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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倾力打造扛鼎之作，振兴本土管理思想。
本书重大理论发现—— 从党史常识到管理之道，只有一步之遥；历时5年跟踪调研52家本土企业的发
展轨迹；以全新视角解读党史常识中蕴藏的管理之道。
    《党史商鉴》是一部系统深入地挖掘和提炼蕴藏于党史史迹中的“管理之道”的佳作，原创性极强
，激情四射，含英咀华，思想的幡动，令人怦然心动，让人欲罢不能，堪称本土管理思想的奠基之作
。
    本书谋篇布局恢宏大气，内容新颖管用。
以党史史迹为主线，通过组织篇、政治篇、思想篇、谋略篇和领袖篇等五大模块进行深入的分析，并
借此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构架；大量的经典案例加上相互契合为一个整体的大小数十种理论或观
点均针对本土企业管理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剖陈我国企业管理的致乱之源,创造性提出致胜之道。
一改国内著述界“以西方思想方法套用本土企业现状”的传统模式，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出发，
立足本土精心构筑了一套独创性的理论体系，使人读后颇有“恍然大悟”之感。
    作者三易其稿，九次修改，历经数年，遂成此书。
无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它都开了风气之先——以全新视角解读党史常识中蕴藏的管理之道，
弥补了国内本土企业管理理论的空白，并开创了从现代组织管理的角度与时俱进地学习和研究党史的
先河。
    本书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弥补了国内本土企业管理理论的空白，并开创了从现代组织
管理的角度与时俱进地学习和研究党史的先河。
助共产党复兴其传统，从独特的视角论证了共产党的先进性；挖掘出了党史的时代价值；使与时俱进
地学习党史成为可能；     2．坚实的历史基础，除党史之外，还不时纵论历史中的其他人或事。
    3．厚实严密的独创理论体系开创本土企业管理理论之先河。
    4．对古典名著的创新诠释，使通篇叙述建立在深厚的本土文化之上。
    5．结合中国的管理实际，运用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经验。
    6．以长达5年的“本土企业观察研究成果”为基础，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7．以案例分析为基本手段，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作者周大江先生为研究本土企业的管理之道付出了多年的心血：作为曾经在多家内外资企业任高管
的职业经理人，他深深感愤于我国企业管理的积弊，为求良方，曾长期探究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经验。
从2000年开始又专注于从组织行为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且亲手组建和领导一个由数十名
志愿者组成的“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对52家本土企业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研。
如果不是因为对真理近乎偏执的追求，我们很难理解还会有其他什么原因使他坚持走完这漫长而艰辛
的5年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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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周大江先生为研究本土企业的管理之道付出了多年的心血：作为曾经在多家内外资企业任高
管的职业经理人，他深深感愤于我国企业管理的积弊，为求良方，曾长期探究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经验
。
从2000年开始又专注于从组织行为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且亲手组建和领导一个由数十名
志愿者组成的&ldquo;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rdquo;，对52家本土企业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研。
如果不是因为对真理近乎偏执的追求，我们很难理解还会有其他什么原因使他坚持走完这漫长而艰辛
的5年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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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组织篇  第1章 组织万象：从“乌合之众”到“虎狼之师”     组织观察的另类视角       注
意力       协作力       经验成本       共同思想       治理机制     对号入座       乌合的组织       牵强的组织       机械
的组织       有机的组织       健康的组织   第2章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铸就组织的“灵魂”     解放区三
问     精神穹宇       动机       方式       关系链     信念的太阳       一位职业经理人的三个问题       信仰和信念     
 唯一不变的是(正确的)信念       信念的核心是“信”       使命       愿景       价值观     组织文化的感性力量   
 非苗即草   第3章 支部建在连上：杜绝组织的“败血症”     “组织败血症”的幽灵     支部建在连上     
组织设计的三个基本问题       组织结构       四条原则       内在逻辑     “皇帝新装”之下的资本灾难   第4
章 集体的智慧：贯穿于决策、授权和执行的各个环节     决策       传统的决策模式       集体决策机制     授
权       集权者的“黄昏”       民主集中制的启示     执行       悖论?曲解!       党史中的“执行力”   第5章 改
造我们的学习：让学习与创新成为组织的本能     学习       没有学习就没有生存权       “要把全党变成一
个大学校”       “批评与自我批评”     创新       “敢教日月换新天”       创新的土壤       创新者 第二部分 
政治篇   第6章 组织的“生态”和“政治”：生存与竞争的学问   第7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
上帝”的心   第8章 矢志不渝的同志：所向披靡的剑锋 第三部分 思想篇   第9章 用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
：让组织行为远离浅薄与谬误   第10章 不朽的辩证法：简单的原理与不简单的结果   第11章 “机会主
义”之痛：原来灾难是这样造成的 第四部分 谋略篇   第12章 谋略论   第13章 创业的智慧 第五部分 领袖
篇   第14章 领袖论   第15章 失败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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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述五大要素（即注意力、协同力、经验成本、共同思想、治理机制）共同构成的组织评估体系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组织优劣性的基本框架。
在这个框架之下，不同的组织会表现出不同的&ldquo;优劣品级&rdquo;。
本书将这些品级划分为&ldquo;乌合（之众）的组织&rdquo;、&ldquo;牵强的组织&rdquo;、&ldquo;机
械的组织&rdquo;、&ldquo;有机的组织&rdquo;和&ldquo;健康的组织&rdquo;等五大类。
　　不同品级的组织之竞争能力是天差地别的。
通过&ldquo;对号入座&rdquo;式的品级分类就不难发现：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种种&ldquo;以卵击
石&rdquo;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些牵强组织甚至乌合组织常常会自不量力地与有机组织进行正面的交锋
，其结果可想而知。
　　勇则勇矣。
然而在盲目与错误之下，勇敢的程度只能与自取灭亡的速度成正比。
&ldquo;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dquo;，如果不学会寻找自己与对手之间的差距，或者在找到差距
之后不能迅速退而利其器，那么与对手的较量无异于飞蛾扑火。
遗憾的是，满天&ldquo;飞蛾&rdquo;大多只能留下尸横遍野的悲怆景观。
　　乌合的组织　　顾名思义，本书列举的五个品级的组织中，乌合（之众）的组织是最低级的一种
。
令人担忧的是，这类组织普遍存在于我国的中小企业中，尤其是处于创业期的企业。
因此，此类组织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值得经理们高度警惕。
　　一、乌合组织的&ldquo;注意力&rdquo;表现　　1．乌合组织通常没有基本的&ldquo;使命意
识&rdquo;，甚至不知使命为何物。
　　它们有时候也会对未来有所憧憬，但这种憧憬往往是轻率做出的，没有任何依据。
　　它们基本上处于&ldquo;觅食式生存&rdquo;状态中，热衷于寻找能够觅得&ldquo;食物&rdquo;的机
会，从不认真考虑眼前的种种&ldquo;机会&rdquo;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
只要能看到眼前利益（而看不到实现这种眼前利益可能需要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它们就敢大无畏
地涉足任何行业。
它们坚信&ldquo;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rdquo;，仅此而已。
如果运气不错，它们会在某个阶段有所收益，但更多的情况下会迅速在单纯的利润驱动中迷失方向。
比如许多企业会因为钢材市场的短期过热而贸然投资建立钢铁生产项目，其结果往往是投资的项目还
没有投产，市场热点就已经迅速冷却。
　　2．乌合组织将一切都看成是交易。
它们会在交易中不择一切手段减少自己可能承担的代价，在处理成员的关系时更是如此（比如费尽心
机克扣员工的工资）。
它们不会关照成员的利益。
如果不是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它们更希望在成员的问题上采取奴隶制度&mdash;&mdash;乌合组织的
领袖一定常有生不逢时的感慨，如果生在奴隶社会，他们会有更多的利润。
　　3&ldquo;狭隘&rdquo;是乌合组织的高级成员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个毛病，以至于每个人都在坚
信&ldquo;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rdquo;的同时，更热衷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必然发生个人
利益与组织利益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行动全部是基于经验
而不是思想。
因此在如何赚取更大利润上，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自负的结论，相互之间互不买账。
　　二、乌合组织的&ldquo;协作力&rdquo;表现　　1．乌合组织最鲜明的特征是组织各单元之间的关
系极其混乱，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极其随意，缺乏基本的稳定性。
人们往往对新岗位的熟悉、各岗位之问的磨合还没有开始，就又不得不面临下一次变动，如此往复不
息。
任何一次变动都不经过深思熟虑和左右权衡，多数决策&ldquo;想一出是一出&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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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乌合组织内部，到处弥漫着管理者精心制造的相互不信任的气氛。
非但不诚心消除成员之间存在的矛盾或误解，反而会人为加剧之。
乌合组织的管理理念是&ldquo;分而治之&rdquo;。
成员之间过于紧密的协作关系常常遭到来自上级的妒忌和猜疑。
这是乌合组织的致命硬伤，同时也是最难超越之处。
这种状况往往是由组织的法定领袖一手造成的，因为这样的领袖存在着人格的缺陷。
具有人格缺陷的人一旦掌握不能被有效制约的权力就会迅速将任何一个组织败坏为乌合之众。
　　3．乌合组织内部的协作永远是暂时的和任务性的。
管理者认为如果各单元之间能够进行自动的协作，不但会使自己的权力形同虚设，而且会使自己因为
不能参与（更多的时候他或他们的参与只会起副作用）而有被&ldquo;边缘化&rdquo;的危险。
因此，乌合组织内部的协作方式属于典型的&ldquo;权力型&rdquo;：组织结构的设置随意性强；没有
与组织结构相关的组织承诺、制度安排和专门沟通；各单元之间的协调主要由管理者指定，经常是临
时指定。
内部的协作主要依靠权力来维持。
权力就是一切。
　　4．在乌合组织输出的产品或服务中，出现差错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没有差错是特殊的和偶然的
。
这些差错大多源自人们对权力的不当行使。
　　三、乌合组织的&ldquo;经验成本&rdquo;表现　　1．热衷于&ldquo;只在乎结果，不在乎过
程&rdquo;之类的借口，恰恰暴露出乌合组织对于如何取得成功的无知。
&mdash;&mdash;没有过程，如同没有原因，哪里会有结果？
　　2．乌合组织内，胡乱设定岗位，即使对工作人员有相应的素质要求，也不过是一些诸如&ldquo;
硕士或以上，MBA优先&rdquo;之类的套话。
乌合组织迷信学历或其他经历，它们天真地以为诸如MBA、海归派的美丽光环之下一定有无尽的宝藏
。
　　3．乌合组织几乎没有培训。
即便有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它们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来完成组织的产品或服务。
　　四、乌合组织的&ldquo;共同思想&rdquo;表现　　1．乌合组织的目标或注意力经常会因为发现不
同的&ldquo;兴奋点&rdquo;而发生大相径庭的变化，因此，更不可能专注于认识行业背景的规律。
　　2除非出现重大错误（或者显然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mdash;&mdash;因为诸如&ldquo;内部
斗争&rdquo;之类的种种胡闹行为浪费了太多时间），否则不会想到去研讨行业规律或目标任务。
即便有了研讨，也会迅速遗忘或者不了了之。
　　3．乌合组织有的只是借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同思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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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共产党（1921-1949）是中国近100年来管理得最成功的一个现代组织；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党
史常识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quot;管理之道&quot;。
　　倾力打造扛鼎之作，振兴本土管理思想。
《党史商鉴》重大理论发现，从党史常识到管理之道，只有一步之遥，历时5年跟踪调研52家本土企业
的发展轨迹，以全新视角解读党史常识中蕴藏的管理之道。
　　《党史商鉴》是一部系统深入地挖掘和提炼蕴藏于党史史迹中的&quot;管理之道&quot;的佳作，
原创性极强，激情四射，含英咀华，思想的幡动，令人怦然心动，让人欲罢不能，堪称本土管理思想
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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