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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性格、能力和个人喜好等因素的

影响。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

企业文化。

曹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不管是

黑猫还是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让曹魏集团人才济济，但同时也鱼龙

混杂。他这种凡事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

管理风格，使得下属做事都不守规矩、

不讲道义。为了防止员工有样学样，曹

操对下属的猜忌心很强，动不动就杀人，

营造了紧张恐怖的工作氛围。曹操死后，

其子曹丕进行收购，把曹魏集团变成了

私营企业。但由于其后的接班人经营管

理能力不强，以致曹家逐渐失去了对董

事会的控制权，最终被司马炎收购。

蜀汉集团初期营造了以人为本、和

谐共赢的企业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优秀

人才加盟，从创办初的“三无企业”（一无

资金、二无市场、三无人才），发展壮大

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但刘备最大

的问题是不喜欢提拔新人，且有地域歧

视倾向，对益州本土人才不重视，导致

内部矛盾重重。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持工

作，采取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建立了严密

的组织和严格的制度，实行精细化的管

理，但由于决策不透明、执法过于严厉，

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员工的发展潜力。

孙吴集团的企业文化既不像曹魏集

团那样强势，也没有蜀汉集团那么柔性，

力求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建立了

良好的激励机制，一切凭业绩说话，但

同时又勇于打破常规，破格提拔新人并

委以重任，全力打造学习型组织，积极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鼓励下属全方位发

展。但是孙权晚期对人才进行残酷斗争

和无情打击，使得国力逐渐衰弱，最终

被曹魏集团吞并。

梁山集团初期高举“义”的伟大旗帜，

紧密团结在以晃盖为董事长的梁山好汉

周围，信奉“有福同享、有难共当”的企

业价值观，追求“劫富济贫、除暴安良”

的企业使命，公司业绩良好，发展迅速。

但宋江上任后进行组织变革，将企业文

化由“义”字号改为“忠”字号，彻底葬送

了梁山基业。

唐僧西天取经项目团队具有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主张见义勇为，为民除害。

同时也十分强调技术的重要性，如孙悟

空服软是如来手段高，唐僧管得住孙悟

空靠的是紧箍咒，孙悟空能领导猪八戒

凭的也是自己的本事大。

贾氏集团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都

不错，但实行的是家长式的管理，等级

森严，压制员工个性，漠视员工情感诉

求。这种缺少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使

贾氏集团逐渐丧失凝聚力，最终变成一

盘散沙。

优秀的企业文化必须满足四个条

件：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企业战略

的全面支持、尊重市场游戏规则（如诚

信、公平竞争、双赢等）、尊重人性。而

尊重人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核心和基

础。企业文化只有尊重人性，获得员工

的认同，才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摘自《人力资源》）

细微差别起关键作用

陈紫丹

美国摩根财团的创始人摩根，当年

从欧洲漂泊到美国时，穷得只有一条裤

子，后来夫妻俩好不容易才开了一家卖

鸡蛋的小杂货店，但身高体壮的摩根卖

鸡蛋远不及身材瘦小的妻子。摩根觉得

很奇怪，后来终于弄明白了原委。原来当

他用手掌托着蛋时，由于手掌太大，人

们眼睛的视觉误差会觉得蛋变小了，而

他太太用纤细的小手拾蛋给顾客时，鸡

蛋被纤细的小手一衬托，居然显得大些。

于是摩根立即改变了卖蛋的方式。他把

鸡蛋放在一个浅而小的拖盘里，这样人

们对比看来，就会觉得蛋很大，因此鸡

蛋的销售情况果然好转。但摩根并不因

此满足。他认为眼睛的视觉误差既然能

影响销售，那么经营的学问就更大了，进

而激发了他对心理学、经营学、管理学

等的研究和探讨，终于创建了摩根财团。

而日本东京的一个咖啡店老板则利

用人的视觉对颜色产生的误差，减少了

咖啡用量，增加了利润。他给三十多位朋

友每人四杯浓度完全相同的咖啡，但盛

装咖啡杯子的颜色则分别为咖啡色、红

色、青色和黄色。结果朋友对完全相同

的咖啡的评价却不同：认为青色杯子中

的咖啡“太淡”；黄色杯子中的咖啡“不

浓，正好”；咖啡色杯子以及红色杯子

中的咖啡“太浓”，而且认为红色杯子中

的咖啡“太浓”的占90%。从此以后，老

板将其店中的杯子一律改为红色，既大

大减少了咖啡用量，又给顾客留下极好

的印象。结果顾客越来越多，生意也随

之蒸蒸日上。

成功总是垂青那些不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的人。手掌的差别不大，却成

就了摩根财团；红色和青色的差别，足

以让一个咖啡店生意蒸蒸日上。这些细

微的差别，虽不能引起大多数的人注意，

但却往往有其关键的作用。用心去发现

身边的小事和细节吧，也许下一个摩根

就是你。

（摘自《中国证券报》）

投资四大禁忌

佚 名

过于高估自己

【行为症状】研究人员通常会问开车

人一个问题 ：“你认为自己的开车水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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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平均水平还是低于平均水平？”而

90%的受访男性都会回答“我开车的水

平高于平均水平”。

【把脉判断】过于高估自己、狂妄自

大最容易让人犯的错误就是过度乐观

和过度自信，同时出现“控制幻觉”和“知

识幻觉”，自以为能够控制无法控制的局

面，或拥有足够的知识来做出正确的决

策，而事实并非如此。上述两种幻觉发

生在资本市场时，投资者只看到以往一

连串的投资佳绩，难免会认为自己日后

也能准确预测市况，当资本市场处于牛

市时这种危险更大—人们容易认为个

人的金融投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而且

一般来说，投资者容易忘记亏损的经历

而牢记获利的情况，这也是导致自我高

估的一个原因。

【金融处方】建议这种过于自信的投

资者在每次投资前，要制定一个严谨的

投资程序，避免高估自己的能力。第一

步是只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然后进行

基本分析，要着眼于未来的预期收入，

而不是以往的业绩；第二步是搜集与个

人意见相悖的资料，并与持相反观点的

人讨论一下自己的投资计划；第三步是

谨记“止损出仓”，防止“拒绝承认错误”

或“过早套利”。

偏爱即得利益

【行为症状】行为金融学调查中常

会说到关于“选择”的问题，即要么立刻

拿到100元钱，要么现在先不要，而一

年后可能拿到多过100元但并不确定的

收益，大多数人的选择往往会是前者。

这就像“火鸡效应”—每天早上起来，

都有人给火鸡喂食，经过一段时间，火

鸡认为生活再好不过了，一切都会按照

既定模式延续下去不会改变，这便产生

了“信息的幻觉”，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更坏

的幻觉—“控制幻觉”，认为自己能控

制未来，但实际上未来是不可控的—

感恩节当天人们吃掉了火鸡。

【把脉判断】“火鸡效应”与人们

的投资心理一样—总是偏爱最快速、

最保险的获利或唾手可得的好处。就

像人们虽然知道尽早储蓄能产生巨大

的复合利率效应，但在保障日后生活方

面，投资者仍会延迟行动—因为人

们往往感觉相比于将来拥有无忧无虑

的退休生活，现在的牺牲似乎无法忍

受，往往做出“目光短浅”的选择，这是

人的本性之一。

【金融处方】这种对即时可得利益

的偏好，容易让人们看低未来收益的价

值，看轻日后可享受利益的重要意义，

这种心态不利于保障日后的生活。未来

以及未来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完全控制

的，如果对一项投资有深入了解，且收

益符合预期同时又很安全，就该及早并

长期持有。

从众跟风心理

【行为症状】通常当市场开始上涨

时，投资者并不会马上进入，这样就失去

了买入的最佳时机；同样，当市场开始

下跌时，人们也不会马上抛售，这也失去

了最佳抛售时机。很多人在一起经常会

谈论同样的一些股票。

【把脉判断】这种行为是典型的

“从众跟风心理”，跟随那些所谓的“专

家”—对方可能是一名基金经理，也可

能是一名“过往业绩颇佳”的股票“专家”，

诸如此类。这些专家推荐的信息铺天盖

地地在媒体上传播，即使是理性的人也

未必能够轻易不信。其实，投资者应好

好想想，如果“专家们”有很好的股，那

是要花很多时间与精力研究出来的，为

什么要把这么好的信息让其他人来从中

获益？至于提供信息的“专家们”，他们

又能获得什么好处呢？

【金融处方】大家都在谈一只股票

时，恰恰是抛这只股的时机，因为你进

入市场获利的空间已很小了，当你知道

大家都去投一只股票时，你要坚定地反

其道而行—退出。投资者自律性很重

要，定期查看个人金融资产可以大大降

低受损时鸵鸟心态的出现。

股价“锚定”观念

【行为症状】很多人常常武断地以股

票的买价作为参考值，在熊市中仍然奉

行“我可以静待价值回升再抛售，从而避

免亏损”这一观念。

【把脉判断】股票一直低迷，如果不

懂得止损，就错失了买其他好股票的机

会，很多投资者只想“锚定”股价最高点

时抛出，这其实是不可能的。这种以股

票买价作为参考值“锚定”的观念，除了

令投资可能进一步亏损外，也会令其错

失更好的投资机会。其实说到底，投资

者是不喜欢损失的，或者说不希望看到

自己损失的。

【金融处方】一个人不要同时接收

过多的信息；应订立固定的长期目标，一

旦确定投资的风险类别，就不要经常重

新审视股份组合，这样也就可以避免时

刻盯着股价了。另外，如果投资者明白“预

期回报越高，风险一般越高”的道理，

就不会进行无长期回报的投资了。

（摘自《扬子晚报》）

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防
“四化”

佚 名

一、企业文化建设政治化。最典型

的做法莫过于突出政治口号，远离企业

实际，满足地方首长政绩需要，打造所

谓当地的样板企业。这类企业多以领导

参观为荣，企业的成就展或宣传册充斥

领导人的照片，而少见员工的身影。不该

上的项目，只要领导说话，照上 ；不应该

安排的人员，只要领导暗示，没有岗位

都要增设一个岗位，还美其名曰可以发

挥公关作用。

二、企业文化建设官场化。企业内

部广设处长、科长，等级森严，企业主要

负责人分成一号、二号，秩序不容颠倒。

讨论会上，不分对错，先比谁的官职大

小。审批签字，梯级呈报，不小心搞错了

先后，就有可能前途不保。上级在下级

面前，总是颐指气使，而下级在上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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