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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和谐企业的内外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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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构建企业，离不开“和”的学问。《周易》指出：“保合太和，乃利贞。”“和”是儒家和道家共同的主张，“和”的精神是中华民

族的基本精神，也是当代中国企业所应该追求的精神；“和”的境界更是企业家和企业所应该努力达到的境界。  

何谓“和”？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认为 “和”与“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就是“和同之辨”。 早在西周末期的太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的观点，和谐才能生长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他解释了“和”与“同”的区别：“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

以同裨同，尽乃弃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作和谐，才能使

万物丰盛发展而有所归属；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相加，用尽之后就只能被抛弃。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配合起来，作成千百种东

西。可见“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

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

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  

  当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的不同、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念不同，而引起了矛盾、冲突，甚至战争， “和而不同”为我

们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解决民族纷争、为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原则和方法，同样也为我们构建和谐企业提供了指导思想。  

何为和谐企业？  

  “和”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了相当规模，另一方面各种不和谐因素有所增加，经济与社会、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也

随之凸现，高收入与低收入、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的不均衡已经到了相当程度，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增长。就企业而言，外部制度

环境的问题和内部管理结构机制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其中在制度环境方面，国企与民企，真民企与假民企、有官

场背景的民企与无官场背景民企的地位不平等，表现在市场进入机会、获取社会资源渠道、融资渠道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在内部管理方

面，管理结构、管理机制不健全，造成信任危机，这一点在以血缘、地缘和人缘为基础的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内部表现得更加突出。 

  因此构建和谐企业，在当代社会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  

  那么什么才是“和谐企业”？从国学“和”文化视域看，“和”是多层面的，可以分为内在、外在、内外关系三个层面。就一个人

而言，内在指五脏六腑要“和”，身与心要“和”；外在指社会环境要“和”，自然环境 要“和”；内外在关系指人与人要“和”，人

与自然要“和”。 

  就一个企业而言，也应该做到这三层面的“和”。  

  从企业内部看，企业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领导员工与企业之间都要和谐。

从企业外部来看，要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从企业的内外部关系看，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上级领导部门、企业与社会、

企业与自然环境，都要有一种和谐的良好关系。只有达到这三个层面的“和”，才是“太和”，才能称得上和谐企业。  



如何建构和谐企业？  

  怎样建构和谐企业，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指出：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实际上为建构和谐企业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不少专家提出了建构和谐企业的措施：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提高企业运营透明度和

社会信任度；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让员工和企业一起成功；发展循环经济，创建和谐的绿色企业。这些措施无疑都是必需的。然而最关

键、最核心的问题还应该从企业的价值观入手。  

  从本质上说， “和谐”不仅是一项管理准则，而且是一种伦理道德，是一种价值观念。企业价值观不仅是企业文化的核心，而且

是企业管理、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企业的价值观包括企业的基本信念、终极目标、价值取向、价值信仰、企业精神、共同愿景、思维方

式、行为准则。  

  企业的价值观说到底就是人的价值观。因而和谐企业的关键和标志就是人的和谐。孟子早就指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的确，社会要稳定、企业要发展，都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和谐。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精华是和谐企业建设的先导，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 国学“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和为贵”

的价值观应当成为企业的基本信念和终极目标。  

企业内部、外部、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的根源，从根本上讲就是缺乏建立在统一的价值观上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

文化不能简单地看成就是标语口号，它实际上是企业所有员工的精神信仰。  

中国的企业面临的最大危机正是信仰的危机。作为中国企业应当具备什么信仰？当然应该是国学的精华——“太和”的价值观。要达到

“太和”的最终目标，需要采用“调和”“中和”“平和”“合和”“保和”的手段和途径。简单的说就是要做到儒家的“五德”——

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是出发点，“信”是道德底线。这是上到企业最高领导，下到企业每一位员工都需要遵守的。这种遵守

不应该是强迫的，而应该是自发的、自觉的，这就需要将之诱导进入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领域。  

  具体来说，在企业内部，企业领导班子应该是公正、公平、公开、团结、民主、协作、廉洁、有战斗力；领导和员工之间要互相沟

通、互相支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员工和员工之间要平等友爱、团结互助、谦让，诚实守信、融洽相处。各个部门之间要团结协作、

互相支持。从而形成——仁爱、正义、礼让、理智、诚信的“五德”氛围，缓和乃至消解各种人际矛盾，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建立一套

大家普遍认同的和管理制度、管理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和谐的大家庭。  

  在企业外部，要树立 “双赢”、“多赢”、 “共赢”的理念，要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建立“利己利他”的管理模式。佛家说“自

度度人”，“利己——自度”是生存的需要，“利他——度人”是发展的需要，要在“利己”与“利他”之间找到平衡。要强化企业与客

户、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上司、企业与社会的合作意识，破除你死我活的旧竞争观念，互相信任、互相体谅和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

实现企业与外部的真正和谐，创造企业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总之，要实现企业内外部的和谐，最基本的因素是一个“信”字，“信”分两个层面，第一是诚信，第二是信仰。如果一个企业真

正树立了诚信理念，建立了诚信体系，然后将国学的精华内化为所有企业人的信仰，那么这个企业就一定是一个和谐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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