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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公司为谁而存在？
”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理念。
经营公司不仅是为了盈利，更是为了履行“对五个人的使命与责任”。
这样的公司能够成为不靠业绩而能永续经营的公司，这是最长远的经营之道。
而业绩与成长不过是为了实现永续经营的手段。
　　企业的员工也并不只是追求利益，他们寻求的是工作中的幸福感与尊严。
当企业尊重了员工的需求，他们就会自发地努力工作，为公司忠诚效力。
　　公司的使命，就是满足包括员工、社区、分包商等等“大多数人”的需求。
所以说，景气并不完全由环境造就，也是公司从自身内部创造的。
　　能做到这些的，往往是些不起眼的中小企业，它们是令我们感动、让人珍惜的了不起的公司。
　　第二部分介绍了“日本最了不起的五家企业”。
这五家日本中小企业，它们的名声无法与丰田索尼相比，但它们高度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却让大企业汗
颜。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了不起的公司都实现了长时期的业绩增长，做到了永续经营。
　　日本理化学工业 它的员工有70%是残障人士，却坚持五十年的承担与守望。
　　伊那食品工业 它与社区融合，把厂区当作公园，对民众开放，任人休息玩乐。
附近居民把工厂当作自家庭院。
它始终“为员工的幸福而经营”，坚持“没有竞争的经营”，做到了连续四十八年持续成长。
　　中村复健器材 它为日本每一种弱势群体定制专门的辅助器材，即使人数极少。
由于不断开发新产品，它被誉为“世上唯一真正的创造产业”　　柳月 这是家北海道的小甜点铺，它
为社区建立了“甜点花园”，每周为邻里提供免费的甜点。
任何特殊的定制，他们也会尽力而为。
每年应聘的大学毕业生达到录取人数的一百倍。
　　杉山水果 为了保证品质，它婉拒一亿日元的订单，只做限量精品。
让顾客赞赏“成为你的客户是我的光荣！
”　　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之下，这些企业做了持续增长、永续经营，不能不令人赞叹。
其实，正是这样的企业文化促成“把目光放长远”的理念，让它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也正是这样的企业，让员工有家的感觉，从而快乐地工作，真心地付出，反过来给了企业更强的动力
。
　　《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关于一种经营哲学，更关乎企业家的人生理念与
态度。
　　企业到底因何存在？
我们到底为何工作？
 　　中国企业界的这两个问题，在书中有了回答。
　　读完《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　　经营者说：我曾经迷惘到底为了什
么在经营公司，《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使我豁然开朗。
　　上班族说：读着读着，不知不觉流下眼泪。
如果能在这样的公司服务，我会充满自信与光荣。
 　　失业者说：没人比我了解，能工作有多幸福。
长久失业的沮丧，因这本书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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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坂本光司 译者：蔡昭仪坂本光司，日本经营学专家，专门研究中小企业经营论、地域经
济论、产业论。
曾任福井县立大学和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2008年4月起担任法政大学的政策创造研究科教授，同时
兼任该校静冈卫星校园的主持人和管理研究科教授。
此外，更身兼国、县、市、工商会所等团体的委员。
他认为，从事中小企业研究，必须从“现场”出发，因此每周会花一、两天的时间，实地采访各企业
。
截至目前，他拜访过的企业已超过了六千家。
由他撰写的《日本了不起的公司1》销量在日本过百万册；《日本了不起的公司2》刚刚在日本出版，
旋即登上日本销售排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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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景气要靠自己创造我认为，企业经营的问题有99.9% 都在公司内部，既不是环境，也不是规模或行业
种类。
一家公司如果欠缺上述的五种使命与责任感，将无法顺利发展。
有人说，企业经营在于“人力、物力、资金”，或是“人才、技术、资讯”等，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
。
在我的经营哲学里，“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其他的都只不过是用来使人们幸
福的工具。
所谓的“物力”，指的是设备或商品等工具，而“资金”也只是人们拿来从事经营活动的工具罢了。
换句话说，唯一能够克服逆势的只有“人才”，要维持好景的唯一经营资源也是“人才”。
“景气好，所以需要人才，不景气，就更需要人才”，这才是正确观念。
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公司只在景气好的时候才征聘人才，一旦不景气就不聘用。
这是相当奇怪的现象。
景气不是谁给的，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只要创造出顾客无论如何都想买的商品、推出提案就可以了。
创造、销售这种商品的公司，不管规模是大是小，或者这项商品是高科技也好，低技术也罢，顾客都
不会在乎。
只要创造、推出令顾客感动的商品就够了。
这一点适用于任何行业、任何企业。
我看过连续二十年、三十年营收和利润成长的公司，它们让我深深体会到，景气不是靠别人给的，而
是要自己去开创。
创造一家好公司如果只是追求表面的赞美，那么只要保持营收和利润成长，就已经绰绰有余。
或者说，一家公司追求获利也是理所当然的。
_但是，正因为他们（伊那食品）并不以此为满足，才会有“不单单是经营上的数字，而是所有与公
司相关的人，都能够由衷地赞美‘真是一家好公司啊’。
员工自己也觉得能够在这家公司工作真是一件幸福的事”，这样的主张。
这家公司自创业以来，从来不曾裁员。
不景气的时候，很多公司就干脆缩减人事。
为了提高资本效率，或是为了对抗物价下跌，许多经营者也会毫不犹豫地从人事费用开始删减。
在这种潮流下，冢越先生说：“这种经营方式是错误的。
我们公司从来不曾、将来也绝对不会作出裁员的决策。
因为我们公司不把人事费用当做成本，人事费用是我们用来实现员工幸福的生活费。
”这就是伊那食品工业的原点。
他们实现了这样的经营，并且保持了四十八年。
成为唯一，就无须树敌经营一家企业时，经常会遇到“敌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同业者吧。
虽说同业者也是同伴，但是现实中在为客户报价时，势必引起激烈的竞争。
被客户采用的一方是“赢家”，未被采用的就是“输家”，这便是所谓的商战。
因此对许多企业来说，同业者不仅是竞争对手，也是商场上的敌人，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公司也大有所
在。
换句话说，恶性竞争之下，自己的公司生意兴隆，但背后却有别的企业或其他人为此而哭泣着。
所谓“不树敌”，就是不做恶性竞争。
这也是伊那食品工业所主张的“创造一家好公司”其中一个部分。
如果希望“所有与公司相关的人，都能够由衷地赞美‘真是一家好公司啊’”，那么就应该不分同业
、异业，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有所同感。
所以说，不做恶性竞争。
所谓不做恶性竞争，就是不打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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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落实这项主张呢?就是开发世界唯一的产品。
致力于创造世界上不曾有过，或是其他公司做不出来的产品，顺应、满足顾客的需求，如此一来便不
可能出现敌人。
不管是第一名、第二名，都有可能会出现敌人，但如果是世上唯一、只有这家公司做得到的，便没有
竞争对手。
仿冒，实施价格战、品质战，这类的经营都势必会树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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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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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编辑推荐：什么样的公司才最了不起呢？
越大就越了不起么？
我们到底因何工作呢？
为了赚钱越来越多？
企业到底因何存在？
为了业绩越来越好？
《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凭什么在日本卖了一百万册呢？
有人说这本书对中国而言时机未到。
那么让我们的孩子继续喝毒牛奶么？
那么让我们的孩子继续从富士康的楼上跳下？
是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了。
文治做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会持续不断的向各位推广这本不合时宜的书：《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
》坂本光司实地走访6000多家日本公司，发掘最珍贵的经营理念马云 王石 稻盛和夫 松下幸之助  一致
追求的商业境界日本媒体共同推举的年度好书 一本感动日本国民的诚挚之书一年时间，重印六十次以
上，一百万册日本销量突破！
中国员工的梦想，中国企业家的榜样：五家高度人性化的日本企业，坚守自己的价值准则，又做到了
永续经营，长久发展。
这种理念来自一个叫坂本光司的日本大学教授，他实地走访的日本6000多家中小企业，从中发掘出5家
企业，写出了《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
《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卖点：1、 最符合潮流、最独特的经营理念、企业价值
观，感人至深，并迎合当下中国变革的大趋势，引领全民思考：我们可以向“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
学习什么？
2、 平易朴实的讲述方式，细致生动地介绍了五家日本企业最了不起的地方。
3、《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在日本持续畅销，销量过百万册，第二册刚上市，
立即登上排行榜。
 《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适用于：财经类读者、企业家、经营者、公司职员、
大学生。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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