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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十年来，我们一般习惯于把人类社会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几个历史阶段。
这是按照马克思的学说以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为依据划分的。
如果以生产力水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结构作为标准，人类文明史可以划分为渔猎时代、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
从局部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跨入工业时代的步伐明显表现出不一致的特点。
但从近现代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人类告别了农业时代，跨入了
工业时代。
而且时至今日，发展较快的欧美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正在大步跨入信息时代，虽然一些发展
较慢的国家和地区，尚在农业时代徘徊和挣扎，但大多数国家则正在经历由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
型。
中国应该列入后一种，属于正在转型中的国家。
客观而论，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生联系的时间并不算太晚。
早在19世纪中期，先是出于被动接受，而后则是出于主动追求，中国就开始了与西方工业化的接轨。
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比较缓慢。
在对西方工业化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工业成果，而
对他们的工业文化和文明则少有兴趣。
虽然中国对工业化的学习迭经文化创新和变革，但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而究其原因，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不无关系。
中国人一向自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即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有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近代
以来欧美诸国之所以强于中国的，无非是那些奇技淫巧，在文化方面则远远落后于中国；欧美国家的
富足与强大，不过是技术和工具的发达而已。
一直到今天的中国，持这些看法的人依然不在少数。
于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人过分片面地从欧美地区输入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工业成果
，对其背后更为先进的工业文明却缺少足够的关注，而这恰恰是制约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
虽然中国文化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但农业文明所固有的农业思维却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
生产单位狭小而缺乏合作精神，重经验而反理性，轻视开拓创新而注重稳定守成，少有竞争意识，即
便竞争也轻规则而重谋略，等等。
与此相反，欧美国家的工业文明，表面上源自发达的科学技术，而其深层内核则是特色鲜明的工业精
神。
其特点是：重视理性，重视实业，重视科学，重视创新；提倡“合理谋利”和多边共赢，把“贪图财
富”的个人谋利行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摒弃一夜暴富、短视浮躁等急功近利的心态。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工业化必须以工业精神作为支撑。
如果仅仅是引进了工业技术或成果，而抛弃了蕴含其中的工业精神，或者用农业思维来运作工业化，
孕育出来的工业集合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有魄无魂的工业化的形成也更不能说明民族工业化
时代真正到来。
笔者的老家江西九江农村有一句老话：“创业犹如针挑土，败家好比水推沙。
”尽管中国工业化的形成不一定如针挑土一样艰难，但缺少精神的工业化一定会像水推沙一样容易消
失。
缺少精神的工业化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对民族的影响。
近30多年以来，新一轮的工业化浪潮席卷中国大地。
虽然，这一轮工业化的繁荣和光鲜是以往任何一次工业化都无法比拟的，但新的工业化浪潮依然没有
很好摆脱固有的农业思维。
人们虽然彻底改变了抑“商”的传统偏见，在新一轮的工业化中极度“重商”，甚至把“工”都看做
是“商”的手段，“商”才是“工”的目的，中国社会把轰轰烈烈的工业化演变成为雷霆万钧的商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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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改以往那种在“利”面前羞羞答答的矜持，有的甚至对“利”的追逐被放大到了极点，在逐
利这一点上只注重结果而不问过程。
更为可怕的是，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市场化、工业化，大部分企业长期用这种思维来指导
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什么赚钱做什么，完全用利润的标尺来衡量企业的发展。
笔者的处女作《营销人的自我营销》讲过一个卖房的故事。
一位房地产商盖了一片别墅，业务员带了一位外地买家，一口气要买下八套，但希望更多优惠。
最后房地产商不仅没有给更多折扣，而且干脆一套都没卖给他。
因为如果这八套房子成交了，客户并不是自用，而只是用于资产投资增值，这就会严重影响整个楼盘
，特别是二、三期的营销。
另一个关于房地产的故事是：当初某著名房企北京公司新任总经理弄下一块绝对赚大钱的地块，打算
以之作为献给董事长的见面礼，谁知董事长却全然不置可否，因为该房企进入北京市场，并非只是为
了多一点利润，而是要在北京市场占一席之地，要开发必须成片开发、社区开发，为此必须放弃一城
一池的得失与争夺。
还有一个关于楼房的故事。
武汉位于江岸区鄱阳街青岛路口有一座6层大楼，有年头了，叫“景明楼”（现名称为“民主大楼”
，是武汉市民主党派办公楼），1999年某日武汉景明大楼的业主收到一份来函，告知“景明大楼的设
计年限为80年,现已超期服役了两年”。
写信者是景明楼七八十年前的设计单位，一家英国的建筑公司。
三个楼房的故事分别说明三个做事的层次：商业、工业和工业精神。
卖房的故事属于善于经商，建房的故事就算有工业头脑，而修房的故事则属于有信念和精神的作为。
近30年，中国的“重商之树”导致“中国制造”遍地开花，而“中国创造”则乏善可陈。
中国大多数制造类企业，只信奉“卖出货就是硬道理”，而对出精品、创名牌则不屑一顾；不注重原
创，不注重研发，不注重专利与知识产权的积累与沉淀，因而许多制造类企业沦为别人的代工厂，只
在微利的低端产业链条里挣扎。
在这些企业和这类企业家看来，研发远远没有抄袭获利更快、更直接。
凡此种种，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没有完全坚持工业精神，因为真正的工业化永
远都是有精神支撑的。
世界最优秀的制造工业，如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瑞士制造，背后都有着一丝不苟的工业精神的支撑
。
欧美诸强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告诉我们，没有工业精神支撑的工业化终究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
具有工业精神的生产者对消费者应当永存敬畏之心，绝对不会拿消费者当试验品，绝对不会让不合格
的产品流向市场，而是要确保流到市场上的都是精品；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应当耐得住寂寞，经得起
利益的诱惑，是寂寞的高手，将“十年磨一剑”、“一生做好一件事”作为自己的选择，致力于企业
的长远发展；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愿意在人才方面进行长期大力的投入，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培养真
正的工业化人才；具有工业精神的企业对员工，特别是生产一线的员工，倡导的是孜孜不倦、手艺的
专注、产品的专注，像瑞士钟表匠一样的工匠精神⋯⋯然而，由于在农业化向工业化的大转型中，中
国人行走得过于匆忙，以至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工业化与工业精神的联系。
长期落后于他人的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卑心理，让近现代的中国人一头扎进了工业化的浪潮，有
的甚至把工业化看成是简单的牟利和扩张，而对其中至关重要的工业精神不屑一顾。
正如文化之于人，工业精神对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灵魂。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灵魂却体魄强健的人，同时我们也很难认同一个只富不贵的暴发户。
“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个村庄就是我的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村庄。
”甘地的这段话，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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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民族的工业化应该有一种担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群体应该有一种信仰。
本书试图对一些业已存在的现象作解剖，包括对合作理念、契约精神、效率观念、质量底线和科学观
等的迟钝和漠视，包括对环境和城市化理解的肤浅。
发出中国需要工业精神的呼喊，中国必须更认真和更深入地思考企业竞争力、行业前景、民族实力、
国家后劲、企业家境界、历史责任以及对人类的贡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需要工业精神>>

作者简介

　　汪中求，著名管理学者，清华大学EMBA。
先后担任香港恒雅（深圳）公司市场部总裁秘书，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泰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等职务。
目前为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职业经理人训练班特聘培训师，北京汪中求细节管理咨询公司首席咨询
师，北京博士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首席培训师。

　　2004年至今，在全国各省市巡回讲座710场，接受培训的学员总数超过42万人；接受培训的单位有
：韩国三星本部、惠普（上海）公司、通用汽车（中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工商银行、大
庆油田、东风汽车、太原钢铁、汇源果汁、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国家安全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北京航天指挥中心、二炮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第38集团军、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沈阳市政府
、成都市委、河南省环保厅、九江市政府等。

　　主要著作有：《细节决定成败》、《精细化管理》、《契约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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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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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工业化的中国不重“工”  在今天的中国，“工业精神”并非一个热词，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具
有了足够的“工业精神”。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走的是一条现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基础便
是工业化，并且今天我们仍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考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再面对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似乎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不得
不说，工业化绝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气质的更新，而在精神气质中，我们认为
最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工业精神”。
没有“工业精神”的奠基，而意图达到工业化的圆满结果，那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正是我们今天呼唤“工业精神”的最重要理由。
  让我们先从一些观感谈起。
  “2012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在境外消费累计达72亿美元，而这些消费主要是奢侈品，奢侈品又主要是名
表、皮具、时装、化妆品和香水。
”据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春节期间中国消费者分别占据了欧洲奢侈品市场销售总额的62%，北美
的28%，中国港澳台地区的69%。
”一句话，中国人太有钱了！
  于是很多外国人就开始纳闷：中国人怎么突然间那么有钱？
对此，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解释说，很多企业“快速利用概念——快速上市——快速套现”，而
一些投资人则通过包装推波助澜，使企业财富急剧增加。
而这只是部分上市企业的发财路径，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财路，比如城市郊区的农民很多靠土地出让
发了大财。
当然，我不敢否认有着靠勤劳致富的更大的群体。
  无论如何，三十年的工业化的的确确使中国富了，这体现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主要商业机构都陆
续聘用精通中文的营业人员，周边国家竞相开赌场吸引中国人过去，面对中国游客作旅游开发成了日
本、韩国等国家的高层研究课题。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消费需要，由此可见中国人确实富了。
而中国人的这种富裕是工业化的成果吗？
可为何这种工业化却很难体现“工业精神”呢？
对此的讨论就是本书的主旨。
  在讨论“工业精神”这个话题之前，我并未对其作词源学的考证，也没有就世界各国关于“工业精
神”的相关表述作对比研究，只是借助个人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观察和思考，试图理出一个头绪来，
以引起国人深层次的思考。
借助孙文谈“主义”的套路，这里讲的“精神”指的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
  2011年“3?11”地震不久，我带领一个民营企业家组成的工业考察团到了日本，东京的华人领袖郑剑
豪先生为我们组织了一次很有价值的中日企业家见面会。
会上一位老华侨的发言让我震撼，这位72岁的康泰克集团的董事长吉永良先生说到自己的祖国时，沉
重地指出，“工业化的中国重商不重工。
”  是的，“重商不重工”，这正是我长期以来所受的困惑。
当然，这里的“重商”不是否定商业的本身，更不是否定商业文明的先进性；而是指工业化进程中的
有些中国人往往将事情都当做是一笔生意、一种买卖来做，在这些人看来事情没有性质的不同，只有
大小的差异。
他们做一颗螺钉，并不是想着如何把它做到最好，而是想着只要有人购买、能挣钱就行；建一栋房子
，并不是想着如何把它建得牢固，而是想着只要核心价值的土地能得到充分利用就行；就算提出了“
百强企业，百年老店”的口号，恐怕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实现更多利润罢了。
  当然，中国也存在优秀的企业和有境界的企业家。
在一次国资委的管理培训课上，我也曾公开向那些敬业、立公、廉洁、去私的国有企业高管们表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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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为他们承担的责任和压力是常人不容易理解的；他们一动笔就可以出手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千
万资产或资金，但个人收入却完全不成比例（少数贪腐者和胡作非为者例外）。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凭信仰、信念和良知在工作，在发奋。
一个民族的工业化就应该有这种担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家群体就应该有这种信仰。
据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文章分析，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是美国
的21%，与日本的1951年及韩国的1977年的水平相当。
日本1951～1971年的年均GDP增长是9?2%，韩国1977～1997年的年均GDP增长为7?6%。
林毅夫以此推论，中国能够在未来20年里保持8%的增长速度。
这个推论与首创“金砖国家”一词的吉姆?奥尼尔在2011年底出版的书中的预言一致：中国经济总量或
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
更乐观的推测是2012年初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判断：中国GDP总量将在2018年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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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需要工业精神》编辑推荐：现代化的推进需要提倡工业精神，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器物层面
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更新。
工业精神提倡专心做事，少说空话，多干实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所有行为都必须对未来负责任；
工业精神包含着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隐含着一种精益比精明更重要、质量比销量更重要、诚信比成
本更重要、口碑比广告更重要、利益比利润更重要、价值比价格更重要等取舍的准则。
中国需要建立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精神大厦。
这座大厦的基石是合作精神，框架是契约精神，构造是效率观念，细节是质量意识，整体是科学观，
设计原则或依据是持续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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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一为什么变成了零点几？
在最近出版的新作《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中，本书作者、著名精细管理专家汪中求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
韩国一家面粉加工企业，到中国投资设厂，设备较之韩国本土还要先进，但两个工厂的生产效率竟相
差十倍左右，中国工厂远远低于韩国工厂。
同样的管理者，设备还要先进，中国工厂的效率为何如此之低？
著名企业家刘永行曾就此询问韩国的厂长。
韩国厂长含蓄的回答说：“也许是中国人做事不到位吧。
”刘永行最后得出结论，人力效率上差距，绝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不是1个韩国人做了1.2个中国人
的事情，那么10个韩国人做的事情就是12个中国人做的事情。
效率是一个乘积关系，1个韩国人是1.2个中国人的效率，10个韩国人的效率就是中国人的1.2的10次方
倍——差距由此产生。
做事不到位，就是一变成了零点几，这不仅是刘永行同样也是许多企业家的困惑。
如何解决这一困扰企业管理者的老大难问题，在《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中，作者认为，不改变人的认
识，再发达的技术手段终将失去效用，只有从细微之处改变人，才是根本出路。
“工业精神”当然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话题。
即如作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是工业化，而工业化绝不仅仅是物质器物层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
精神气质的更新，在精神气质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工业精神”。
没有“工业精神”的奠基，而意图达到工业化的圆满结果，无异于缘木求鱼。
今日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种种难解问题，无不与“工业精神”的缺乏有着高度相关。
中国已经到了转向“工业精神”的关键时刻。
书中从合作精神、契约精神、效率观、质量底线、科学观与创新精神、持续发展观、城市精神等角度
分析“中国工业精神”的现状。
这些无疑是高屋建瓴，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说振聋发聩，亦足使人思考。
从宏观上来说，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需要“工业精神”的升华，一个企业需要“工业精神”的
引领。
但作为管理实务专家，作者的探讨并未止步理论层面，提醒也并未止于管理的高层，而是不断用鲜活
的事例来说明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企业员工应该和如何被“工业精神”所归正。
即如前面刘永行的困惑，便是效率观的问题。
韩国人做事手脚不停，一专多能，而中国人却是出工不出力，觉得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差不多就很好。
这需要克服的是做事不到位的痼疾，把一真正做到一，甚至超过一。
同样的例子是在中国企业工作的德国专家向高层反映中国工人罢工，调查的结果却是我们屡见不鲜的
消极怠工，喝水、抽烟、上厕所。
对工作缺少敬畏，抱着无所谓的心态更是敬业精神缺失的表现。
宝马的员工出差，看见宾馆门口停放的脏宝马汽车，不用招呼就擦拭干净。
他认为我的产品必须零缺陷，我不能容忍我们的产品脏兮兮的停在这里。
中国的航天事业正是坚持零缺陷管理应用的典范，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不是“万无一失”，而
是“一失万无”。
另一些企业则并非如此。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认为，不管企业管理者如何，一线的员工如果能够坚持质量的底线，有对与消费者安全契约的敬
畏，而不是认为这是企业行为，与我个人无关，这样的安全事故应该会有许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我们说，食品安全的防线，在第一道防线就被突破了。
从根本上查找，正是缺乏工业精神的缘故。
在其他许多方面，作者提出了恳切的忠告，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诸如专注一点、建立规矩、服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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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一次做对等，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值得管理者和企业员工记取。
管理是从外到里，精神是从里到外，前者的顺从是因为制度的约束，不得不如此，后者的顺从是内心
的意愿，不能不如此。
一直以来，对信仰的呼唤、对精神的追求，成为社会探讨的热点，但我们要说的是，从来没有什么空
洞的信仰和精神，国家的气质、企业的精神，必然通过组成国家的人民、构成企业的员工表现出来。
“工业精神”如果不是植根在员工的心里，落实在他们的工作中，体现在他们的产品中，企业对“工
业精神”的追求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的工业化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根基。
唯有用做事到位、承担责任、团队意识、质量意识等这些新的精神气质替代人浮于事、不负责任、只
顾自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一个社会、一家企业的全新变化才能开始。
这是《中国需要工业精神》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它正在进行的工作，当然，这工作的完成，需要我们
每一个人的全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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