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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玉集团：企业文化是走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增长，企业的竞争方式也不断向更高层次转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都是在竞争
中生存和发展。在日益开放而多变的市场浪潮中，企业必须站在全社会的竞争舞台上，全方位地展现自身的思想智慧
和经营能力，才能在更高的境界上积聚优势，并最终将这种优势体现为市场竞争力。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存在的道
理，任何一个企业也都有自己成功的根源。但是这个存在和成功，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还是长久的强盛不衰，则要靠
企业的内在力量。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的作为和表现，关键在于能否拥有自己先进的企业文化，这是推
动企业不断走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上玉集团有限公司，在30年持续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在多年来实践提炼总结的基础上，自身内涵也在不断地
积累和丰富，通过理性的研究和思考，最终形成了独有的企业文化，并将其提升为上玉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归纳起来
，就是八大要素：即一个核心，三大机制，四大能力。具体地讲：一个核心即文化理念；三大机制即决策机制、激励
机制、效率机制；四大能力即创新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信息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

 一个核心

    文化理念是企业的灵魂，是经营的核心，是一个团队最鲜明的旗帜，是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动力。
上玉集团的文化理念-上善之德，金玉之品。上善若水，以利万物。因此，上善之德为大德。德有五德：仁、义、礼
、智、信。仁，即仁爱。上玉从事的阀门行业为通用机械，广泛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同时，上玉
所专长的防腐技术，对于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有着积极的保护作用。此为仁。义，即道义。上玉人把企业作为吸引人
、培育人、发展人、成就人的平台，构筑一支义结同心、共谋发展的企业团队。同时，上玉又大义满胸、善行天下，
积极关爱弱势群体，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此为义。礼，即礼节。上玉人传承中华礼仪美德，为人处事均讲究礼节。为
人做到严以律己、长幼有序、相互尊重；处事做到章法有度、遵守规则、有条不紊。同时，上玉对外更是强调礼仪、
礼节，尽显文明企业风范。此为礼。智，即智慧。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上玉提倡构建学习型企业、培育知识性员工
，集中大家智慧，不断创新进取。同时，正是在发展过程中重战略、重品牌、重文化，上玉才在多个关键点上看清方
向、抓住机遇、克难前行。此为智。

 信，即信誉。诚为本，信为先，是上玉成功的奥秘之一。上玉创始人凭着“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对人诚信”的理念
，赢得良好口碑、并引领企业健康发展。同时，上玉坚持诚信经营、依法纳税，获得各界认可、保持稳键运作。此为
信。金相玉质，品自超群。因此，金玉之品为极品。品有三品：品质、品牌、品德。品质，是指上玉应具有上等好玉
的质地。品质是品牌的基础，是企业的生命，是诚信的体现，是道德的要求。因此，上玉追求卓越、持续改进，努力
铸造业内领先的卓越品质。

 品牌，是指上玉应具有上等好玉的光华。品牌是产品属性、外观、名称、包装、价格、声誉等的整合体。具有强势
品牌的企业，犹如拥有通向顾客心灵的绿卡。因此，上玉立足本土、放眼全球，致力于以高端品质、创世界名品。品
德，是指上玉应具有上等好玉的德性。古人喜爱佩玉，既是宣扬外在之美，更是体现内在修养，即推崇玉石温润、内
敛、坚韧等德性，故有“君子比德于玉”的说法。因此，上玉始终弘扬“上善之德”，精心沉淀诚信如一的企业文化
。 

 三大机制

    决策机制。正确的决策是企业走向成功的起点。企业必须围绕经济目标与价值去进行决策定位，才能形成科
学的决策机制。上玉集团有限决策机制，是以专家型决策为指导，以股东决策为参考，以经营班子决策为主体的复合
型决策体系。在决策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任何决策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在征求决策意见时，我们坚持上策
、中策、下策多个方案相互比较，反复权衡利弊，从中选择最佳决策方案，减少风险，确保企业健康发展。

    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企业的活力之源，是发展的根本，是经营管理过程中绝对的关键所在。无论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理想追求，没有争强好胜的意愿，那么，人要获得成功，企业要做大做强，都是不可能的
。人一方面都有惰性，另一方面也都有满足个人欲望的要求。，我们讲“以人为本”，就是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激励手
段，引发人自觉地克服惰性，主动追求，通过实现企业目标而达到自我利益的满足。从最初办企业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始终都在坚持不懈地研究着激励这门学问。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也是以制造最终端产品，将自己的智慧成果
直接放到市场中接受考验作为奋斗目标，不断自我激励，我们总结归纳，有五种：一是目标激励，二是经济激励，三
是荣誉激励，四是竞争激励，五是处罚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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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机制。效率机制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对效率的追求是人类克服自身缺陷，实现文明进化的起因，
从原始人制造简单的石器工具，到现代社会汽车、火车、飞机，甚至移动通讯、互联网的问世，这一切伟大发明的根
本动力，都起源于人类对效率的强烈把握。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谁最先对效率理念作出深刻理解和运用，谁就能成
为竞争的主角。上玉集团的快速成长，最成功的一条，就是建立了一套严密快捷的效率机制。“今天事，今天毕；言
必行，行必果，雷厉风行”，这就是我们对工作效率的评价标准；“简单问题一天答复制，复杂问题三天答复制⋯⋯
”，这就是我们建立高效畅通工作流的考核原则。“三讲”（讲依据、讲对比、讲承诺）、“四化”（准确化、高效
化、务实化、全员化），这就是我们对效率机制的严格实践和精细化运作。总之，对于效率机制坚持不懈的追求，最
终就是要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无缝隙的连续工作方式，使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全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处于一个环环紧扣、
积极互动的和谐状态，确保上玉集团这部大机器始终处于高性能的运转状态——发展比别人快、调整比别人快，快速
了解竞争对手、快速捕捉市场信息、快速制定经营决策，最终牢牢抓住机遇，获取最大利益，营造最快的发展速度。

    四大能力

    1�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企业生命的源泉，是企业在激烈竞争中的制胜法宝，是实现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处在一个
瞬息万变的年代，要跟上时代步伐，那么一切都要不断地变革、创新，要敢于向自我挑战，永不满足，不断超越。上
玉的发展，靠的就是创新——产品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

    以人才和设备引进为核心的科技创新能力，是确保公司竞争优势的强大后劲。以满足客户需求为最高标准的
服务创新，是上玉集团快速拓展市场，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我们的经营宗旨是“以人为本，诚信立业
”，就是要始终以客户为上帝，以诚待人，以信誉取胜。

 2�信息化运作能力

    信息化运作能力是衡量一个企业经营水平高低，是否具备长远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减轻管理负担，直接推动效率的重要突破点所在。随着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如果仍然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无论是
时间精力，还是人自身的能力，都将远远跟不上实际需要。这样，传统的管理方式便会成为束缚企业发展的瓶颈。而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最直接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大量原始、落后的管理环节，对各类数据资料进行快速整合分析，得出
直观准确的结论，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同时，信息化运作还可以打破时空局限，建立无缝隙的连续工作方式，提高办
事效率。

    3�资源整合能力

资源整合能力是检验一个经营者智慧悟性的标尺，是企业成长过程中取长补短，快速发展壮大的捷径。上玉集团有限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充分利用资源整合能力，使产品迅速打入市场，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企业在经营中如何
整合利用资源非常重要。在经济学中，有一个“2：8黄金定律”：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20%产品占据80%的利润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优良的资源也总是隐藏在不被人关注的角落。

 4�成本控制能力

    成本控制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之一。我们上玉集团多年来能够不断开拓市场，超越对手，保持
高速发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凭着成本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后来居上，胜人一筹。长期以来，我们坚持“质优
价平”的营销理念，牢牢把握成本管理这个核心，使上玉阀门产品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骄人业绩，深受客户青眯，
迅速成为在同行业中占有领先地位的品牌。可以说，上玉集团的成功，最根本的就是成本控制的成功。成本领先战略
，是我们上玉永续经营的法宝。

    日益激烈的竞争愈加要求我们培养、提炼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个性，然后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把这一文化个
性变成全体员工普遍自觉的行为。普遍和自觉的文化行为，会使这个文化族群的某种能力达到巅峰。文化行为越普遍
越自觉，那么这一文化能力也愈有力、愈持久，也愈有竞争力。

    上玉相信：给我一个理念支点，可以撬起一个“产业王国”。而这个理念的最大“力道”，就是来自于我们
走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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