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问题的提出

对于今天的企业而言，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和相

对的人才缺乏是基本事实。适应环境和吸引人才则

成为企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企业的现实环境日

趋复杂和动态，企业的适应性行为不可能依赖既有

经验和教条式的理论，更需要借助随机式的智慧，不

断为企业输入新的理念。企业正是秉持其特定的理

念展开对环境的适应性行为的，是否拥有适宜组织

的共享理念是企业战略性的基本问题。对人才的吸

引往往被炒作成高薪礼聘和高位以待，实际上真正

的人才总是有理念和信念的，理念共鸣才是社会精

英和企业结合的关键点。一个优秀的团队总是一个

拥有共享理念的意义清晰、远景明确的人才的结合

体。理念的重要性早被管理实践所证实，如前#$%总

裁小托马斯"沃森所言：“我毫不怀疑地认为，任何公

司想要存在下去并不断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一套可

靠的信念（注：即理念），并把这套信念作为所有政策

和行动的前提。”但是，怎样对理念进行管理则是一

个颇具潜力的研究领域。本文试图在“理念生态系

统”的概念下探讨企业理念的来源，企业理念的实践

者和实践行为。

&" 企业理念的来源

我们把创造、汇总、整合、传播商业理念的人称

为商业大师。从源头上讲，商业大师是新商业运动的

鼓动者，是他们让故事和传奇广为流传，并引导我们

进入“新世界”。商业大师的工作成果即商业理念是

企业理念的重要来源。

商业大师的工作内容包括：

首先，他们需要与公司交往，因为公司是他们商

业理念的活的来源。敏锐地捕捉有意义的个别案例，

诚恳地和管理者交谈，这是大师们的基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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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念的重要性使得我们需要对企业理念进行管理。企业理念生态系统包含企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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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师们必须写作———书籍、期刊文章、杂

志专栏、书评、权威报告、网络内容，以及其他各种形

式的商业著述。这是一个“内容生产”的时代，商业大

师必须确保在内容喧哗中经常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

音。

最后，商业大师还要四处参加研讨会，赴约在公

司会议上发言。研讨会、贸易展、会议、论坛、访谈，这

些都有是大师们传播理念和树立权威的重要平台。

商业大师们的背景或出身主要有四种：

商科教授：商学院的教师能够针对管理问题做

研究和著述而且通常兼职咨询和受邀演讲。教授们

的研究成果，也许深刻，但往往过于学术化而思路狭

窄，晦涩难懂。

咨询顾问：这些人为咨询公司工作，是商界的

“思想领导者”，他们经常撰写文章和书籍，在各种会

议和不同公司中发言。他们的观点作为专业见解一

般会受到企业的重视。咨询顾问推出的理念很实用，

但其工作的营销性质往往会影响研究本身。

现任管理者：他们通常是大型成功企业的!"#，

就自己公司采用的管理方法著述或演讲。现任管理

者提出的理念因为客观的成功而真实可信，但往往

囿于经验而难以推广和重复。

商业新闻记者：商业新闻记者可以接触不同的

企业，凭借其敏锐的职业素养发觉形成中的新型经

营之道，并公之于众。当然，记者的报道往往并不专

业，而且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发掘新闻。

总之，企业理念来源于拥有不同背景和出身的

商业大师的努力成果，企业必须贯通与商业大师的

交往渠道，结识最有名望、最活跃的商业思想家，保

证及时获取新鲜的商业理念。

$% 企业理念的实践者

商业理念对企业来讲只是一种组织边界外部的

资源，而开发这种资源，找到适合组织的理念并且动

员组织的力量把这些理念变成现实的正是理念的实

践者。托马斯%&%达文波特等学者把企业理念的实践

者定义为那些使用业务改善理念以便使得组织发生

变革的个人。理念实践者是理念和行动之间的纽带，

是他们真正促使了组织变革和商业革命的发生。我

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描述这一特定的人群：

理念实践者充满热情、善于劝说，他们坚信没有

一无是处的理念，只有被管理得很差的理念，坚信个

人和组织是可以借助变革来适应环境的。

理念实践者不断阅读，他们并还迷信权威和追

逐时尚，他们对理念资源进行过滤增减，使得这些理

念能够适合企业的具体要求。

理念实践者推行正式的企业“实验”，试图用新

理念打破各种界限，穿透各种壁垒，并处理各种“排

斥反应”。

理念实践者并不激进，他们深知实施一种新理

念的困难，他们能善用政治技巧并精确使用宣传论

调。

理念实践者不受单一专业和单一部门的制约，

在组织内从事跨专业跨边界行为。为此，一般需要由

组织给他们一个合法的名分，如英特尔公司的研究

员和通用电气的学习官。

’% 企业理念实践程序

从理论上概括，企业理念实践包含前后相继的

五个步骤。

第一步，扫描并且识别企业理念。理念实践者要

向多个外部的信息源请教并且和多位外部的理念家

合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定理念是由谁提出的，也

不在于理念是否伟大正确，关键在于理念是否符合

企业的需要，是否能够在组织内部发挥作用。

第二步，对理念进行包装。包装理念的目的是增

强其吸引力，让成员更容易接受。

第三步，倡导理念。理念实践者要成功地向组织

成员推销理念。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直接获得高层

的支持。新理念和成员当前工作与利益的关联是推

销的重点。有时借助外部力量，比如咨询顾问的权

威，也是一种好办法。

第四步，实施理念。根据("公司的经验，在实施

理念时应注意以下一些方面：理念必须很快显现出

它所带来的利益，所以要追踪财务成本和财务收益；

很快获胜实际上可能是失败，重大变革需要时间；详

尽的实施计划；把理念的实施和业绩评估及职位提

升结合起来；试验，再推广；学会放权；等等。

第五步，出售理念。成功的理念也是一种无形资

产，可以越出组织边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 总结

理念对企业适应环境和吸引人才有（下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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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 页）重大的作用。理念的确认和渗透并不只

是领导者的发现和由上到下的行政宣传。我们需要

对理念进行管理，其核心是要明确由企业理念的来

源、企业理念的实践者和企业理念实践行为构成的

动态的企业理念生态系统，并充分重视并发挥理念

实践者的作用，正是理念实践者确定了什么样的理

念适合他们的组织，对理念进行修改以适应它们的

需要，并且动员组织的力量把这些理念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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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破坏和浪费，使生态平衡失调，从而危及人类社会

的生存发展。要实现攀西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必须改变对食用菌及其它生物资源单一地采、捕、猎

的习惯行为，保护各种生物资源赖以生存的森林植

被环境，也就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和基因资源。只有

这样才能发挥森林涵养水土、调节气候等主要功能。

同时，攀西地区是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区

域，发展食用菌生产决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砍伐林

木资源为代价。应该认真执行国家林业产业政策，大

力开发可再生的攀西地区来源丰富的稻草、麦草、荞

壳、玉米芯等代用料资源，变废为宝，转变发展模式，

正确处理食用菌生产与林业生产的关系，努力实现

食用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三兼顾。

其次，要强化菌种管理、信息技术服务和市场销

售三大体系建设，为食用菌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要按照《种子法》及农业部《全国食用菌菌种管理暂

行办法》的要求，强化菌种管理体系建设，搞好管理

人员及菌种场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依法搞好菌种

生产及销售管理，杜绝假冒伪劣菌种流入市场，从源

头上把好菌种质量关。进一步建立健全食用菌信息

技术服务网络，坚持不懈地开展食用菌先进实用技

术培训，落实产前、产中和产后各项技术服务措施，

使广大菌农得到及时、准确、有效的原料、产品市场

价格、需求动态、技术发展趋势等信息技术服务，积

极帮助群众解决原料、菌种、技术、加工、销售等方面

的实际困难，大力发展食用菌生产，培植攀西地区高

效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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