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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牛：直面“脏乱差”

张敏

6 月 17日，来自西安的大三学
生“北北”在豆瓣网上发布《我在内蒙
古的十天———蒙牛冰淇淋代加工点
实习记录》，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了其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蒙牛冰淇淋代
工点“天辅乳业”的实习经历，内含大
量图片，揭示出触目惊心的员工休息
环境与生产环境。当晚 19点 17分，
网友“夏泠十九弦”于新浪微博对豆
瓣该帖进行了转发，并 @ 了方舟子、
潘石屹、王小山等网络意见领袖以及
《新周刊》、《南方都市报》等知名新
锐媒体，由此引发了首波舆论关注热
潮（截至目前，仅该篇微博即被转发
3万余次，评论则达 3500余条）。
接受大学生建议
理性让“舆情峰值”恢复平静

对此，蒙牛乳业官方微博于 6
月 18 日零点即回应称，蒙牛对此事
高度重视，总裁孙伊萍已责成相关
部门成立调查组赶往委托加工企
业。该微博还称：“将尽快查实情况，
向消费者和网民汇报。未来蒙牛会
将网民、消费者监督作为质量管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力争及时高
效地回应关切处理问题，请广大网
民及消费者监督。”

6 月 18日起，网络媒体如龙虎
网、和讯网等率先对此事进行了报
道；6 月 19 日，传统纸媒如《证券时
报》、《21 世纪经济报道》、《羊城晚
报》等亦开始跟进，共计获得 500 多
篇次的转载量，舆情也由此得到全
面扩散，热度持续攀升。

6 月 19日，孙伊萍和 Arla Foods
(爱氏晨曦)部分高管共同出席了“新
蒙牛 心沟通”媒体沟通会，就蒙牛与
Arla Foods 的战略合作、蒙牛的质量
管理、社会责任等媒体关注的热点话
题与参会记者做了深入沟通。这也是
孙伊萍自今年 4月 16日接任蒙牛总
裁以来首次在媒体的公开亮相。

6 月 20日，针对网友反映的代
加工厂存在脏乱差问题，蒙牛于官
方微博公布了调查结果，承认环境
管理存在违规问题，并指出该工厂
已被要求整改，相关责任人被停职
处理，同时还将对全国冰淇淋代加
工厂进行全面审查，严防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此外，蒙牛再度面向网
民、消费者，表达了感谢与歉意。

6 月 21 日，《新华每日电讯》、
《新京报》、《新闻晚报》、《南方都市
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
《成都商报》、《长江商报》、《云南经
济日报》、《云南信息报》等多家传统
纸媒，均围绕蒙牛微博回应及蒙牛

引进外资提升质量管理两方面发表
新闻报道，相关转载量剧增逾千篇；
而在微博自媒体上，网民信息发布
与转载量也迅速攀升，舆论浪潮至
此到达了顶峰。

质量问题频发
舆论多倾负面

蒙牛冰激凌代加工厂被爆脏乱
差一事引发了媒体及公众的高度关
注与热烈讨论：监测显示，自 6 月 17
日至 7 月 2 日两周多的时间内，在
新闻报道方面，相关原发加转载量
高达 2600 篇；而在微博信息方面，
新浪、腾讯、网易、搜狐四大热门微
博站点亦共计有数十万条之多。
近年来，由于食品质量问题多

发、丑闻频出，长期以来积累了较深
的负面形象，故此次的网络舆论中，
蒙牛依旧“收获”了不少的质疑与骂
声。
《南方都市报》“蒙牛冰淇淋再

爆丑闻重塑消费信心剑指何处”：丑
闻被意外爆出，与网络传播在拼速
度的，是涉事企业的强悍公关能力。
揭黑网帖疯狂被删，爆料当事人遭
遇封口，而这已不是公众第一次见
识蒙牛的威力。公众依然无法参悟
在旧有灭火思路不变情况下，所谓
“重塑消费信心”究竟剑指何处。

北青网“蒙牛质量问题频发产品
遭遇严重信任危机”：一如既往，蒙牛
又出来认错了。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仅仅半年的时间，蒙牛多个产品均爆
出质量丑闻，从纯奶到酸奶再到雪
糕、冰淇淋……无一幸免。而每每这
时，蒙牛都会摆出“无比虔诚”的姿态
向消费者致歉，而当息事宁人之后，
蒙牛便又开始了它又一轮“下不为
例”之旅。
《人民日报》“质量监管不能容

忍真空地带”：质量，与衣食住行甚
至长治久安都息息相关，特别是事
关监管部门的公信力。问题可能是
个案，但必须引起监管部门普遍的
重视，要知道，不论什么领域，就质
量问题来说，点上的事例比面上的
数字更容易影响人们的感受。因此，
维护质量监管的公信力，还要狠抓
个案的查处。

蒙牛逐渐重视舆情
改变暗流涌动

虽然舆论多数对蒙牛给予“拍
砖”，但也有细心人士注意到，对于
舆情，蒙牛显然比以往更为重视，
“改变的暗流已经在内部涌动”。4月
以来，蒙牛的官方微博即一改往日
只讨论牛奶养生等无关痛痒问题的

风格，而是直面消费者质疑。尤其对
于包括王小山、李承鹏等在内的网
络知名意见领袖，蒙牛都给予正面
回复。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汪潮涌在微博称儿子在蒙牛酸
奶中吃到头发，蒙牛在 3小时后即
打电话致歉并要求登门拜访。对于
一些抹黑蒙牛的谣言，蒙牛官方微
博也都进行了澄清。
而针对此次事件，蒙牛在舆情

应对上及时、积极的态度也可圈可
点：当晚微博消息扩散后，次日凌晨
蒙牛即通过微博进行回复，第三日

蒙牛高层于公开场合坦诚直面内部
质量管理问题，而第四日蒙牛已迅
速给出调查结果和处理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蒙牛在此过程

中还两度提及对消费者的歉意以及
对网民监督的感谢和欢迎———正因
如此，6 月 22 日后，事件的舆情出现
了迅速降温，并逐渐走向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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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特别强调“企业家精
神”。众多成功的企业家已经或者正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怎
样把企业文化传承和企业家精神传承下去？

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遗产

企业成功的离不开企业文化。
面对企业家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许多企业家都曾

问过这样的问题，企业文化到底是不是企业家的文化，或
者直接说是老板文化。
事实上，企业文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企业家的文化。
这是因为，企业文化的“文化”是以“企业”为前提，它

首先是企业的文化，所以人们只会说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
企业文化，而不会关注不同企业有不同的企业家文化。
但这并不表示，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没有任何联

系，这是因为，企业家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和组
成部分,其个人的精神决定了企业文化的成型与培育，企业
家常常会成为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GE 公司前任 CEO 韦尔奇认为，文化是永远不能替代
的竞争因素，企业需靠人才和文化取胜。对于成熟企业而
言，核心竞争力更主要表现为企业文化。
然而，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是产品开发或市场

营销，可以在一天之中形成，可以一时一地有很大收益。文
化是有渊源的，具有延续性，一个企业的文化总是在不断
适应环境、吐故纳新，淘汰落后成分，吸收先进因子，遵循
着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变革规律，自发演进与成长的。
无论在怎样的社会怎样的体制下，一个企业有一个企

业文化的特色和轨迹。因此，企业文化的创新不像产品革
新、体制变化那样来得简单和便捷，要有一定的积累和延
续，要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有专家认为，一个成熟的企业文化本身建立并不是短

期的，它会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缓慢的形成，它的形成本身
就凝聚了领导者的文化和企业组织的文化。

企业文化遗产难以复制

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缺少超越企业家
个人生命周期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企业文化的传承制
度。

而这种困局直接反映出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和企业文化传承有些无力。
目前，国内众多优秀企业家领导的企业，其企业文化

的组成部分明显偏重于企业家个人，反映企业家的理念和
思想境界。这使得企业文化具有不可复制性和复杂性。如
果只从形式上学习先进企业文化，是学不到的。
例如，日本企业松下电器实行终身雇佣制，这些企业

曾靠此创造了惊人的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活力。国内某
些企业也曾尝试“效仿”松下电器实行终身雇佣制，但结果
却是效率很低。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市场竞争高层次化，一

些优秀企业已将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认为企
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大企业，更多
地依赖企业文化凝聚员工、协调步伐。
有观点认为，成功的企业必然具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

特征，然而，这并不能保证成功企业家的“继承者”也具有
同样的精神气质，类似于人类 DNA 的不可复制性。
因此有专家认为，企业文化需要传承和创新，传承是

为了持续发展，创新是为了适应时代变迁。
事实上，当企业的某一特别的领域发生变化时，无论

企业是否准备对其自身企业文化加以改变，都必然产生对
公司文化的影响。这是因为，随着企业的发展、新员工的加
入，企业文化必然发生改变。公司最初的文化会日益变异。
这可能是一个微妙的、几乎不可觉察的过程。
因此，如果不对企业文化进行有效的管理，新旧文化

之间可能会有“冲突”，并因此影响公司的成功。

“最丰厚的遗产”需要有人继承

实际上，企业文化的影响并不直接对企业发展发生作
用，很多企业家和员工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并不能直接感受
到企业文化的力量。更多企业是在取得很大成功后才开始
有意识地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企业文化对企业成长是可有可无

的，而是说明企业文化的力量是长期逐渐显现的，有意识
地培育企业文化和没有意识地建设企业文化的区别只有
在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来。
韦尔奇无疑是当今伟大的企业家，通用公司更是卓越

的百年企业，韦尔奇的角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才是一
个真正的长青企业所应该具有的真正的企业文化传承。
有研究发现，随着企业家的心理年龄增加、企业规模

扩大以及企业资源丰富等因素影响，企业家创业精神可能
会发生衰减。家族企业传承中的“富不过三代”现象，根源
正在于企业家精神的衰减和企业文化遗产的“后继无人”。
目前，企业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
于企业文化的特殊性，使其具有易损的特性，企业文化遗
产的保护及挖掘工作就显得极其重要和紧迫。
因此，专家提醒，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维护

我国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对企业文化遗产抢救、挖
掘、保护，对于经济社会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发掘其在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美学等诸多方面的价
值，赋予企业文化遗产以新的内涵和功能，注入新的活力，
使其得到妥善保护、永续利用，实现企业文化遗产保护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互动与和谐共存。

企业文化遗产
需要继承
本报记者 江丞华

针对本报率先披露的《西安法门
寺被指“舍利提款机”》一文以及与法
门寺同属曲江系的财神景区借壳 ST
长信上市的是是非非，加上近日由普
陀山将于两年内上市，而引发关于宗
教场所能否上市的论争进入白热化
状态。

日前，搜狐焦点新闻、搜狐视频、
舆传围观室再次将“抵制法门寺景
区”公民联署行动发起人、《中国企业
报》记者、中国企业报总编辑、著名舆
情专家请到搜狐演播室，共同聚焦法
门寺事件。

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研
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法门寺
被景区过度商业化”这件事说明，在
我们国家文化大发展的政策下，一些
地区正在破坏性地开发文化资源，45
年前，法门寺良卿法师为保护佛指舍
利，在“红卫兵小将”面前自焚，如果
45 年后再为了经济发展而过度开发
文化资源，所造成的文化环境污染比
“文革”对文化的摧残更甚，比粗放式
发展对自然环境污染危害更重。

李锦指出，宗教作为一种文化，
与经济发展是两个概念，可以结合，
但是得有界限的把握。“法门寺被指
舍利提款机事件”更深的背景是寺庙
上市。但是，企业上市和经济发展都
要有界限。如果是把文化作为一个手
段，更重要的是把文化作为经济外
衣，这不仅违背了文化本身的含义，
也越过了界限。因为佛教是讲智慧和
慈悲，戒贪，贪就是贪财，如果是少部
分人占有了历史的资源、人类智慧的
象征，去追求利益，这与佛教的文化
是不相容，容易玷污了文化本身的含
义，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公众是不接
受的。

李锦认为，去年以来，我们国家
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党和国家强调
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的本
意就是不再支持大量消耗国家资
源、低成本的竞争、到处圈地、圈资
源，那样会为国家发展带来很多后
遗症。转变发展方式，中华民族才有
希望。如果像当年的煤炭行业一样，
都一窝蜂地投入到文化产业中来，
利用这个契机，大量的圈地、像圈煤
矿一样把大量文化资源圈进去，低

门槛进来、低层次开发，这样对中华
民族是一个新的灾难。这种灾难因
为文化引起，和“文革”的破坏差不
太多，那是愚昧。目前看，利用法门
寺来发财，通俗一点说，是拿 45 年
前的愚昧和 45 年后的技术利用文
化发财，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文明
古国文化层次的低下。

李锦表示，企业的发展尤其走向
文化产业，必须一开始就提出来一个
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模式的问
题。如果说，各地都把寺院圈下来，低
层次开发，这样对文化本身是一个玷
污。作为媒体人，我们要站出来呼吁，
保护我们民族和人类的文化资源，而
不能追求一时的速度、快速发展。我
们要及时维护国家的资源、维护国家
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

作为新华社原记者，李锦曾经深
入我国西藏地区工作过两年，他对于
国家宗教政策也十分了解，据李锦介
绍，法门寺佛指舍利是世界唯一的，
是 2200年前到这里来的。唐朝八代
皇帝六次请舍利，那是非常庄严、神
圣的。现在这样随便就请出来了，造
成了两个不分———寺院真假不分、真

和尚假和尚不分，文化得不到尊重，
信仰与经济活动不分，搞经济活动的
人做宗教的事情，这种现象就会造成
文化污染。他指出，过去是以寺养寺，
养活出家人的生活，现在外面的人借
助它发财，是一群想发财的人利用了
这个寺庙。

就有关宗教寺庙上市的话题，李
锦表示，法门寺上市听了以后让人非
常恼火。法门寺是佛家圣地，上市是
敛财，让人对佛教教规、对文化不光
会有误解，而且是亵渎。

同时作为多年研究企业法人治
理结构的专家，李锦也指出，企业上
市首先法人治理结构要清楚，产权
要明晰，法门寺法人代表主体难道
是和尚？还是另外的人？第二，现在
很多企业是把资本加上资源来上
市，从银行贷来款，文化品牌加银行
贷来的钱，最后放到利益集团自己
口袋里，还也是一种虚拟经济，借土
地不能生财了，于是借佛祖来生财，
实际上还是虚拟经济，这不仅违背
了上市的规则，也违背了佛教不求
贪欲的文化教育的本质，这是不允
许的。

中国企业报总编辑李锦在搜狐网舆传围观室表示：

文化环境污染
更甚于自然环境污染
本报记者 张艳蕊

当晚微博消息扩散后，次日凌晨蒙牛即通过微博进行回复，第三日蒙牛

高层于公开场合坦诚直面内部质量管理问题，而第四日蒙牛已迅速给出调查

结果和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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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企业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上起

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

于企业文化的特殊性，使其具

有易损的特性，企业文化遗产

的保护及挖掘工作就显得极其

重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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