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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资企业文化是在中外合资企业中
,

在中方
,

外方文化差异的条件下
,

在长期的生产
、

经营
、

管理过程中
,

双方文化相互渗透
、

影响
,

形成为企业全体职工所接受的
、

具有本企业特色

的企业文化
。

这种企业文化具有自己的特征
,

要构建它需要采取以下一些具体对策
。

一
、

分析内外因素
,

选择价值标准
。

一般来说
,

一个企业在选择价值标准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

1
、

企业性质
。

企业文化应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差异
,

因此
,

一个企业首先应根据本身的性

质选择适当的价值标准
。

2
、

企业的成员及其构成
。

不同类型的人以及他们的组合方式都会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
;
每

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
,

个人与企业的价值观是否相容
,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价值是否能为

每个成员所接受
。

因此
,

企业在选择价值标准时
,

应认真分析
、

研究人的因素
。

3
、

企业的外部环境
。

包括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法律等方面
,

都会影响企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

行为
。

所以
,

只有认真分析
、

研究各种相关因素
,

才能确立既能体现企业特征
,

又能为全体成员

和社会所接受的企业文化
。

二
、

借助 日常活动
,

普及企业文化
。

企业价值标准一经确定
,

企业文化模式也就基本上确定下来
。

但这些精神
、

文化要被中外

合资企业 的全体员工所接受
,

真正成为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
,

还需要企业领导认真地
、

长期地
、

有意识地进行灌输
,

经验表明
,

向企业员工灌输企业精神
,

最有效方法是借助大量 日常事件
,

靠

实际行动
、

靠言传身教来进行的
。

总的来说
,

普及企业文化的方法有多种
,

各企业应根据 自己的

实际情况
,

来选择
、

运用
,

切不可生搬硬套
,

依葫芦画瓢
。

下面介绍几种普及企业精神的方法
:

1
、

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

努力改善企业物质条件
,

为职工创造一个整洁
、

卫生
、

舒适的工作

环境
。

这不仅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

而且有利于培养职工对企业的感情
,

从而形成归属意

识
。

2
、

要重视内部非正式团体的作用
,

要善于协调与非正式小团体的关系
,

特别是要取得其领

袖式人物的支持
,

引导他们接受企业的价值观
,

让非正式团体与企业方向一致
。

3
、

工作之余或节假 日
,

开展形式多样 的文体活动
,

比如
,

体育 比赛
、

联谊会
、

舞会
、

旅游等

等
。

这样可消除员工的工作疲劳感
,

陶冶心情
,

增进企业职工间的了解和友谊
,

造成和谐
、

融洽
、

亲密的人际环境
,

培养职工集体协作意识
。

4
、

重视感情投资
,

关心职工生活
。

只有企业爱职工
,

职工才能爱企业
。

合资企业应根据企

业经济实力
,

着力搞好餐厅
、

医疗
、

住房等后勤服务工作
,

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
企业领导要深入

职工家庭
,

了解职工家庭生活
,

沟通职工的思想感情
,

使职工的需求得到满足
,

增强职工的企业

向心力
。

5
、

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要严以律 己
,

以身作则
。

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
,

尤其是高层管理人

员的模范作用是塑造企业精神
,

建设企业文化的关键
。

企业领导不但是企业精神的倡导者
,

而



且是带头 人
,

是企业精神的化身
;
领导应以 自己的规范行为来感染职工

,

使企业精神渗透到各

部门
、

各环节
,

使之变为企业员工共同格守的行为规范
,

产生整体积极效应
。

6
、

经常性地举行职业技术和文化教育
,

不断提高职工素质
。

有条件的合资企业
,

可推行工

作的轮换制
,

送职工到院校进行脱产
、

半脱产培训
。

还可以在厂内搞知识技术讲座等等
。

这些

做法不但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

丰富员工的工作内容
,

还可以消除人们工作中的单调感和厌

烦情绪
,

而且有利于调动职工献身工作的热情
。

7
、

针对企业经营的不同阶段存在的特定问题
,

举办以热爱企业为主题的演讲会
、

报告会和

讨论会
;
组织质量管理小组和技术攻关小组

;
鼓励职工积极参与管理

,

优化管理人员和职工的

相互关系
;
培养职工的认同感

,

使职工充分认识和理解工作的社会意义
,

进而进发出内心深处

的事业热情和责任感
,

以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企业和服务社会
。

8
、

树立人本观念
,

灵活人员管理
。

人是企业的第一资源
,

作为企业管理人员
,

在工作中态度

要平等
、

真诚
、

友爱
,

注意相互之 间的沟通
,

尊重职工人格
,

达到相互信任
、

感情默契
、

信息共享
。

在职工中产生一种安全感
、

自豪感和责任感
,

形成强大的内聚力
,

使人 力资源发挥最大能量
。

评

价和提升职工
,

方法要慎重
、

稳妥
,

不能凭一时一事取人
,

应侧重于全面
、

历史的考察
。

这样才能

较客观地
,

较深入地对人作出评价
,

保证人才选择的准确性
,

提高职工自我管理水平
。

9
、

借助信息传播煤介
,

树标兵
、

立榜样
。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

中
,

常会涌现一批批先进人物
,

发现之后
,

企业领导应不失时机地利用广播
、

电视
、

报纸
、

海报等

传播工具
,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

同时配 以精神或物质奖励
,

使之家喻户晓
,

使企业的精神

文化耳濡 目染潜移默化地在人们的心中确立起来
。

1。
、

网络建设
。

企业文化网络
,

按 《西方企业文化 》一书所说
,

是指企业 内不规范的
、

非正式

的信息沟通
、

消息传播和企业行为解释等的非组织性联系网络
。

实践证明
,

它对企业的有效经

营
、

企业文化的发展
,

是有重大意义的
。

当然 国情不同
,

不能照搬
。

但是在中外合资企业中
,

把

组织联系与非组织联系结合起来
;
把有计划的业务同无预测可能性的信息沟通结合起来

;
把作

为同事的工作联系同作为朋友的生活琐事结合起来
,

通过文化活动
、

节 日家访
、

生 日祝贺等形

式
,

发展中外合资企业 自身的企业文化网络
,

则是建设企业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法
。

三
、

适应环境变化
,

发展企业文化
。

首先要说明的是企业文化并非一成不变
,

而应随着企业内
、

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 断地发展

变化的
。

这里的
“
发展

”
一词有着改善

、

提高的意思
。

在中外合资企业中
,

更应注重这点
,

因为合

资的经营受政策的影响较大
,

并存在不同的文化差异
,

需逐渐取得共同认识
。

因企业是不断变

化发展的
,

企业文化也应具有动态性
,

要做到
:

1
、

发动企业全体人员参加
。

价值观念是人们经过长期积累而成的
,

并成为职工心理状态的

主要因素
。

故只有发动全员参加才能获得成功
。

2
、

要从制度上予以保证
。

发展和完善企业文化
,

应从强化制度入手
。

对期望产生的行为予

以积极强化
,

鼓励这种行为的再生
;
而对需要改变的行为予以弱化

,

以减弱和消除这种行为
。

3
、

领导者要积极推动变革
,

通过推行参与管理
、

加强信息沟通等方式来加速企业职工的转

变过程
,

同时也保证企业对外界的适应能力
。

以上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文化的具体步骤只具有一般性
。

具体到各个企业
,

还要结合实际情

况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采取有本企业特色的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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