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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文化研究从来都是管理学科研究领域的制高点�其评价方法和技术的突破理应成为企业文化研究领
域的重点。论文综合分析了现行文化与企业文化评价技术局限性�在比较分析 ＤＮＡ理论及其在企业演化研究
领域中应用的基础上�首次界定了企业文化ＤＮＡ内涵�及文化ＤＮＡ评价法�并设计了相应的评价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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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与企业文化评价及其缺陷
“文化 ” 在中国古代是指 “以文教化 ”� 《周易·篆传》

曰：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美国人
类学协会前主席克莱德·克鲁克洪 （ＣｌｙｄＫｌｕｃｋｈｏｈｎ） 教授认
为 “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
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
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 ” ［1］。

文化的评价和测度方法是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文化人
类学中经典的田野调查法面对现代科学的精确严谨显示出明

显的不足。荷兰人类学家ＧｒｅｅｔＨｏｆｓｔｅｄｅ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
是世界上认同度最高的较严谨的文化评价技术�该模型是基
于工作目的上存在的价值观和信念差异建立的�主要涉及基
本文化价值观的五个方面：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
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长期取向与短期取
向 ［2］。著名的Ｋｌｕｃｋｈｏｈｎ和Ｓｔｒｏｄｔｂｅｃｋ小组提出的价值观取向
文化模型也被广泛运用�它强调价值观取向的多样性�主要
涉及文化价值观系统的五个问题：人的本性、人与自然的关
系、时间观念、做事方式、人际关系 ［3］。

企业文化评价方面有代表性的测度和评价方法有 ＯＣＡＩ

量表和Ｄｅｎｉｓｏｎ企业文化模型。1998年�Ｑｕｉｎｎ和 Ｃａｍｅｒｏｎ等
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发现�组织中的主导文化、
领导风格、管理角色、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以及对成功
的判断准则都对组织的绩效表现产生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
Ｑｕｉｎｎ和Ｃａｍｅｒｏｎ等构建了ＯＣＡＩ量表�从主导特征、领导风
格、员工管理、组织凝聚力、战略重点和成功准则六个判据
来评价组织文化 ［4］。ＤａｎｉｅｌＤｅｎｉｓｏｎ于1991年提出了 “Ｄｅｎｉ-
ｓｏｎ企业文化模型 ”�他从应变能力、愿景及目标、一致性、
员工参与四个维度来评价企业文化 ［5］�该模型是从具体的商
业运营环境中发展而来�直接与组织经营业绩相联系�被广
泛应用于企业文化评价�现已建立了1500多家企业的常模�
是当今最有效的企业文化评价工具。

价值观取向模型和国家文化模型揭示了文化内涵的一些

基本特征�如：人性假设、人与人之间关系、等级关系或权
力距离、时间观念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等�这些特征正是我
们分析文化的基础。因而�价值观取向模型和国家文化模型
对于我们认识文化现象及其对管理的影响是一种有力的工具�
比较适用于跨文化和文化比较领域的研究�经常被引用来解

释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和
融合问题。笔者在企业文化评价设计项目中多次使用过 Ｄｅｎｉ-
ｓｏｎ的文化模型�发现此类模型包括 ＯＣＡＩ量表等�因其是依
据西方商业经营情境构建而成�比较适用于成熟的大型企业
和较规范的市场环境�在对中国企业文化评价时不甚匹配。
当前国内对文化及企业文化评价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定性分

析阶段。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这方面课题的定量研究�
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文化的评价要素进行分类�
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和灰色评价模型等
进行定量评价。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较全面的文化与
企业文化评价体系�评价技术和工具明显滞后。相对而言�
文化的评价技术较企业文化更为滞后。
2　从企业ＤＮＡ到企业文化ＤＮＡ
2∙1　ＤＮＡ和企业ＤＮＡ

Ｎｅｌｓｏｎ和Ｗｉｎｔｅｒ于1982首次将基因概念导入到演化经济
学的研究当中�提出企业惯例 （ｒｏｕｔｉｎｅ） 是组织中的记忆�
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
特征�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储存在组织内部、影响企业行为
的遗传因子 ［6］。随后�Ｔｉｃｈｙ （1993） 根据 ＤＮＡ的概念正式
提出了企业ＤＮ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ＮＡ） 的概念�他认为企业与
生物一样有着自己的遗传基因�正是这个基因决定了企业的
基本稳定形态和发展、乃至变异的种种特征。Ｔｉｃｈｙ在评价企
业组织形态上的基因构成时�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两个维
度提出了企业 ＤＮＡ的存在模式 ［7］。ＫｅｎＢａｓｋｉｎ （2000） 在
《公司ＤＮＡ：来自生物的启示》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企业
ＤＮＡ�他认为企业是一个有机生命体�企业ＤＮＡ是各个部门
所需要的信息�是公司的数据库 ［8］。他将企业ＤＮＡ总结为一
套规则�是影响企业中个体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东
西 ［9－10］�但他没有深入讨论企业 ＤＮＡ具体由哪些因素构成。
2003年�ＧｒａｙＮｅｉｌｓｏｎ等在 《企业 ＤＮＡ的四个基础》一文中
将组织架构、决策权、促进因素和信息界定为企业 ＤＮＡ的四
个基本组成部分 ［11］。他们在2004进一步延展了企业 ＤＮＡ的
概念�认为正是这四种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公
司内在的和外在的表现与行为方式 ［12］。这标志着企业 ＤＮＡ
开始在组织和企业演化研究领域中得到应用。
2∙2　企业ＤＮＡ中的文化意蕴

ＢｉｌｌＡｄａｍｓ和ＣｉｎｄｙＡｄａｍｓ （1995） 在 《企业ＤＮＡ：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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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首次提出企业文化是企业ＤＮＡ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改
变组织必须先改变组织的文化�但组织的文化尤其是核心文
化难以改变�文化的内容也就是组织内的人们工作及处理相
互关系的模式已经成为企业 ＤＮＡ的一部分 ［13］。2001年�
ＪｏｈｎＷｅｅｋｓ和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ａｌｕｎｉｃ借用基因的概念来解释企业文

化�将企业文化当作信念和行为、假设和常规的一种模式�
文化的各种因素总称为 “文化基因 ”�并将企业文化的发展
总结为各种文化基因相互竞争的累积结果 ［14］。他们运用文化
基因的概念来解释 “文化是什么 ” 以及 “它是如何发展的 ”
这两个问题�但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基因 （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ｅｎｅ） 或
者文化Ｄ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ＮＡ） 的概念。Ｖｅｒｓｃｈｏｏｒ在 2005年发
表的 《组织ＤＮＡ应包含道德规范成分》一文中明确提出道
德规范 （属于企业文化范畴 ） 应是构成企业 ＤＮＡ的重要因
素 ［15］。

国内学者周晖和彭星闾 （2000） 在 《企业生命模型初
探》文中�将企业家、企业机制、技术和文化假定为企业
ＤＮＡ的四个碱基 ［16］�从文化提高了企业的代理效率与技术
效率的角度得出企业文化应是企业 ＤＮＡ的组成部分的论断。
朱克江 （2001） 在 《企业文化对企业基因改变的作用分析及
成功实践》一文中认为企业文化的性质及其具体构成决定了
其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作用足以改变一个
企业的基因 ［17］�并探讨了企业文化对企业基因改变的三条主
要途径。2004年�王成荣在 《企业文化基因论》一文中指出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基因�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的生命周期。
至此�国内外学者开始认同企业文化在企业ＤＮＡ中的重要作
用 ［1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基本认识到了企业ＤＮＡ和企业文
化的密切联系�认同文化的演变过程实质上就是企业 ＤＮＡ选
择、变化和保留的过程�企业ＤＮＡ和企业文化有很多本质上
的共同之处。此外�国外学者已经开始直接运用ＤＮＡ的思想
来分析和解释企业文化问题。但以上学者都未讨论 “企业文
化ＤＮＡ” 的概念与构成�更没有提出 ＤＮＡ在文化及企业文
化研究运用中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技术路径。
2∙3　企业文化ＤＮＡ内涵

参照生命科学中ＤＮＡ概念及其评价技术思想�我们将决
定企业文化的基本稳定形态和发展、变异的关键因素界定为
企业文化ＤＮＡ�将构成企业文化 ＤＮＡ的单个因素界定为企
业文化基因�二者的精确定义及关系于下：

企业文化基因是指企业中具有遗传功能的能够影响和制

约企业文化发展的元素 ［19］�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企业的文化
ＤＮＡ�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累积结果形成了企业文化�进而
影响、制约甚至决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根据ＤＮＡ的主要特征以及企业进行生命活动的基本要

素�本文认为�企业遗传基因的基本结构为：历史传承的文
化和人力资源为文化ＤＮＡ双螺旋长链中的两条基本链�排列
在外侧；基因的四个碱基分别为：制度、管控模式、战略与
价值观�它们通过相互作用排列在内侧�并由组织文化与人
力资源双链连接起来。构成企业文化的ＤＮＡ�如图1。图中Ｃ
链为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 链�Ｈ链为人力资源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链。

人力资源是企业文化的主体�也是文化的直接传承载
体�同时企业制定的和继承下来的文化特征又决定了企业中
的人员关系状况�两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有
机整体。四个碱基记录了该文化ＤＮＡ在企业文化的四个构面
上的表述信息�不同的碱基组合构成了不同种类的文化

图1　企业文化ＤＮＡ结构示意图
ＤＮＡ。
3　企业文化ＤＮＡ评价

文化评价是整个文化研究的难点。由于文化是一个复杂
的聚合体�影响文化形成现状的因素往往很多�各类因素又
具有动态演化及互动关联性。现行文化评价方法和技术对文
化形成的复杂机制研究不足�评价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有限。
ＤＮＡ理论和技术方法长于评估分析的明晰和精确�且已在企
业演化研究领域成功导入与应用。据此�我们推断�应用
ＤＮＡ的思想方法�借鉴其评价技术追溯研究企业文化现状影
响因素�能准确而又深入研究和评价企业文化的特质；可能
对企业文化研究形成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提高企业文化研究
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3∙1　ＤＮＡ评价法的原始涵义

ＤＮＡ评价法是目前在生命科学领域广泛运用的一种新技

术�是人类疾病评价上的一次飞跃�其原理如下：用点样法
在玻璃片上固定或者直接光刻合成寡聚核苷酸探针阵列�这
样的玻璃片即为 “ＤＮＡ芯片 ”。将被评价者体内提取的基因
混合物 （样品 ） 放到芯片上�使其与 ＤＮＡ芯片上的基因进
行杂交检测�样本中好的基因与芯片上好的基因结合�坏的
与坏的结合�这样就可以确定样品中有哪些好基因和坏基因。
最后�将样品中确定出的好基因与人们预先知道的基因数据
库中的信息进行比照�从而确定引起病变的不良基因�给医
生提供治疗依据�使医生可以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
3∙2　企业文化ＤＮＡ评价技术路径

参照生物学和医学上的ＤＮＡ诊断技术思想�根据企业文
化的特征�我们设计的企业文化ＤＮＡ评价技术过程如图2：

图2　企业ＤＮＡ文化评价过程
3∙2∙1　确定 “企业文化ＤＮＡ芯片 ”。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的基础性工作。企业文化ＤＮＡ芯片必须对构成企业
文化的各种基因的特质、表现形式、对组织中人的行为影响
和导向特征及各种利弊有准确而又详细地解释�足以作为企
业文化评价的标准。对企业文化ＤＮＡ芯片的研究可以根据企
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按企业类型得到分门别类的企业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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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基因谱是 “企业文化ＤＮＡ芯片 ” 的构成基础。
3∙2∙2　提取目标组织文化基因。生物体细胞核中的遗传物质
ＤＮＡ本质是生物体性状的载体�企业文化 ＤＮＡ也一样�它
描述了企业文化的全部特征。因此确定 “企业文化 ＤＮＡ芯
片 ” 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可能透彻的分析目标主体的现有文
化�运用德尔菲法等方法沿着人员和历史文化传承两条路径�
从制度、管控模式、战略和价值观四个维度出发探究现有文
化的特质�如图3�进而得到企业文化的全部基因。

图3　企业文化基因确定路径
为了从大量备选的文化基因中遴选出有用的基因�我们

需要运用调查统计�专家评判等实证分析手段来对各个文化
基因进行筛选�过程如下：

（1） 确定备选企业文化基因的权重集。①分析企业文化
基因系统中各因素的关系�建立企业文化基因系统的递阶层
次结构�构建企业文化基因的评价因素体系。②请专家对各
备选企业文化基因进行两两比较�构成判断矩阵。为了比较
某一层中指标对上一层指标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应用 Ｄｅｌｐｈｉ
法�对同一层中的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比较的结果即构成
判断矩阵Ａ＝｛ａｉｊ｝ｎ×ｎ�这一步是进行层次分析法的关键。ａｉｊ
为第ｉ个指标对第ｊ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的估算值�近似的认
为这就是指标ｉ的权和指标ｊ的权的比�即ａｉｊ＝ｗｉ／ｗｊ。③计算
权重：第一步�计算判断矩阵 Ａ的每一行元素的积 Ｍｉ：Ｍｉ＝∏ｎ

ｊ＝1
ａｉｊ�ｉ＝1�2�…�ｎ。其次�计算各行的 Ｍｉ的 ｎ次方根值 -Ｗｉ＝
ｎ
Ｍｉ�ｉ＝1�2�…ｎ�式中ｎ为矩阵阶数。最后将向量 （-Ｗ1�-Ｗ2�

…�-Ｗｎ）Ｔ归一化�计算如下：Ｗｉ＝-Ｗｉ／∑-Ｗｉ�经过一致性检验通
过后�Ｗｉ即为所求的各指标的权重系数。

图4　企业文化ＤＮＡ隔离分析示意图
（2）构建隶属函数。首先�确定备选企业文化基因评价因

素的重要性评语集�评语集是评判者对评判对象可能做出的各
种评判结果所组成的评价集合。可将评价集分为多个等级�如
｛非常高�比较高�一般�比较低�非常低｝。其次�以专家评分
法的形式进行�应用模糊语言变量集进行描述�设计隶属函数�
以确定各评价因素对评语的隶属度。

（3）综合评价�确定企业文化基因。
3∙2∙3　隔离分析提取的文化基因。对文化基因进行隔离作用
分析�得出每个基因的文化影响特征。影响特征包括三种：

主特征：就是基因对目标对象的文化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特
征�例如 “盈利意识强 ”这一基因对一个企业文化的影响主特
征是：推动企业制定利润最大化的战略�高效低成本的管理控
制模式等。

辅助特征：所谓辅助特征�就是为更好地帮助主特征完成
目的功能而引进的其它特征。它们属于影响特征中的推动因
素�如上例的 “盈利意识强 ”这一基因要想完成产品 “高效低成
本的管理控制模式 ”这一影响主特征�就需要 “合理的业绩评
价体系 ”�“严格的财务监督制度 ”�“严密的权责体系 ”等辅助
特征来帮助其完成。

约束特征：不管是主特征�还是辅助特征�都会有一些因素
和条件的不足而限制其产生作用�这些约束就是约束特征。这
些约束特征也是影响特征的一种�用于分析主特征和辅助特征
的可行性。例如当企业考核偏重于财务指标的评价时�非财务
指标不足这一约束条件就会影响到 “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 ”这
一辅助特征是否可以实现。

通过对各类文化基因的三种影响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得
到文化ＤＮＡ芯片中各基因对企业文化的影响特征以及这种影

响的可行性�继而得到各类基因对对整体文化的贡献情况�将
企业文化的评价与改进问题降维为对文化ＤＮＡ芯片中某类特

定基因的调整问题�大大简化了问题的复杂程度。
3∙2∙4　确定优秀和不良文化基因。将目标文化与现有文化进
行对比�确定两者的差异部分�在企业文化ＤＮＡ芯片中找寻对
差异部分产生影响的基因�选出不良文化基因和优秀文化基
因�做出企业文化评价结论�分析不良文化基因的各类影响特
征�通过调整其辅助特征和约束特征改变基因最终输出的影响
主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不良文化基因的改进方案和文化改进
方案。

本文首次将ＤＮＡ的有关理论导入到企业文化的研究领域

之中�定义了企业文化ＤＮＡ的概念和结构特征�设计了企业文
化ＤＮＡ评价方法与技术路径。正如 ＤＮＡ和基因工程技术带
来了医学上的重大革命一样�本文期望通过企业文化 ＤＮＡ的
导入�吸引多更的学者参与企业文化基因谱的研究和构建工
作�形成企业文化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全面提升企业文化
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1］克莱德·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 ［Ｍ ］．高佳�等译．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1986．

［2］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ａｃｒｏｓｓｔｗｅｎｔｙｃａｓｅｓ［Ｊ］．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ａｎｕａｒｙ1990�35（1）：286－316．

［3］ＳＡＭＯＶＡＲ�ＰＯＲＴＥＲ�ＳＴＥＦＡＮＩ．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ｕｇｕａｇ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2000：
4－79�93－94．

［4］ＣＡＭＥＲＯＮＫＳ�ＱＵＩＮＮ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Ｐｒｅｓｓ�1998．

［5］ＤＥＮＩＳＯＮＤＲ�ＳＰＲＥＩＴＺＥＲＧＭ．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1991�Ｖｏｌ．5：1－22．

［6］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Ｍ ］．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1997．

［7］ＴＩＣＨＹＮＯＥＬＭ�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ＳＨＥＲＭ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ＹｏｕｒＤｅｓｔｉｎｙＯｒ
ＳｏｍｅｏｎｅＥｌｓｅＷｉｌｌ［Ｍ ］．Ｈａｒｐｅ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1993．

［8］ＢＡＳＫＩＮＫＥ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Ｎ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ｏｍＬｉｆｅ［Ｍ ］．ＢｏｓｔｏｎＭＡ：
（下转第49页 ）

45



徐建中等：基于ＡＨＰ的企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灰色综合评价研究
［3］向来生�郭亚军�孙磊�等．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Ｊ］．中国人
口·资源与环境�2007（2）：76－78．

［4］杨华峰．基于循环经济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Ｊ］．系统工程�
2006（11）：79－84．

［5］于丽英�冯之浚．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Ｊ］．中国软科
学�2005（12）：44－53．

［6］李健�邱立成�安小会．面向循环经济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 ［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4）：121－125．

［7］张成考．基于ＡＨＰ法企业生态化水平的模糊综合评价 ［Ｊ］．科技管
理研究�2006（7）：59－62．

［8］王孝斌．企业学习能力的层次灰色综合评价模型 ［Ｊ］．科技进步与
对策�2005（8）：36－38．

［9］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 ［Ｍ ］．北京：科
学出版社�2004：108－109．

［10］许树柏．实用决策方法－层次分析法原理 ［Ｍ ］．天津：天津大学出
版社�1988．

［11］张平�朱淼．基于ＡＨＰ对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的选择 ［Ｊ］．技术经济
与管理研究�2007（1）：60－61．

作者简介：徐建中 （1959－）�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博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为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马瑞先 （1980－）�男�山东临沂
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责编；彭统序 ）

（上接第45页 ）
　　Ｂｕｔ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1998．
［9］ＢＡＳＫＩＮＫＥ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Ｎ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ｃｏ－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2000�2（1）：34–49．

［10］ＢＡＳＫＩＮＫＥＮ．ＤＮＡｆ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ｔｏａｄａｐｔｏｒ
ｄｉｅ［Ｊ］．Ｆｕｔｕｒｉｓｔ�1995�Ｊａｎ／Ｆｅｂ�29（1）：68．

［11］ＮＥＩＬＳＯＮＧ�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ＣＫＢ�ＭＥＮＤＥＳ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Ｂａｓｅｓｏｆ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ＮＡ［Ｊ］．ＢｏｏｚＡｌｌｅｎＨａｎｉｌｔ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2003�ｗｉｎｔｅｒｉｓｓｕｅ：1－10．

［12］ＮＥＩＬＳＯＮＧ�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ＣＫＢ�ＭＥＮＤＥＳ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ｙｐｅｓｏｆ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ＮＡ［Ｊ］．ＢｏｏｚＡｌｌｅｎＨａｎｉｌｔｏｎ’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ｇａ-
ｚｉｎｅ�2004�ｓｕｍｍｅｒｉｓｓｕｅ：95－103．

［13］ＡＤＡＭＳＢ�ＡＤＡＭＳＣ．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ＮＡ：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ｄｅ［Ｊ］．Ｅｘｅｃ-
ｕｔｉｖ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Ｏｃｔ．1995．

［14］ＷＥＥＫＳＪ�ＧＡＬＵＮＩＣＣ�微翁．企业文化与文化基因 ［Ｊ］．国外社会
科学文摘�2002（2）：37－40．

［15］ＶＥＲＳＣＨＯＯＲＣ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ｔｈｉｃｓ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Ｆｉｎａｎｃｅ�2005．

［16］周晖�彭星闾．企业生命模型初探 ［Ｊ］．中国软科学�2000（10） ：
110－115．

［17］朱克江．企业文化对企业基因改变的作用分析及成功实践 ［Ｊ］．南
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5）：156－160．

［18］王成荣．企业文化基因论 ［Ｊ］．上海企业�2004（7）：50－52．
［19］颜爱民．企业文化基因及其识别实证研究 ［Ｊ］．湖南师范大自科科
学学报�2007�30（01）：119－124．

作者简介：颜爱民 （1963－）�男�汉�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生态经济。

（本文责编：彭统序 ）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