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89年企业文化研讨会综述

为期 5 天的 “ 9 8
,

企业文化研讨会
” 4 月底在绍兴市召开

。

“ 企业文化
”
是 80 年代由美国首先提出的

,

这是一门管理科学的新学科
,

据我国理论界

介绍
,

经过经验管理— 科学管理— 现代管理这样几个阶段的西方企业界和管理学界
,

目

前正风行一种新的管理哲学
,

即企业管理的人情化倾向
,

旨在实行职工个体目标与企业群体

目标的一致
。

这与吸收东方文化
,

主要是
“
尊重人的经营

”
的企业管理方式的长处有很大关

系
。

19 8 2年
,

我国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开始提出
“ 企业精神

” 。
1 9 8 5年

,

各地先后召开了一些

企业精神研讨会
,

同时日本和西方各国关于企业文化的代表作陆续介绍进来
。

1 9 8 8年形成企

业文化热
,

上海
、

大连
、

无锡
、

广州等地都召开了企业文化的研讨会
,

对企业文化的内涵
、

本质
、

特征
,

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
,

并出版了有关书籍
。

各地企业文化的研

究机构也相继成立
。

这次绍兴会议是一次全国规模的理论讨论会
,

它的主办单位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

中国社

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和绍兴市人民政府
。

会议成员主要来 自各地的理

论界
、

企业界和新闻界
。

会议上除了对企业文化的理论概括及中西企业文化比较等题 目继续

讨论外
,

突出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
;

一
、

企业文化在我国兴起的杜会背景和文化背景

代表们在讨论中指出经过 10 年改革和高速度发展之后
,

我们正处在调整
、

回顾和总结的

时期 ; 社会主义革命 70 年的经验说明了这个制度是站得住的
,

但也反应出与世界经济的某些

不适应
,

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都在对此进行反思 , 再看全球大背景
,

20 世纪的前一半
,

人

类经历了30 年代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
,

20 世纪后 50 年
,

科技高速发展
,

民主成为主流
,

现在世界各民族都在观察
、

总结
、

预测下
`

一个世纪的发展
,

考虑 以什么姿态进入新世纪
。

是

否可以把企业文化
、

企业建设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观察研究
。

发言中可以看 出
,

有不少人认为企业文化的引入可以作为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
,

比如目

前社会上的拜金主义
、

精神滑坡
、

及企业向心力下降的状况很严重
,

企盼企业文化能够给企

业注入新的活力
。

中国社会科学院邵道生则强调 了文化的反思特点
,

认为前几年的文化热局

限于少数知识精英
,

且缺乏与实践的结合
,

企业文化可弥补其不足
,

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实践

功能和可参与性
。

另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性企业文化热的产生和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兴起
,

其

背景大相径庭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义豪发言说
,

美国对企业文化的研究
,

是以其理性主义

经济思想和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
,

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企业管理上高层次竞 争 的结

果
,

因而可说是
“
锦上添花

” 的努力
。

而中国企业虽然经历了 10 年管理转型和价格所有制的

改革
,

但预期 目标远未达到
,

且多数企业
“
硬件

”
管理水平很低

,

人与物关系尚未理顺
,

此
时追逐国外潮流

,

致力于人与人关系的深层次调整
,

未免操之过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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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现代意义的企业文化与企业原有文化的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
,

中国企业原有文化中有与西方企业文化 同质的部分—
这种原有文化被

理解为儒家思想渗入企业制度和社会心理而形成的传统文化
。

其中重人伦
、

重和谐
、

重整体
、

积极入世等观念恰与西方倡导的人情化
、

激励职工参与
、

建立企业职工共识的价值观念等相

一致
,

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 中
,

应吸取这些积极因素 ;对传统文化中平均主义
、

重义轻利等思

想则应逐渐加以改造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目前在我国企业职工的价值观念中已出现多元化倾

向
,

企业 已有文化不等于传统文化
,

而所谓传统文化也不仅仅是儒家文化
,

它是儒家文化
、

苏联模式 以及建国后新形成的传统的混合体
,

其中建国后的新传统尤为不可低估
,

它深受所

有制改造后一系列企业政策
、

历次政治运动和中国企业独特的管理方式的影响
。

如 中国企业

中以思想政治工作
,

关怀职工生活等为特点的
“ 以人为主

” 的管理
,

其着眼点是抽象的整体

利益
,

或国家利益
,

这与西方牢固的人本位观念之上
,

力求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一致的企业

文化没有共同之处
。

三
、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

一部分与会者对 目前兴起的企业文化热表示了忧虑
。

复旦大学苏勇认为
,

鉴于中国企业

伦理型
、

政治型
、

非制度型和非 自主型的特点
,

发展 中国企业文化可 能 遇 到 几 个 制 约 因

素
:

( 1 ) 缺乏用 自己的风格和行动影响企业的企业家
;

( 2 ) 没有明确的价值体系
、

企业

目标和企业精神 ; ( 3 ) 很少有为建立和巩固企业价值观念所精心设计的文化仪式和手段
,

( 4 ) 受政治因素干扰过多
,

( 5 ) 职工素质有待提高
,

等
。

王义豪进一步指出
,

目前我国

企业广泛存在的是
“
铁饭碗文化

” ,

这很难靠企业 自身力量去改造
。

再者
,

职工主人翁观念

几乎丧失
, “
雇佣— 无赖

” ’

心理在工人中和企业管理人员中蔓延
, 一

由于产权不明
,

由此支

配的行为得不到制约
,

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和投机性
。

这些使企业文化的建设无从做起
。

会上
,

著名农 民企业家鲁冠球
、 “

青春宝
”
生产厂家— 杭州中药二厂厂长冯根生

、

杭

州 “
美食家

”
餐厅经理吴承信等企业家介绍了他们企业建设的情况

,

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

他们的工作提供了令人鼓舞的企业建设的成功经验
,

但是能否由此认为这就是 目前倡导的企

业文化的实践
,

还有待专家们从理论上加以总结
。

(谭 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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