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杨阳阳（１９９６—），女，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

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建设研究综述
杨阳阳

（甘肃政法大学 商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人文基础，品牌文化是连接企业与消费者的桥梁，二者都
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对企业市场定位以及可持续性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
虽有共同之处，但其概念、作用皆不同，区分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关系对后续研究至关重要。
梳理国内关于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关系的文献并分析，构建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建设理论框架，
提出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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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国内有学者在研究品牌策略的提升或者企业文
化的建设时将二者概念相混淆，将品牌文化等同于
企业文化，实则二者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及其作用。
通过在知网中检索“企业文化、品牌文化”关键词，共

１　８２４篇（见图１），自１９９８年国内学者便开始涉及
企业文化、品牌文化，研究趋势整体呈波动上升，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是对企业文化、
品牌文化研究的三个峰点。２００８年由美国引发的
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面对经济波动，大
多数缺乏优秀企业文化的中小企业难以从柔性管理
的角度促进企业转危为安，陈扬［１］认为诱发金融危
机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危机，金融危机后人们逐渐认
识到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文化竞争的时代起着
重要作用，至此，自２００８年以后国内掀起对企业文

化、品牌文化的研究热潮。从图２可知，研究主题排
名前三的依次是企业文化、品牌文化、企业文化建
设；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检索“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
主题词，共４７６篇，从图３可知，企业文化与品牌文
化二者相结合的相关研究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呈波动上
升趋势，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９年四个峰
值点说明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建设问题一直是关系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学界对企业文化与
品牌文化的关注侧面反映了我国企业对企业文化与
品牌文化的重视。

本文选取自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
与品牌文化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界定企业文化
与品牌文化的概念及其作用，明晰企业文化与品牌文
化的关系，构建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理论框架，进
而发现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研究不足以及提出未
来发展的方向。

图１　企业文化、品牌文化总体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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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主要主题分布

图３　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研究趋势

１　企业文化概述

１．１　企业文化的概念
美国学者率先提出“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一词。国

外学者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员工的价值观念，十
分注重员工共同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培养，核心是员工
在工作过程中共同形成的价值理念，并指导员工的行
为，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整合国内学者对企
业文化的观点有以下五种：①企业文化是所有员工共
同工作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价值理念并在其作用下规
范行为；②企业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２］；③企业文化是
经营活动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④企业文化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３］；狭义的企
业文化是指企业行为产生的经营理念等；⑤企业文化
是企业精神、企业制度以及企业形象的总和；目前被广
泛认可的概念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价值观为核
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４］，是企业发展指南［５］。

国内学者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大多数是研究企
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起初只是研究企业文化的
理论层面，随着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逐渐开始对企
业文化进行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探究，但相关实证研究
较为欠缺，卢美月等［６］用行为惯例衡量企业文化，符
纯洁等［７］将企业文化划分为核心价值观和自我认知、

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责任等７个要素并对其
进行打分衡量，纵观文献，企业文化的衡量指标仍存

在争议，这是因为企业文化的概念广泛而抽象，目前
难以用准确的指标来衡量企业文化。

１．２　企业文化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的作用是打造良好的企业

形象，这种理解忽视了企业文化还有将企业价值理念
传输给工作人员使其产生组织认同感，提高工作热情
的作用。还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的作用在于规范内
部工作人员的行为，该观点阐述了企业文化的作用主
体是内部员工。有学者认为企业文化是区别其他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陈扬［１］认为企业文化对内具有规
范企业以及员工行为，使企业有效运行，对外是企业
激励辐射、形象塑造的作用。周忠英［８］认为企业文化
能够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对外适应能力，是未来的企业
竞争力。学界学者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柔性管
理手段，减少企业人才流失，从而促进企业根基稳定，
为未来长远发展奠定文化基础和行为规范意识。当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企业文化这种具有柔性的管
理方式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形成一种崇高使命感、
责任感并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这种特有的文化氛
围下，管理者与员工拥有坚定的信念能够节约更多的
时间成本以及具备解决更多困难的毅力，创造更多的
企业价值。

２　品牌文化概述

２．１　品牌文化的概念
林青等［９］认为品牌文化包含企业文化与社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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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李建欣［１０］认为品牌文化指关于品牌的一切文化
活动现象；焦洋［１１］认为品牌文化是品牌经营过程中
产生的文化特质的展现，帮助消费者识别企业产品并
建立情感归属。邵学全［１２］认为品牌文化是品牌精
神、个性的塑造，从而提高顾客对产品的忠诚度，被普
遍接受的概念。品牌文化是促进消费者对产品产生
情感共鸣和心理归属感而进行品牌形象、精神、内涵
的塑造，有利于消费者识别产品以及进行价值认同，
并形成品牌忠诚度，是建立企业与消费者情感的有效
载体。

２．２　品牌文化的作用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琳琅满目的商品促进

消费者更高需求层次的产生，凭借技术所带来的产品
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情感寄托，未来顾客市场竞
争新优势一定是以文化为依托，以情感为纽带，将价
值理念注入产品中，提升产品附加值的一种新形式。
品牌文化有催化剂的作用，激发顾客内心的购买欲和
心理归属感［１０］，提高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拥有独
特的品牌文化能够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促进产
品价值增值，进而提高产品的竞争优势。品牌文化传
输的价值理念必须与目标市场消费者的价值观一致，
才能促使消费者对该产品产生价值认同以及情感共
鸣。品牌文化作用主体是消费者，能够创造品牌信
仰，提高品牌忠诚度［４］。

３　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辩证关系

３．１　企业文化是品牌文化的根基，品牌文化是企业
文化的延伸

　　综合学者观点，认为企业文化为品牌文化奠定根
基，首先，企业文化是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特色的经营
价值理念，促进员工产生组织认同从而自觉为企业创
造价值，而品牌文化是为了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加市
场占有率，提高顾客忠诚度。企业文化的作用主体是
组织内部人员，是为了让员工认同企业的理想追求，
并为止奋斗，激发工作热情，提高员工工作绩效；而品
牌文化面向消费者群体，主要目的是通过品牌文化中
的情感引导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并建立区别其他产品
的品牌定位。企业文化之所以是品牌文化建设的基
础，是因为企业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制度、使命感等促
进员工行为一致，员工行为一致才能更好地塑造品牌
文化。因此，学者们认为二者的作用主体不同，一个
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内涵需一致，品牌文化
是企业文化进一步向消费者呈现的印象价值，一个企
业的品牌文化离开企业文化的根基，这个企业乃至产
品将在市场中没有辨识度。企业的品牌文化与企业

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品牌文化继
承企业文化内涵、品质通过外在形象展现给顾客，将企
业文化的精神注入到品牌文化内涵，再传达给消费者，
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实质上是一种情感消费。

３．２　企业文化建设促进品牌文化
企业文化具有四个层次，包括精神层、制度层、行

为层、物质层［１３］；品牌文化的理念层是根据企业文化
精神层的建设建立起来的，企业文化有自己的企业使
命、价值观等，企业文化精神层的建设促进品牌文化
的理念、价值观的塑造；企业文化在行为方面的建设，
规范员工的行为，员工通过自己的行为形成企业品牌
行为，成为品牌文化的一部分；企业文化在制度层面
的建设直接向消费者传达了企业的整体风貌和发展
前景，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认知；在物质层面的建设，
从视觉上塑造独具一格的形象呈现给消费者，而品牌
文化中也包含物质层，包括品牌的外形、设计、色彩、
包装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品牌文化的发展，
企业文化是品牌文化发展的动力。

３．３　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文化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在创造产品时的一种

情感植入，品牌文化继承企业文化的内涵并发挥其文
化价值，品牌文化以企业文化为基础进行塑造，品牌
文化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价值赋予，能给消费者留下
深刻的记忆，给予消费者心灵上的撞击，从而成功地
建立起情感基础，提高品牌忠诚度。若品牌文化缺乏
企业文化的支撑，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在如今文化竞
争的时代，不仅对内要通过价值观、理念等对员工进
行思想灌输，使其行为一致，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促
进员工工作热情，对外也要进行文化内涵、企业形象
宣传，从而使消费者因文化内涵对其企业乃至产品有
了更深刻的认知，产生裙带效应，这离不开良好的品
牌文化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
同气连枝、形影不离，没有企业文化的品牌文化，只能
对企业内部工作人员进行良好的价值理念灌输，消费
者很难找到途径发现企业优秀的特质以及产品；若只
有品牌文化而缺乏企业文化，消费者就会因缺乏情感
基础难以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在万千产品的情感时
代，产品很难拥有个性，很多替代品容易取而代之，顾
客忠诚度难以建立，品牌文化塑造缺乏深厚的企业文
化基础，长此以往，人们就会发现产品缺乏文化内涵，
便不会产生品牌文化的黏附效应以及附加值，那么企
业利润将会大大减少。因此，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密
不可分、相辅促进、相互影响。

４　结语与展望

目前国内关于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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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基本趋向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
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相互区别。首先，二者作用主体不
同，企业文化的主体是组织内部人员，而品牌文化的
主体是消费者。其次，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作用是
不一样的，企业文化是规范内部主体行为，增强员工
凝聚力，提供员工忠诚度，促进企业基业长青。品牌
文化的作用是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情感的桥梁，
开拓市场，提高顾客忠诚度。② 企业文化与品牌文
化联系十分密切。品牌文化植根于企业文化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发展，塑造独具一格的品牌文化需要以优
秀的企业文化为来源，没有企业文化的品牌文化缺乏
吸引顾客的文化价值，没有品牌文化的企业文化无法
向消费者传递一个企业的愿景、崇高理想、价值观等，
从而致使在文化竞争的市场中缺少文化传播载体。

③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已将企业文化划分为精神
层、制度层、行为层、物质层四个层次，但是很少有学
者将品牌文化划分层次，焦洋将品牌文化划分为三个
层次，即理念层（品牌价值观）、行为层（企业品牌行
为、消费者品牌行为）、物质层（外形、设计、色彩、包
装）［１１］，将品牌文化划分为三层次也是在企业文化
的基础上衍生的，笔者基于以上学者观点，建立企
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关系模型如图４所示。

图４　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关系模型

现有研究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部分学者未能
深层次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将二者杂糅在一起。有

学者对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进行划分维度、开发量
表。探究企业文化是塑造品牌文化的基础，但是有学
者提出社会文化对员工的价值认同影响更大，现有文
献较少将社会文化、企业文化、品牌文化放在一个理
论框架进行研究，这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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