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用好企业文化这把“剑”

企 业 文 化 对 于 很 多 企 业 家 来 说 ， 是 手 里 的 一 把 剑 ， 往 往 在 企 业 进 行 战

略 调 整 之 前 或 战 略 规 划 的 同 时 来 进 行 企 业 文 化 的 设 计 。 却 少 有 企 业 在

经 营 过 程 中 思 考 文 化 对 于 日 常 经 营 管 理 的 影 响 与 意 义 ， 在 进 行 企 业 文

化诊 断中 ，我 们经 常发 现以 下六 种现 象：

（1） 企业高层足够重视却无暇顾及，中基层领导认识不深、组织不力，文化岗

位执行人员调动困难、无所适从；

（2） 对企业文化理解不透彻，思考不系统，文化建设处于点线状而非立体化；

（3） 文化建设过程中随意性大，缺乏标准实施规划与考核机制；

（4） 文化建设缺乏持续性，企业文化推广传播仅靠热度维持；

（5） 任务式的推进，缺乏定期的复盘与诊断；

（6） 没有系统、持续、标准化的推进使得企业文化最终与战略、业务、经营管

理脱节，仅成为企业的宣传工具。

如何 用好 企业 文化 这把 剑，在此 提出 三点 建议 ：系统 化构 建、标准 化运

行和 常态 化管 理。

一. 系统化构建

企业 文化 的构 建需 要的 不再 是传 统的 点线 面 ，而是 立体 化。将精 神 、行

为与 物质 三层 面连 为一 体并 通过 企业 的生 产 、销售 、研发 、安全 、人力

等各 项职 能去 实现 。



精神层面往往通过构建企业的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工

作作风、职能理念等核心理念体系去体现。企业 的核 心理 念是 企业 每个

员工 都应 该牢 记于 心的 ，也 是培 树企 业精 神内 核的 关键 ，必 须要 宣贯 、

必须 要考 核。职能 理念 则更 像企 业中 各职 能板 块工 作的 指导 方针 ，每项

职能 理念 是为 企业 中一 部分 员工 去制 定的 ，因此 制定 过程 中也 需要 征求

该职 能下 员工 的意 见。

行为层面则通过员工行为规范与企业日常活动与仪式去体现。不论 是员

工行 为规 范还 是企 业活 动的 设计 既要 有企 业的 特色 又不 能脱 离企 业的

文化 理念 。其中 行为 规范 的设 计要 做到 覆盖 面广 、高度 凝练 但又 表述 明

确，要让 所有 员工 在企 业的 行为 规范 下开 展工 作 。活动 与仪 式则 更多 的

要融 合到 企业 日常 经营 与业 务的 管理 中 ，活动 作为 多数 企业 文化 建设 的

主要 抓手 ，不能 仅仅 出于 员工 参与 和企 业宣 传这 一内 一外 两大 目的 ，一

定要 融入 文化 理念 ，融入 日常 工作 。比如 ，生产 企业 大多 都有 安全 宣传

周或 宣传 月， 可以 通过 企业 核心 理念 — —安全 职能 理念 — —安全 系列

活动 — —企业 安全 成果 展示 这条 线来 开展 主题 周或 主题 月 ，所有 安全 宣

传活 动都 刻入 文化 内涵 ，将文 化深 刻的 融入 到企 业安 全管 理和 安全 宣传

当中 ，组 织工 作也 应该 是安 全主 管部 门与 企业 文化 部门 通力 合作 来完

成。

物质层面主要用于企业对内对外宣传，也是企业精神与行为的外在展

现。不少 企业 都设 计过 logo，但 缺少 建立 形象 识别 系统 应用 规范 ，企

业应 该统 一自 身 logo、宣 传标 语等 在不 同应 用场 景使 用的 一致 性， 尽

量避 免出 现不 同颜 色甚 至字 体的 情况 。另外 ，信息 时代 下 ，企业 的宣 传



渠道 一定 要多 样且 有差 异性 ，网站 、展厅 、公众 号 、文化 墙是 针对 不同

的群 体， 因此 在进 行设 计与 传播 时需 要体 现出 各自 的侧 重。

二．标准化运行

严格按照实施纲要推进文化建设。

文化 建设 十分 重要 ，但由 于其 不像 业务 上一 些工 作迫 在眉 睫 ，也无 法

快速 为企 业创 造绩 效， 因此 文化 工作 的实 施很 容易 在热 度过 后下 降 ，

导致 无法 持续 。企业 在完 成文 化体 系的 搭建 后 ，务必 要制 定至 少未 来

三年 的实 施规 划，并严 格按 照规 划来 推进 ，三年 过后 可以 系统 进行 一

次文 化诊 断工 作， 并针 对性 的进 行调 整。

明确责任主体与操作主体。

很多 企业 将文 化工 作通 盘抛 给企 业文 化专 职甚 至兼 职岗 位 ，这个 做法

是 不科 学的。企 业文 化作 为一 项重 要的 管理 职能 ，是 一项 系统 的、长

期的 工作 。制度 和实 施规 划中 应明 确哪 些工 作是 由一 把手 牵头 ，哪些

工作 是由 分管 领导 牵头 ，哪些 工作 是由 主管 部门 牵头 。而文 化专 职岗

位更 多的 是日 常文 化活 动的 组织 、执行 工作 ，各职 能部 门的 文化 活动

与建 设工 作也 应该 由各 职能 部门 组织 ，企业 文化 专员 更多 的是 参与 协

调。

不断推动制度文化的建设。



企业 精神 所倡 导的 一切 行为 准则 都需 要制 度的 保证 去实 现 。文化 工作

相较 于其 他各 项业 务较 为抽 象 ，因此 必须 依靠 管理 制度 对文 化工 作进

一步 规范 化与 标准 化。文化 制度 所涉 及内 容较 广 ，企业 需要 根据 自身

文化 建设 阶段 去选 择需 要的 文化 制度 。比如 初期 需要 确定 文化 工作 组

织架 构及 文化 工作 实施 计划 ，随着 文化 建设 的推 进 ，企业 需要 进一 步

完善 文化 审计 制度 与价 值观 考核 标准 等相 关制 度 。因此 ，企业 也要 定

期对 文化 建设 进行 复盘 与诊 断， 通过 诊断 结果 再不 断丰 富制 度内 容 ，

从而 为下 一步 文化 工作 提供 保障 。

三．常态化管理

企业 文化 建设 不是 一劳 永逸 的 ，和其 他管 理职 能一 样也 需要 在日 常的 实

施过 程中 去复 盘与 调整 。文化 复盘 工作 在很 多企 业未 能得 到重 视 ，但这

一项 工作 却往 往能 决定 文化 推进 效果 与持 续性 。只有 通过 不断 的去 评估

和复 盘，了解 当前 不足 ，从而 进一 步完 善文 化相 关组 织与 制度 建设 ，最

终实 现文 化管 理成 效最 大化 。

在此 提出 ：1+2+3，

“1”即一次盘点，每 年 针 对 文 化 开 展 一 次 复 盘 工 作 ， 诊 断 文 化 建 设

的现 状， 评估 文化 建设 成果 ，发 现问 题及 时调 整。



“2”代表两项会议， 一 项 是 由 管 理 层 召 开 的 文 化 建 设 推 进 会 ， 另 一

项则 是由 基层 员工 参与 的文 化建 设座 谈会 ，这两 项会 应该 至少 每季 度

召开 一次 ，也 是文 化诊 断评 估工 作的 重要 依据 。

“3”则是文化管理的三项抓手：问 卷 、 考 核 、 培 训 。 问 卷 不 仅 可 以

调查 全体 员工 对当 前文 化工 作开 展的 满意 度 ，也可 以通 过一 些文 化管

理模 型来 测评 当前 企业 的文 化特 征与 形态 。考核 则可 以从 价值 观 、行

为规 范等 入手 ，先让 企业 每位 员工 将文 化理 念牢 记心 中 ，再做 到慢 慢

融 入到 本职 工作 中。培 训也 是文 化诊 断评 估的 重要 依据 ，同 时，也 是

文化 建设 调整 与推 进的 重要 手段 ，通过 一定 数量 的培 训 ，让企 业从 上

到下 真正 的理 解企 业文 化、 认同 企业 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