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是全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份，拥有各类民营企业6O 

多万家，约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堪称“民营企业王国”。在浙 

江省670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中，个体民营经济几乎占据半壁江 

山。近几年来，在国有、集体工业增速普遍放慢的情况下，浙江民 

营经济仍然保持了30％以上的增幅，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达60％。浙江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经济增 

长、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支撑浙江国 

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是，不少民营企业创业时轰轰烈烈，甚至风光无限，但往 

往出现“富不过三年”的尴尬现象。纵观浙江省那些“短命”的流 

星式企业，大多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只注重物质层面的运营，而忽 

视作为企业竞争力重要内容的企业理念的培育。这就涉及到企 

业文化建设这一企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加入wro后，随着国 

内市场国际化，浙江省民营企业及其产品既要面对国有、集体等 

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竞争，又要遭遇来自跨国公司和国外企业 

的严峻挑战和巨大冲击。如何直面新的市场竞争，提升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这也同样需要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作为支撑。浙江省 

的正泰、步森、横店等优秀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颇具特色，对内 

形成亲和力和凝聚力，对外形成竞争力和抗争力，极大地促进了 

企业的发展。由此可见，打造先进的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竞争力， 

已是民营企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调查说明 

为了清楚了解浙江省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我们对浙 

江省温州、杭州、绍兴、台州等地的35家民营企业进行了问卷调 

查，并重点对温外l的正泰集团、绍兴的步森集团、金华的横店集 

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些企业基本上能够反映浙江省民 

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50份，收回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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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份，其中有效问卷723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87．1％和 

85．1％，每家企业的问卷基本上保证20份，分布较为均匀。调查 

的对象主要为企业的一般职员、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技术人 

员。具体回收的有效问卷的样本分布特征结构见表1。 

表 1 浙江省民营企业调查样本特征分布结构 

变量 类别 调查人数 所占百分比(％) 

年龄 20～3O 211 29．18 

30～40 350 48．41 

4O以上 162 22．41 

岗位 一般职员 333 46．O5 

中层及以匕管理 员̂ 210 29．O5 

技术人员 18O 24．9O 

企业规模 100～500万 8 22．86 

：注册资金) 500～3000万 19 54．28 

3000万以上 8 22．86 

二、调查结果的实证分析 

1．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性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凡是重视企 

业文化建设的民营企业，其企业经营业绩远胜于那些没有企业 

文化特征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与企业文化建设状 

况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如表2)。在被调查的35家企业中，已有 

17家导人了以麦肯锡“7s”框架为载体的企业文化体系，构建了 

由浅人深的文化层次。这些企业都能按照麦肯锡“7s”框架理论， 

按照企业战略、结构、系统、管理风格、员工、技能、企业价值观这 

七个框架“原子”，结合企业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由表及里 

创建出企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理念文化层次。其余的18 

家民营企业也充分认识到了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做了不 

同程度的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这说明企业文化建设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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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中已具有较高的认同度。 

裹2 企业经营业绩与企业文化的相关关系 

企业经营业绩 企业文化 

企业经营业绩 肯德尔相关系数 1．00 O．12 

显著性水平 O．O2 

样本数 35 35 

注：(1)企业文化按 1—5打分，1表示非常不重视，2表示不重视，3 

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重视，5表示非常重视。 

(2)★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2．企业价值观。在“请选出您认为最合适本企业的价值观” 

上，共有7种选择，被调查者可以进行多项选择。从表3可以看 

出，处在前三项的分别是“诚实守信”、“质量至上”和“满意度超 

过顾客的期望”，选择人数分别为444人、432人和377人，分别 

占被调查者的61．41％、59．75％和 52．14％。由此可见，大部分 

被调查者都认为“诚实守信”、“质量至上”和“满意度超过顾客的 

期望”应该成为民营企业最重要的价值观。同时，“学习与创新”、 

“尊重员工权益”这两方面做得还不够好，需要重点改进和提高。 

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当前民营企业十分强调诚信意识和质量意 

识，已逐步跳出2O世纪 8O年代以来的“以次充好”、“为营利不 

择手段”等恶性循环的怪圈，民营企业已普遍步人了良性发展的 

轨道。 

裹3 你认为最适合本企业的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 频数 百分比 

满意度超过客户的期望 377 52．14％ 

质量至上 432 59．75％ 

尊重员工权益 217 3O．O1％ 

学习与创新 216 29．88％ 

诚实守信 444 61．41％ 

利润和业绩增长 350 48．41％ 

其他 l1O 15．21％ 

3．企业精神。在表4“你觉得本企业最具备的企业精神是什 

么”中，共有6个选项，被调查者可以进行多项选择，处在前两项 

的分别是“服务至上”和“艰苦奋斗”，选择人数分别为566人和 

542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8．28％和74．97％，而“以人为本”和 

“勇于创新”只占44．54％和43．02％。这说明，民营企业重视服 

务至上，重视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与民营企业家白手起家的奋斗 

历程相关。同时，由于民营企业家独到的经营能力和产权的高度 

集中，使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惟意志色彩，从而忽视了企业“以 

人为本”理念和“勇于创新”精神。 

襄 4 你觉得本企业最具备的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 频数 百分比 

勇于创新 3ll 43．02％ 

团结协作 477 65．98％ 

艰苦奋斗 542 74．97％ 

服务至上 566 78．28％ 

以人为本 322 44．54％ 

其他 2O1 27．8O％ 

4．激励机制。调查显示(如表5)，“经济收入”与“个人能力 

和潜力的发挥”在激励机制中排名前两位，得分均值分别为4．7 

和4．40通过统计学两独立样本均值显著性检验公式计算，可以 

进一步发现，t为 2．23，而在95％的置信区间内，to．％ =1．96 

Q．23。因此这种重要性的区别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由此可见， 

民营企业十分强调“经济收入”这根激励杠杆，它是当前民营企 

业激励员工的主要手段，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而其他手段的效果则远不如“经济收入”理想。 

裹 5 民营企业员工的激励手段 

激励员工的手段 均值 排序 均方差 

经济收入 4．7 1 O．4 

职位晋升 3．7 4 O．3 

工作环境 3．6 5 O．2 

企业前景 4．O 3 O．3 

个人能力和潜力的发挥 4．4 2 O．5 

注 ：表中的数字为重要性程度 ，0为最低，5为最高。 

5．企业决策。在对浙江民营企业决策的调查中发现，“权威 

领导”和“人情关系”得分值遥遥领先，分别为4．9和4．4，进一步 

从统计学上分析，通过两独立样本均值显著性检验发现，t为 

4．47。而在95％的置信区间内，to 025．72z=1．96<4．47，因此这种重 

要性的区别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而“员工意见”和“制度规范” 

只有 2．2和2．80从这样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企业家权 

威和企业人情关系在民营企业中十分盛行，企业的大多决策都 

没有充分征求员工意见和依据制度规范，而是由民营企业家个 

人拍板决定。对企业家个人决策起到重要影响的是企业中错综 

复杂的人情关系，这是由于民营企业家多“出身草莽”，没有受过 

很好的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往往会出现“任人惟亲”的 

现象，以亲疏远近程度来判断是非曲直，实施家族制管理，在决 

策上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 

企业决策 均值 排序 均方差 

权威领导 4．9 1 O．7 

人情关系 4．4 2 O．8 

员工意见 2．2 5 O．3 

历史传统 3．2 3 O．2 

制度规范 2．8 4 O．2 

注：表中的数字为重要性程度，0为最低，5为最高。 

6．员工凝聚力及其他。对于员工凝聚力，从工作目的性方面 

考察，3 1％的被调查者认为，所在企业既是挣钱的地方，也是施 

展个人才华的地方，而有 55％的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只是干 

活挣钱的地方，可见员工的归属感不强。从忠诚度方面考察，对 

单位较为满意，愿意一直干下去的被调查者占22％，愿意立即调 

走和等机会走的比例为21％和57％，这表明当前民营企业员工 

对企业的忠诚度不强，企业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管 

理创新、品牌意识等较深层次的企业文化内涵没有被民营企业 

充分认识并重视。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强，企业决策缺乏远 

见，“杀鸡取卵”现象时有发生。企业大多停留在高消耗低产出的 

粗放型发展阶段，缺乏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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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1．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家凭借着其过硬的 

业务素质、勤奋吃苦精神及“家”的亲情协助，在企业中树立起至 

高无上的权威，其作为家族式企业的领导核心，拥有极大的号召 

力和凝聚力。但任何一个组织，仅靠权威、情感管理是不够的，没 

有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发展就无法实现新的突 

破。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通过设计、完善企业内各个环节、 

各个部门的制度，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使其与家族式管理相辅 

相成，协调运作。民营企业还应从传统的垂直式、职能式的管理 

结构，向以团队为核心的扁平式管理机构发展。当前，国内外大 

力倡导的“学习型团队”、“工作团队”等极大地丰富了组织机构 

的内容，使企业内部组织变得更富有智慧和活力，这些同样值得 

浙江省民营企业借鉴。 

2．树立现代的企业价值观。民营企业要健康发展，必须树立 

现代的企业价值观。而现代的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关键是需要科 

学的治理机制，科学的治理机制强调分权意识、独立意识、理性 

意识、法律神圣意识。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树立“分权”基础上相互 

协作的意识，彻底改变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特权、等级观念以及相 

互的人身束缚，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应把人当作具有平等 

的现代人格权利的主体来对待，企业应从习惯的“人治”向现代 

的、科学的“法治”转变，企业中的每位员工都必须服从制度安 

排，接受分权原则、遵守契约、规章制度和内部法律，富有与企业 

命运休戚与共的忧息意识。企业必须对传统的家族血缘文化进 

行理性的变革，在弱化家族意识的基础上，融合主动市场理念、 

诚信理念、有效性竞争理念、双赢理念、品牌理念、共生英雄理 

念、“竞合”理念等先进理念，实施可持续发展。 

3．培育富有时代特征和独具特色的长远的企业精神。企业 

精神是由企业倡导、职工认同，并为社会公众所理解的一种群体 

意识。它是企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民营企业的创业者大多是白手起家，他们具有坚强的意志，勇于 

开拓，能吃苦耐劳，克勤克俭，为了使这种企业精神被企业一代 

代员工所传承，不至于因创业者的日后退出而消失，就必须依托 
一 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企业文化，即企业制度。这种企业精神就 

如“正泰精神”、“万向精神”一样，决不会因为领导者的退职而消 

失。要培育富有时代特征和独具特色的长远的企业精神，就需要 

提出一种相对于科学管理模式的更高层次的管理方式，即文化 

管理模式，它不是简单的奖励和处罚，而是更强调对员工的内在 

激励。将企业精神和价值观体现在企业管理制度中，体现在经营 

实践中，体现在员工的行为方式中，由此构成一个良好的组织气 

氛，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凝聚力，以文化的力量推动民营企 

业的进一步发展。 

4．实施“人本管理”。企业员工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 

是企业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强化“以人为 

本”的意识，注重人性管理和“攻心为上”，通过一定形式和途径， 

加大对员工的“感情投入”。工资与奖惩固然是民营企业的一种 

必要的激励手段，但并不是万能的，需要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才能 

起到应有的效果。企业员工需要关心，需要得到更多的尊重，个 

人存在的价值需要进一步实现，所以民营企业必须善于发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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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奖金等激励杠杆的作用，想方设法“买下”员工的心。民营企 

业家不要常以“老板”自居，而要以一种平常心善待员工，重视员 

工的思想情感以及合理要求，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权利，实施“人 

本管理”。只有这样，企业员工的工作责任感和对企业的忠诚度 

才会有极大的提高，并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努力工作，释放其潜藏 

的能量。 

5．创建学习型组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企业 

的灵魂。民营企业家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充分意识到没有创 

新、没有学习，企业必将被时代所淘汰。学习与创新对于民营企 

业，尤其是对员工素质普遍较低的民营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目前，将民营企业培养成学习型组织已成为民营企业文 

化建设的目标模式。学习型组织的运行，首先必须加大培训和学 

习的投入，将人力资源的培训开发视为事业持续成长的前提，同 

时也是培育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必须制定周密的学 

习规划和目标，将内培和外训结合起来，从民营企业家到普通员 

工都要有学习目标，充分利用专家顾问团的优势，将员工教育及 

训练提升到一个较高层次。民营企业应该把学习作为员工生活 

和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终身学习理念根植于每个员工 

心中。 

6．提高民营企业家的素质。要建设强有力的民营企业文化， 

首要的因素是企业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家要缔造出优秀 

的、高品位的文化，要发挥好示范表率作用，就需要具备企业家 

的优秀素质，包括先进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品质、创新精神、管 

理才能、决策水平、技术业务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等等，尤其是要 

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只有如此，企业家才会自 

觉以身作则，才会真正信任、尊重员工，而不是凌驾于员工之上， 

把员工看成自己挣钱的工具；企业员工也才会敬重和支持企业 

家，心甘情愿地接受企业家的领导，并且自觉地以民营企业家为 

榜样，齐心协力共同建设优秀的民营企业文化。 

7．科学合理地重塑民营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关键在于 

量体裁衣，建设适合本企业的文化体系，达到这一目标的大前提 

就是对企业文化的全面了解。所谓企业文化的盘点，就是对企业 

现有文化的一次彻底的调查和分析。当一个企业尚处在创业阶 

段时，需要了解创业者的企业目标定位，如果是已经发展了一段 

时间的企业，需要了解企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提炼员工广泛 

认同的理念。科学合理地重塑民营企业文化要遵循如下程序：对 

现有民营企业文化的确认与诊断、目标设定、必要的变革、强化 

稳定以及发展完善。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对企业文化建设进行 

科学策划与设计、阶段性目标的设定以及形成过程的监督控制 

等工作。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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