业

公司制企业的特征是产权主体多元化ꎬ 两权分离ꎮ 公司制企业是由若干自然人或法人投

资组建的企业ꎬ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ꎬ 投资者根据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ꎬ 公司法人也只以其

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ꎮ 公司制企业的主要代表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

公司ꎮ
此外ꎬ 也可以按照经济类型对企业进行分类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有关法律规

定ꎬ 我国目前有国有经济、 集体所有制经济、 私营经济、 联营经济、 股份制经济、 涉外经济

(包括外商投资、 中外合资及港、 澳、 台投资经济) 等经济类型ꎮ 相应地ꎬ 我国企业立法的

模式也是按经济类型来安排的ꎬ 从而形成了按经济类型来确定企业法定种类的特殊情况ꎬ 包

括国有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 私营企业、 股份制企业、 联营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股份合

作企业ꎬ 以及港、 澳、 台经济等ꎮ
还有其他不同的分类: 按照企业规模的大小ꎬ 分为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ꎻ 按

照企业的组织形式ꎬ 分为单一企业和联合企业ꎻ 按照企业的经营内容ꎬ 分为工业企业、 农业

企业、 商业企业、 农工商联合企业、 交通运输企业、 建筑安装企业、 金融企业、 旅游企业、
物资企业、 邮电企业等ꎮ

(四) 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内涵丰富、 外延广泛的概念ꎬ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现代企业制

度指涉及现代企业组建、 运营、 管理一系列行为和关系的制度体系ꎻ 狭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指现

代市场经济的企业组织制度ꎮ 目前ꎬ 我们所讲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ꎬ 多是针对前者而言的ꎮ
现代企业制度是以完善的法人制度为基础ꎬ 以产权制度为核心ꎬ 以有限责任为特征ꎬ 以

公司形态为代表的企业组织形式ꎮ 从本质看ꎬ 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现代企业产权制

度ꎬ 即公司法人产权制度ꎻ 现代企业组织制度ꎬ 即公司组织制度ꎻ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ꎬ 即公

司管理制度ꎮ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 “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政企

分开、 管理科学” 十六个字ꎮ 十五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ꎬ 是我国

企业改革的方向ꎬ 深刻阐明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丰富内涵ꎮ
“产权清晰” 是指: ①财产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 (即占有、 使用、 处置和获得收益等权

利) 界限清晰ꎻ ②产权主体多元化ꎻ ③产权能够流动ꎮ
“权责明确” 是指合理区分和确定企业所有者、 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权利和责任ꎮ 由于所

有者、 经营者、 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ꎬ 因此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也是不

同的ꎮ
“政企分开” 是指政府行政管理职能、 宏观和行业管理职能与企业经营职能分开ꎮ 包

括: ①政府应把原来与政府职能合一的企业经营职能还给企业ꎻ ②企业应将原来承担的社会

职能交还给政府和社会ꎮ
“管理科学” 是指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ꎬ 如质量管理、 生产管理、 供应管理、 销售管

理、 研究开发管理、 人事管理等方面的科学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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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二、 企业文化的诞生

企业是近现代工业化、 社会化的产物ꎬ 其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ꎮ 但企业文化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出现的ꎮ 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和日本企业的比较

研究ꎬ 美国的一些研究者发现两国企业最大的差异表现在企业文化上ꎬ 于是引起了人们的广

泛关注ꎮ

(一) 企业文化诞生的背景

１ 战后日本的快速发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ꎬ 日本不仅使东亚、 东南亚各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ꎬ 作为战败国ꎬ
其自身也遭到了严重破坏ꎮ 除了东京未受损外ꎬ 日本的多座城市都遭到了美军轰炸机的轰

炸ꎬ 仅遭到破坏的建筑物就达 ２５０ 万处ꎬ ２００ 多万人因战争而死亡ꎮ 当时的日本到处是一片

废墟ꎬ 交通瘫痪ꎬ 生产设备毁坏ꎬ 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ꎮ 当时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

曾经断言ꎬ 日本至少要 ５０ 年才能赶上世界潮流ꎬ 他说: “如果美国文化是一个成年人ꎬ 那么

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一个年方 １２ 岁的孩童而已ꎮ” 然而ꎬ 日本只用了 ２０ 多年的时间ꎬ 就成了

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ꎬ 到 １９８０ 年ꎬ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三位ꎬ 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实现了经济腾飞ꎮ 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ꎮ
２ 美国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失去竞争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ꎬ 美国的经济在一段时期内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ꎬ 但到了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初期ꎬ 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ꎬ 美国的经济丧失了竞争优势ꎬ 而日本的经济却顺利

地抵御了石油危机的冲击ꎬ 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ꎮ 在日本和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

出现差距时ꎬ 人们认为ꎬ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ꎬ 主要归功于高效率的工厂和设备ꎬ 而美国还

在被一些陈旧、 效率不高的工厂和设备所拖累ꎮ 但是ꎬ 后来他们发现ꎬ 日本的工厂和设备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建设高潮以来ꎬ 也已经老化了ꎬ 美国也在更新他们的老工厂、 老设备ꎮ
虽然两国在工厂和设备的新旧程度方面已经缩小了差距ꎬ 但生产率的差距却仍然在扩大ꎬ 所

以这个说法不具有说服力ꎮ 随着贸易竞争的日益激烈ꎬ 许多美国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日本ꎮ 他

们远渡重洋来到日本ꎬ 探究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ꎬ 寻找美国企业摆脱经济困境的 “灵
丹妙药”ꎮ

３ 日本企业获得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企业文化优势

经过一批批美国学者对日本进行的周密调查ꎬ 他们终于从日本企业管理的 “软件” 中

破译了日本企业成功的 “密码”ꎮ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藤泽武夫曾经说过: “日
本和美国的管理方式有 ９５％都是相同的ꎬ 不同的只有 ５％ ꎬ 而这 ５％恰恰是日本经济取得突

飞猛进发展的真正原因ꎮ 美国和日本企业在竞争中一胜一败的主要原因就在这 ５％里面ꎬ 美

国和日本企业管理的主要区别也在这 ５％里面ꎮ 美国学者根据对日本的调查研究写了许多著

作ꎬ 重点不是研究日本企业的技术和设备ꎬ 也不是研究日本企业管理的硬件ꎬ 而是研究企业

管理的软件———企业文化ꎮ 由此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美国掀起了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ꎬ 取得

了一批研究成果ꎮ

(二) 企业文化诞生的四部奠基之作

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以四部著作为标志ꎬ 它们为企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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