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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时代的主题就是速度和创新，中央确定的在15年内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国人正在形成共识。我们的企业正面临改制，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任务，建设“创新型企业”，努力培育创新

精神，发展创新型企业文化，成为我们企业的迫切要求。我们企业经营方针也提到“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什么是创新型企业文化？它是指企业的主要信念是创新，相信只有创新，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企业所有员工

都注重创新，倡导创新，企业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都积极创新，敢于创新，敢冒风险，创新思想已渗透到企业上上

下下人员的意识深处，并已化为企业员工的行为习惯。创新型企业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是不断地摆脱过去，不

断吸收新因素、适应新环境、创造新市场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不论是在技术还是管理方面，只要有创意就可以

积极实施，人们不怕失败，而是勇敢地拥抱失败，因为大家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认为不创新就等于自寻死路；

信息是畅通的、对称的，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是充分的，越级和越位的沟通是被允许的；拥有这种文化的企业对市

场变化和顾客需求非常敏感，而且能够对之作出迅速反应。世界上一直不断成长、经久不衰的企业如 IBM、微软、

迪斯尼等等，都拥有这样的文化。那么，如何才能营造创新型企业文化呢？ 

一、确定创新型企业文化的愿景。培育企业文化的第一步，就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确立其企业文化的愿景，这

个愿景就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所确立的秉持企业宗旨、实现企业战略、完成各项任务的风格，就是企业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明确表达了要建设创新型企业这样一个愿景：公司秉持改制与发展宗旨的重要手段是创新，包括技术

创新、业务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对企业员工进行不断培训，特别是培育企业员工的创新

需求和创新能力。要想把企业高层设计的创新型企业文化变成现实的创新型企业文化，首先必须不断对员工进行培

训，其目的主要是把设计出来的创新型企业文化植于员工的思想深处，进而表现在其行为之中，使员工知晓和领悟

本企业创新型企业文化的愿景。 

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包括了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企业员工和把创造性思维转化为现实存在的企业机制。企业的

创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员工的新知识、新思路；而企业员工的新知识、新思路又首先来源于企业员工的创新

需求。因此培训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更多地激发员工的创新需求。这种需求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员工追

求“了不起”的需要、员工所感受的危机感和员工感受的压力。海尔的张瑞敏有一段关于想、说、做和做到一流的



关系的名言：首先得敢有需求、敢有愿望；有了愿望得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了就有了承诺、有了宣言，也有了压力；

宣言过了就得去做；做也得做好，否则就是食言，就“丢人”，所以为了面子，无论如何也得做好、做出色，从而赢

得一个“了不起”的赞叹。这是一个心理逻辑转化为现实逻辑的机制。 

二、将创新型企业文化的愿景输入企业制度，建立健全把创意变为现实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企业文化是企

业全体员工所共有的文化，要把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愿景中的文化转化为真正的企业文化，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把它

输入企业制度。企业制度是企业全体人员必须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可以指引企业中人的思维和行为。如果

没有制度的保障，人就没有压力和动力，创新就会沦为空洞的口号，很难变成现实。而且人们往往既具有保守性，

又具有创新性，既希望安逸，也能够积极进取，但实际会怎么做，则取决于环境的需要和环境的许可。调查结果表

明，超过 80%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赞同中国需要创新型的企业文化，却只有不到 18%的企业拥有创新型的企业文

化，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制度的保障，所提供的创新压力和创新动力不够。观测那些创新型企业，如 IBM、INTEL、

海尔等等，都已把创新制度化了。 

这里的制度，包括了招聘制度、奖励制度、考核制度等各个方面，比如可以在招聘新员工时，要求被录用人员

有想像力和创新意识，在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那些想像力和创新意识较强的求职者才被录用；重用公认的敢于

冒险、敢于承担风险、敢于积极进取的人；由于创新往往意味着风险，创新型企业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宽容失败，

善待失败。对那些敢冒风险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进行鼓励和奖励，鼓励和奖励的是敢于创新、敢于承担风险的行

为，而不仅仅是对创新结果的奖励；对成功的冒险行为给予较重的奖励，同时对参与行为者也给予奖励；放松决策

控制，以使更多的人进行更多的自主决策；对一些基层员工的“五小成果”，经过实践取得明显成效的，可以考虑以

这些员工的名字来命名，作为对员工的一种精神激励；同时，尽量避免一些扼杀创意的行为，比如对创意光说“好”，

但什么也不做；比如除了宣布公司重大政策，基本不与员工进行个人之间的交谈；比如不为创意的实施提供最起码

的组织保障——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与资源配置的灵活高效，等等。就创新文化的制度建设而言，制订了创新成果

奖励办法，年底对创新成果进行重奖，这样创新型企业文化建设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树立典型，让榜样成为创新型企业文化的代言人。常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东方古代的管理思想 “人

为为人”亦是注重正面引导，所以榜样的树立非常重要。在企业中，典型有两种，一种是反面的典型，一种是正面

的典型，即榜样。建设企业文化的最简单、最直接，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方法，就是树典型。这些典型应该是制度实



施的结果，是企业所倡导的精神的化身，是企业行为实实在在的代表。所树立的典型一定要令人信服，要能真正引

导其他人的行为，才能真正发挥先进典型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我们山东联美汽车弹簧有限公司每年对节能降耗、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人员进行奖励，并单独设立了“节约奖”，

其实其中很多都是通过创新才做到的节能降耗。我认为不妨把这一部分直接叫做创新奖，对评选出不断勇攀技术高

峰、敢于突破、勇于超越的技术尖兵在进行奖励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树立典型人物，号召全体员工向其学习。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毅力，也更需要我们建立鼓励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制度，通过持久性

的坚持和强化，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让一个又一个的创新人物不断涌现出来，让他们带动、影响、辐射更多

员工立足岗位开拓创新，让外界通过他们认识、感知到弹簧厂的创新之路，从而为创新型企业文化建设注入人性化、

可感知、可看见、可借鉴、易接受的强心剂。 

四、实行无界限沟通，保证企业内沟通渠道畅通无阻。 

任何时候，沟通都是组织效率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有时候由于基层员工弄不清企业所处的状况，感觉不到创新

的必要或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感觉不到变革的必要时，沟通就成了很有效的手段。沟通可以使人清醒、明确方向，

可以消除误会、增进信赖感，从而使员工更积极主动地为企业的共同未来而努力。 

以上只是创新型企业文化建设的其中几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创新型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

永逸。创新精神的实质是科学精神，创新对规律的发现首先来自对规律的尊重。从形式上看，创新表现为标新立异，

但精神实质恰恰是求真务实。而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创新活动不会一帆风顺，也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创新不能急功

近利、急于求成，它需要创新者有耐得寂寞、不惧失败的坚持与付出，需要领导和同事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理

解与耐心；它需要企业上下有勇于探索的气势，有敢为人先的气概，有尊重个性的气量；它需要企业有鼓励创新的

气氛，有崇尚创新的气魄，有竞相创新的气象，有宽松民主、包容失败、支持探索的组织氛围。唯有如此，人们的

创新热情才能更大地被激发出来，让全体员工的创新意识竞相迸射、创造活力充分涌流的创新型企业文化才有可能

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