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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何以基业长青

胡玉明

纵 观国内外企业发展 史，为什么

有的企业能够 经受百年风雨沉 浮而 经

久 不 衰，“ 基 业 长青”，从 而 成 为“ 百

年老店”？为 什 么有的企业只 能是“昙

花一现”的“ 流 星企业”，而 不能 成为

“明星企业”呢？这就 给人们提出了一

个值 得深 思的问 题 ：企 业可持 续发

展能力问题。那 么，企业 靠什 么 才能

可持 续 发 展，从 而 走上“ 基 业 长青”

的 轨 道呢 ？斯 坦 福 大学 柯林 斯（Jim

C o llins）和 波 拉 斯（Jer ry I. Po rras）

合著的《 基业长青》（B u ilt To Las t：

S u cce s s fu l H a b i ts o f V is io n a r y

C om pan ies）一 书 研 究 了 那 些所 谓远

景型公 司长盛不衰的“秘 诀”，破除许

多习以 为常的“迷思”，读来颇有启发。

企业需要“报时”还是 “造钟”

柯林斯和波拉斯在《 基业长青》第

二章开头的一段话令人深思且意味深

长 ：“ 想像你遇到一位 有特异功 能的

人，他 在白天 或晚 上的任 何 时候，都

能够依据太阳和星星说 出正 确的日期

和时间。例如 说 ：‘现在是1401 年 4 月

23 日，凌 晨 2 时 36 分 12 秒。’这个人

一定是一位令人 惊异的报时者，我们

很可能因 为他的报时能力对他 佩 服得

五 体 投 地。但 是如 果这个人不报 时，

转 而 制造了一个永远可以 报时、甚至

在他百年之后仍 然能报时的时钟，岂

不是更令人赞叹 不已吗？”这段话直截

了当地指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秘诀”。

企业拥有一个 高瞻远瞩的魅力型

精神领 袖，就好比拥有一个能 够精确

“报时”的人；而建立一个经历许多次

产品 生命周期仍 然能够欣 欣向荣的企

业，就好比 是“造钟”。显然，“报 时”

的人终究会死亡，而“造钟”（这里可以

泛指制度或观念）则将万古长青。无论

多么高瞻远瞩的产品 或服务，无论多么

伟大的构想，随 着企业 经营环 境的变

化，最终都会过时，整个市场都可能

过时或消失。但是，已经“造好 钟”的

企业却可以 长期枝繁叶茂，硕 果累累，

历 经多次产品 生命周期、经历 数代 精

神领袖 而持续生存和发展，从 而造就

了“任 何产品 或服务都有一定的生命周

期，任 何精神领 袖也有一定的生命周

期，但企业具有无限的生命周期”的伟

大景象。

多年来，人们常用““龟兔赛跑”的

寓 言教育或忠告 大 家，要 戒骄戒躁。

这种教育或忠告固然很 有意义，但是，

如 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

教育或忠告导致人们只 关心结果（兔子

骄傲，因此输了比赛），而忽略了过程。

有时候，过程比 结果更为 重要。对于

企业而言，尤其如 此。如 果我们从 其生

命周期看，显然乌龟的生命周期更长。

这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就像“ 龟

兔赛跑”的寓言一样，已经“造好 钟”

的企业 虽 然有时也步履蹒跚，但 最终

还是赢得长距 离的竞赛。因此，长距

离赛跑的最终胜利属于乌龟，不属于兔

子。这是否就是中国人经常说的“看谁

笑到最后”呢 ？

身处 21世纪的企业，与“报时”相

比，“造钟”就显得更为 重要。企业应

该 从 设计产品 转向设计组织，创造一

个有利 于产生优 秀产品 乃至伟大精神

领袖的组织环境。已经“造好钟”的企

业能够持续不断地提供卓越的产品 或

服务，原因在于它们是杰出的企业，而

不是因为提供 卓越的产品 或服务才成

为杰出的企业。同样，已经“造好 钟”

的企业能够持续产生卓越的精神领袖，

而不是杰出的精神领袖个人造就杰出

的企业。否 则，仅仅依 靠 某个伟大精

神领袖（企业家）或某个卓越产品 或服

务的企业，最终难逃“富不过三代”的

“厄 运”。

企业应该 “造什么钟”

那 么，企业 应该“造什 么钟”呢 ？

这就是企业 不管身处何种处境仍 矢志

不渝的信念，也就是现在很 时髦的“使

命”（M ission）。使命就是一个企业 为

何存在的根本原因，它决定了企业的核

心价值 观。每个企业肯定都有一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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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只有满足企业的使命和核心 价值

观，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人才适合在该企

业工作。如 果企业招聘的人 与其使命

和核心 价值观不相符，那么，这个企业

就不可能真正持续生存和发展。企业

的使命和核心 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的人

力资源取向：究竟是想找到一个“养家

糊口”的职业，还是找到一个自己“热

爱”的事业？“基业长青”的企业拥有这

样一批人，他们把企业当作一个事业

来做，而不仅仅是当作赚钱和谋生的

场所或手段。因此，如果一个企业只以

盈利作为自己的使命是不可能长久的。

这样的企业会看到什么能赚钱就去干

什么，难以拥有独特的商业运作模式，

也就不具有可持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根据柯林斯和波拉斯的研究，已

经“造好钟”的企业主要为使命所驱

动，而不纯粹为利润目标所驱动。柯林

斯和波拉斯没有否认利润目标对企业

生存和 发展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利

润目标只是企业生存和发展（尤其是

可持续发展）的必 要条件，只 是达成

更重要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已经

“造好钟”的企业为使命所驱动，将核

心 价值观和追求进步的精神融入企业

的所有层面，转化为企业的目标、战略

和管理行为。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

企业文化。

企业 文化能够促使那些有抱负的

人持续为这个企业的使命而奋斗。企

业文化是一种信念，要想发挥作用，首

先要使企业的各个成员（尤其是企业

高层管理人员）认同它，甚至敬畏它。

如 此一来，便产生一个问题：究竟企

业的文化 就是老板的文化，还是老板

的文化 就是企业的文化呢？“ 基 业长

青”企业奉行的是企业的文化 就是老

板的文化！“基业长青”的企业以 其特

有的使命和核心 价值观塑造其文化，

不管老板或经理人如何变更，企业都

矢志 不渝地贯彻 其文化。当然，老板

或经理人只有信奉企业的文化，才能

或适合为该企业所聘用。反过来，如

果老板的文化就是企业的文化，那么，

老板或经理人一旦变更，企业的文化

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这样的企业，“朝

令夕改”，员工“无所适从”，缺乏一种

明确的使命和核心 价值观，自然难以

“基业长青”。
当然，企业的文化 更是一种行为。

如 果企业的文化 仅仅停留在一种口 号

上，那 么，这种文化 也就不会起什么

作用。既然企业的文化是一种行为，就

要将其真正落实到企业的管理层面并

转化 为管理行为，企业的老板或经理

人必须践行导源于企业的使命和核心

价值观的企业文化。

凝集力也是一种持久的竞争力

其实，即使是“基业长青”的企业，

也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基业长青”的

企业大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历经

种种艰难和挫折，同样步履蹒跚，但

它却展现出从 逆境中迅速崛起的能力，

从 而最终赢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当

然，这其中也许包含许多因素，但是，

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那就是“基业长

青”的企业都具有强大的凝集力！正

是靠这种强大的凝集力，“众志成城”，

企业才有可能战胜种种挫折，“历经磨

难”，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

实，一个企业就像一个人，生几次病

甚至大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 此一

蹶 不振，难以恢复。如果企业历经“大

病”之后，能够依靠自身的凝集力迅速

恢复健康，说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即可持续发展能力。

看过美国“大片”《 泰坦尼克号》的

人，大多赞美电影所演绎的动人 爱情

故事。其实，更令人 感到震撼的是那几

个直到“泰坦尼克号”行将沉没还在拉

琴的琴师。拉琴就是琴师的职责。这

种在生死关头依然固守岗位、恪尽其

职的精神，更令人钦佩。遗憾的是，很

多企业缺 少这种凝 集力，“树倒猢狲

散”，甚至树还没有倒，猢狲就散了。

一旦企业出了点问题（就像人得了一点

小病），员工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如何

“同心 协力”解决问题（“治病”），而是

忙着给自己“找后路”。这样的企业怎

么能够“基业长青”呢？

借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一个国

家没有先进的武器，打不了胜仗；而

没有人 文精神，仗不打自败。”这里的

“人 文精神”大体上就相当于凝集力。

如果说已经过去的 20 世纪是“竞争的

世纪”，那么，21 世纪将是“竞争力的

世纪”。没有凝集力的企业犹如一盘散

沙，怎能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呢？相反，

具有强大凝集力的企业，“众志成城”，
“无坚不可克”。从 这个意义上说，凝

集力也是一种持久的竞争力。
我国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过了

“报时”的时代，而到了该“造钟”的时

候了。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会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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