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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所因不同的发展历程、承载着不同的历史

使命，导致了两个研究所具有不同的文化。今天两所融合凝成了共同

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如何深度融合发展，个人认为首要问题应是

文化的融合。 

实现制度文化融合是两所文化融合的最直接途径。文化包含了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大连化物所与中国科学院同步成长发

展，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都取得院

所内最具有先进代表性的成就，值得成立仅十一年院地合作的青岛能

源所借鉴学习消化吸收，促进两所尽快融合发展。到过大连化物所的

可以通过表象和切身感受体会到两所物质文化之间差距。精神文化层

面，大连化物所科学家们一直传承着科学院唯实、求真、协力、创新

文化精神，保持着中科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优良传统文化，形

成并倡导着锐意创新、协力攻坚、严谨治学、追求一流研究所精神，

践行求真务实、团结协工作作风，凝练形成目前优秀的精神文化。物

质文化成果与精神文化的丰富是大化所多年来通过制度文化建设得

到的结果。借鉴学习、文化融合发展，最直接途径是通过制度文化嫁

接实现。 

制度文化对于一个单位来说是为了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实现组织

目标而创建的规范制度体系。组织群体共同的行为、共同的目标追求，

长期必然会需求或催生规则、制度、习俗等制度因素。共同价值追求

又通过制度因素转化成物质成果。所以说，制度文化作为文化整体的

一个组成部分，既是精神文化的产物，又是物质文化的工具。文化要

实行交流和传递学习，需要通过特定的途径，获取文化特定途径，就

是文化的得以交流和传递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将文化和制度统一起



来，所以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学习传递，依靠的是制度文化的借鉴

学习。 

制度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过程，与物质文化、精神文

化相辅相成，重要性不言而喻。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

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

反面”。两所融合发展，青岛能源所如何通过引进大连化物所的制度

文化实现两所文化融合，尽快创新制度文化建设，形成新的文化氛围，

个人通过理论与实际思考，认为研究所制度文化建设方面需要把握以

下几个重要原则： 

一、借鉴学习防止“拿来主义”、“照搬主义”。借鉴学习一种文

化或主义，绝对不能不结合实际，全盘照抄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自

己，防止对过去一切实行“丢掉主义”。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十

五、十六世纪，“西学东渐”给我国思想文化造成巨大影响，至今仍

在绵延继续。几百年的文化碰撞，中国近代思想家未能全盘吸收外来

文化，选择的是“中学为用，西学为体”文化指导思想。新中国改革

开放后，我们在发展道路上选择的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八大

以后，我们开始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进一步增强了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历史充分证明，文化改造创

新或发展道路选择只能结合我们实际土壤嫁接完成，不能完全复制照

搬。刘中民所长在 5月 11日两所融合发展座谈会讲话中重点提到，

大连化物所的制度文化发展建设，不是一帆风顺得来的，是经过多少

年的经验教训、反复修订完善取得的成果。青岛能源所具有自己独特

文化，两所融合制度文化建设，青岛能源所应创新思维、取长补短，

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制度文化。 

二、“刚性”制度建设与“柔性”关怀相结合。制度文化建设的

意义在于通过建立一个使管理者意愿目标得以贯彻的有力保障支撑，



使管理中不可避免的矛盾由人与人的对立弱化为人与制度的对立。可

以更好地实现约束和规范职工行为，减少对立或降低对立的尖锐程度，

逐渐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所文化。然而管理制度要成为具有研究所

特色的文化内容，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得到职工认可”。职工

认可是管理制度上升为研究所文化的必备步骤之一。把握好这一步骤

的关键是把握好制度文化效力点所在的问题，也就是把握好研究所精

神、价值观的“柔”与制度化管理的“刚”有效结合的问题。实际上

涉及到一种基本的人性和人情观的问题。制度文化的效力点不是为了

仅仅建立制度，而在于把研究所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增强归属

感，所兴我荣，爱所敬所，让职工在研究所工作有家的感觉。所以，

要把握好研究所精神、价值观的 “柔”和制度化管理的“刚”，应该

坚持“以人为本”。 

如何在借鉴大连化物所制度文化、保证制度顺畅执行，尽量减弱

人与制度之间的对立，是研究所制度文化建设中必须注意的问题。这

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在研究所制度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

本”。出台涉及范围广影响深、面向广大职工的制度时，要鼓励职工

参与到研究所各项制度的制定工作中来，倡导中科院一直提倡的民主

管理制度和民主管理方式，广泛征求意见，重视各项制度执行中的反

馈意见，广泛接受广大科研职工和广大服务对象的意见、批评和建议，

及时做好有关制度的调整工作。完善公开制度，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让职工知情、参政、管事。多年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为本”，

才能有利于保证各项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制度文化建设要同精神文化保持一致。两所融合使我们具有

了共同的价值追求，所以我们判断一条规章制度是不是研究所的需要、

一条规章制度是不是需要调整乃至摒弃，标准只有一个，即该制度是

否契合研究所融合发展，同我们研究所价值观、研究所精神相一致并

能利于研究所价值观、精神的提升。文化系统中精神文化具有决定性



作用。同精神文化相一致的制度文化能够强化研究所文化的作用，反

之，同精神文化相背离的制度文化则减弱研究所文化作用的发挥。因

此，制度文化的诊断、提炼和创新，都要以研究所精神、价值观作为

指导思想，要契合研究所管理理念并充分体现研究所文化价值。 

制度制定归根结底受价值理念的驱动与制约。制度的形成与变化

均源于研究所对制订和修改制度的某种需求，这种需求正是研究所价

值理念的一种具体表现。只有认为制订或修改制度有价值时，研究所

才会去制订或修改该项制度。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目标方向对制度认知

和理解的不同，会使一个制度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所以在研究所制

度文化建设中，要审视各种制度是否是以研究所的根本需求为基础、

是否与研究所最本质的目标相联系。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制度文化建设是研究所文化的骨架部分，任何一个组织离开了制度就

会成为一盘散沙。并非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研究所文化的内容，只有

那些符合研究所价值观要求、增强所向上精神、激发职工积极性和自

觉性的管理制度，才能构成研究所文化的组成内容。 

四、制度文化不是研究所文化全部。管理制度是研究所文化的重

要部分，但不是全部。研究所文化涵盖了研究所的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管理制度是研究所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且体

现着研究所的内在精神，但文化的外在表现不仅仅局限于制度这一种

表现形式，研究所的内在精神，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制度来体现，需要

通过所训精神、作风建设、文化素养等提升精神文化。 

认识制度是研究所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意义在于，在研究

所融合发展制度文化建设中，强调吸收借鉴大连化物所的制度，加强

我们研究所的制度文化建设是必要程序，也是文化融合最重要最直接

途径。但研究所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更不能迷信于制度的

制定而忽视研究所文化的其它部分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中，更不能仅



仅局限于完善制度本身，而应同时强调制度的执行和调整，让制度落

地结果，从而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所以在制度文化建设同时，应采取多种方式做好精神文化建设，

结合我们实际，借鉴大连化物所精神文化活动成功经验，组织开展创

新文化建设活动，通过人文论坛沙龙、各种讲座等，培养团结和谐工

作氛围，提升职工人文素养和精神文化生活。要用系统化的思想和方

法，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全面丰富研究所创新文化的内涵，拓展创新

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实现全面提升研究所创新文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