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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从中外企业文化的发生、流布、演变的轨迹，从管理思想史、文化史、
中外比较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论述了东西方企业文化类型的异同、变异，论证了它的学
科性质，描述了它形成演变的历史踪迹，预测了它的走向。
书中设计了多个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归纳了其管理类型和不同文化板块的文化模型。
　　《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具有比较文化的学术视野、开放的文化观念、独特的问题意识、严谨的
理论思考和缜密的史料论证。
在价值论与方法论的多个层面为比较企业文化学的创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富启示。
　　《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适合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阅读，也适合国
际化企业集团和跨文化管理从业者及相关从业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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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超逸，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
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构筑国家企业文化安全防御体系”等一系列
原刨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新观点、新视角。
　　20世纪90年代初，曾到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学习考察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探
讨东方式企业文化建设模式，致力于企业文化的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国际化、可操作性。
　　代表作有《企业文化学原理》、《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软实力与文化力管理》、《国学与
企业文化管理》、《当代企业文化与知识管理教程》、《现代礼仪教程》、《中外企业文化理念大全
》等。
参与编著《中国企业文化年鉴》。
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主要研究方向是软实力与企业文化力、现代企业文化与管理哲学、科际整合与跨文化管理、企业
文化的科学测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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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企业文化运动的反思第二节 企业管理思想新发展第二章 比较企业文化学的性质
、研究范围、意义第一节 比较企业文化学的性质第二节 比较企业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意义【案例】
第三章 比较企业文化学的主题学第一节 重商与轻商第二节 争利与共利第三节 休息与发展第四节 比较
企业文化学的主题学中的六大问题【案例】第四章 企业文化与科际整合第一节 企业文化与企业社会
责任管理第二节 企业文化与企业软实力管理第三节 企业文化与知识管理第四节 企业文化与跨文化管
理【案例】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一节 统一性第二节 连续性第三节 非宗教性（人文精神）第
四节 泛道德性第五节 内倾性第六节 中庸和平第七节 乡土情谊【案例】第六章 中国企业文化现状第一
节 中国企业文化传统第二节 中国企业文化变化取向第三节 中国企业文化展望【案例】第七章 西方文
化的基本特征第一节 激进性第二节 个体性第三节 开放性第四节 吸收性【案例】第八章 西方企业文化
特征第一节 基督教文化鸟瞰第二节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工业模式第三节 伦理的多元化与工业管理模
式的全面发展第四节 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与工业模式的非理性倾向【案例】第九章 中西文化之比较
第一节 神学基础和人性的支点第二节 人与自然——“合一”还是“超越”第三节 义利之辨，德力之
争第四节 个体与整体；私情与国法第五节 新教伦理与儒家思想第六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
中的位置和新格局【案例】第十章 日本文化的特征第一节 稻作文化的特质第二节 安定封闭的岛国文
化第三节 纵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第十一章 日本企业管理概述第十二章 日本企业的管理文化
特色第十三章 日本企业家的形成与企业文化第十四章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第十五章 美国企业文化的奠
基时期第十六章 美国企业文化的形成时期第十七章 美国企业文化的发展时期参考文献附录一 《中外
比较文化教学丛书》总序附录二 《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教学丛书》总序后记跋——比较企业文化研究
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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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企业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
不论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它的存在，它总是存在于任何一种类型的企业。
　　（2）企业文化是制约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因素是影响企业成败、兴衰的首要因素
。
在竞争中企业所表现出的优劣差异，应归因于企业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优良的文化传统使它的企业处
于优势地位。
而那些经久不衰、兴旺发达的公司，也都是具有优秀而强大文化传统的公司。
　　（3）企业的最高目标、价值观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规定着企业的发展战略、组织结构、
制度和行为方式。
　　（4）企业文化也是可以控制、设计、管理和领导的，关键在于最高领导者；其次是整个管理层
。
高层领导者决心改变文化传统，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鼓励广大员工参与，会创造出一种强大的
企业文化。
　　（5）企业文化传统的改变是不易的，重塑企业文化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只有通过长期的努力
，一种优秀的文化才能发展起来。
拟订一份企业文化的“声明书”，并非意味着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
只有在文化价值观成为企业全员的信念，成为行为选择的方式，成为习惯和作风的时候，我们期望的
企业文化式样才能出现。
　　（6）企业文化既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过程，它就是可以被观察、研究的对象，这并不是什么神
秘莫测的事情。
长期观察、深入访谈、跨文化比较、现场实验、诊断咨询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7）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理论，在它强调被人们忽视了的文化因素的时候，并不是让人们放弃对
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关注。
企业文化本身是一种经济文化，高新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的特征。
企业文化所强调的只是在管理中以人为中心，把经济与社会、组织与个人、“硬件”与“软件”更好
地在整体思想指导下结合起来，做到刚柔相济，亦张亦弛，和谐平衡。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企业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化，国务院国资委2005年62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
企业文化作为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新的阶段的认识在政界、理论界和企业界中达成共识。
企业文化不仅形成了严谨的理论构架内容，而且经过20年的发展更形成了可供操作、富有成效的成熟
流程。
理论与实践的成熟喻示着管理理论进入新的企业文化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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