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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校企文化一体化体系建设》是企业文化和高职文化的不断磨合、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具有企
业管理和学校教育双层文化背景的高职内涵积淀成果，整合了高职文化和企业文化“静”和“动”的
矛盾。
本书专门系统探讨校企文化一体化建设这一高职教育新课题。
　　本书内容包括企业文化与高职文化的基本理论、校企文化一体化建设、校企合作物质文化建设、
校企合作管理文化建设、校企合作精神文化建设、校企合作文化与素质教育、校企合作文化与就业教
育、校企合作教师文化建设、校企合作课程文化建设、校企合作安全文化建设、校企合作文化特色研
究、树立优秀的企业文化理念。
　　本书可作为广大高职院校管理者的办学参考，也可供研究高职教育的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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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建设校企文化一体化体系的可能性　　高职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存在很多必然联系，使得高
职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与融合成为可能，同时为校企文化一体化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1.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分析　　从校企文化的基本形态来看，二者都属于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亚文化
，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均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其中的精神文化是各自的核心内容，从二者对
人关注的方向来看，校企文化的精神均以实现人的素质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两者在终极价值取向
上的一致性，为校企文化的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校企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都存在一个不断吸收其他形式的社会文化且与之相互融合并促进自
身发展的过程。
高职文化的构建，主要通过各种信息传递和其成员的动态流向，吸收外界各种文化，包括政治、科技
、经济、民俗、娱乐、企业等文化，并将这些文化整合为以先进文化为主导，以时代精神为核心，以
科技文化为特色，以政治和伦理文化为保证的统一文化系统。
而企业文化形成过程也与之形成很类似的，甚至于当今一些高科技企业是直接从高校衍生出来的，深
受大学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大学文化的特性。
　　从校企文化的功能来看，它们都是在一定区域内用一神无形的文化力量对本区域内的人的行为准
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起着导向、激励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高职文化是指以学校师生员工为主体，在教学、管理、科研等各种活动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财富，
是一个学校的历史积淀和底蕴，是一个学校的象征。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是企业为达到经
营成功，在经营过程中所共同遵循的、反映企业意志的价值观念。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体现企业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核心价值观。
因此，从发展的高层次来看，高职文化和企业文化都代表着自己独具特色、最核心的东西。
　　2.从文化建设的主体来分析　　高职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学校的师生员工，主力军是青年学生；企
业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企业广大员工。
世界经济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占据人才的制高点，占有高素质、高
水平人才的优势。
企业需要的人才最终还是来源于高校学生，也就是说企业的需要是高校的责任。
因此，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应该按照企业对人才的需要来制定自己的培养目标和模式，应该用企业的
理念来带动和引导高职文化建设，才能使学生由“校内人”转换成“社会人”，从高职文化建设的主
力军顺利转换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力军。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性质特征，使高职文化与企业文化休戚相关、相互作用、互相促进。
企业文化与高职文化的同质性、协调性、相承性决定了高职文化与企业文化一体化建设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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