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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正值全党、全国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在年初就写了一篇“在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中创新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文章，其中心意思是：面对金融危机和前所未有的国内外经济
发展的新变革、新调整、新机遇、新挑战，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文化建设中
开拓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新境界，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开拓企业文化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因企业的性质、规模、环境、条件和所从事的行业等各不相同，企业
文化建设的认识、起点和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
因此，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必须着眼我国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秉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遵循企业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学习借鉴
国内外现代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优秀成果。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着力推进企业文化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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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文化体系管理是从企业文化建设的实际出发，遵循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运用企业文化
理论和ISO 9000族标准，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一个系统体系，实施全员额、全要素、全时空、全过程
控制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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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锐，一个致力于研究和探索中国企业文化，并愿为此而奋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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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1.3 系统性：企业理念的体系具有强烈的系统性，由主系统、子系统、分子系统等系统构成。
企业理念体系必须覆盖企业管理的各个系统，同时，又在每个系统中区分为不同的层次。
例如，人力资源系统要有整体理念，同时还要有引进人才、培训、使用、激励等低一层次（或称为亚
层次）的理念；还要有更低层次的理念，如培训要分层次进行，开展“产学研”联合培训等等。
层次越低，越与管理实践相吻合。
因此，企业理念体系还必须与企业管理制度融会贯通。
　　3.1.1.4 特色性：企业理念的特色性是本企业价值链最具生命特征的表现，也是企业管理中不同于
其他企业管理的区别特征。
特色性突出，就能抓住企业价值体系的关键，也就能使其具有良好的传播性能。
　　3.1.1.5 传播性：传播性是指企业理念的提炼是否具有琅琅上口，便于流传的特性。
企业理念只有能够在企业广泛传播才能够发挥其思想管理的功能。
是否具有传播性是企业理念提炼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之一。
好记、好念、特性突出是构成也是判断传播性的基本要素。
　　3.1.1.6 传承性：企业理念要具有不断的继承、延续的特性。
理念的传承性表明，企业理念来自社会，必须不断地对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加以继承、延续；传
承性还表明，企业如果要基业常青，其管理理念，必须具有延续性，代代相传。
否则，企业管理理念体系就会产生混乱，导致企业管理的混乱。
　　3.1.1.7 创新性：企业理念要具有不断更新变革的特性。
社会在发展，企业的价值链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这些客观变化要求主观意识必须改变。
企业理念不能一下子全部改变，但也不能一点不变。
必须适时适度创新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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