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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叫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就是人际关系。
　　什么叫领导力？
领导力就是影响力。
　　什么叫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就是心理学。
　　什么叫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就是发现并满足需求。
　　很多复杂的东西其本质是简单的。
学习越本质的东西越能使人进步，何况很多的复杂都是人为的。
　　美籍印度裔学者Shin Khere著作中有句格言“Knowledge is piling up facts，Wisdom is simplifying it”
，意思是：知识只是堆积事实，而智慧是将它简化。
知识必须上升为智慧，知识是死的，智慧是活的，活的东西更能创造财富。
哈佛商学院不说教理论，而是通过几百个企业案例让学生分析讨论，老师只引导，不灌输，共同寻找
智慧，比普通学校教知识高一个档次。
　　人生最重要的是方法，不是理念。
理念与知识挂钩，而方法却与智慧接轨，而我们学东西往往理论太多，方法太少，原因是教的人、学
的人不一定明白真相，结果很多学非所用，付出与得到不成正比，投入多，产出少。
　　人们批评中国使用能源浪费严重，而同样浪费严重的是人力资源，这是中国软实力不强的重要原
因。
中国的硬件，譬如高楼大厦、高速公路、机场码头已可与美国媲美，但在高新技术、金融体制、军事
能力、教育水平，特别是人才素质等软件方面还相差甚远。
这与我们的学习内容繁琐、学习方法错位、学习理念滞后有很大关系。
　　讲到化繁为简，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陈春花教授讲过：“教授是把一句话说成十句话，而企业
家是把十句话说成一句话。
”教授是做学问、做研究的，希望面面俱到、滴水不漏，结果话越说越多。
而企业家工作压力巨大，惜时如金，指令明确，追求结果，往往越简单越好。
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把企业管理总结为六个字：方向、节奏、用人。
言简意赅，极易记忆应用。
做企业方向不能错，做正确的事就是方向；节奏不仅仅是快慢，更是排序，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用
人就很直白了，也就是要解决执行力的问题。
从陈教授的经典言论推理，教授和企业家在繁简方面相差一百倍。
我看除了无奈的学生不得不去学那“一百句话”外，大多数人会选择学习化繁为简的“一句话”。
为什么？
因为简化的东西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讲得出，此时简化就产生了力量。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许多理论，归根结底，来来去去就两招基本的原理。
通过活学活用。
使之千变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　　他以需求定律做例子：“每个人在任何情况下，其需求曲线皆毫无例外地向右下倾斜。
就是说，若价格或代价下降，需求量必定增加。
这么一句话，就说完了大名鼎鼎的需求定律。
”　　张五常教授关于简单与复杂的观点跃然纸上。
伟人所做的事也都是把复杂的世界加以简化：弗洛伊德提出潜意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马克思提出
阶级斗争、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力分工。
他们都是总结并简化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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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懂深不懂浅”的倾向，认为只有高深的学问，才是真的学问。
以复杂胜简单，人们为什么不愿意说直白的话，说简单的话？
可能一是为了卖钱，二是为了炫耀，三是不知道怎么讲。
　　必须指出，简化不等于简单，爱因斯坦讲过：“做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要尽可能地简化。
但是也不能过于的简单化。
”简化的含义主要是抓住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分析阐述，而不仅仅是字数的多
少，语言的长短。
比如商学院永远不会讲企业管理就是人际关系，而喜欢一言道破的彼得?德鲁克却说：“管理学不是一
种高高在上的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以人际关系为主线的活生生的实践。
”在大学里，我们也同样听不到“大学就是把老年人的智慧，传授给生机勃勃的年轻人的场所”这种
带有本质性，但听起来似乎不那么高雅的简化言论。
如此种种，使人们的学习变得繁琐、累赘，脱离实际，难得要领，这种老走弯路的现象，在企业管理
学习中同样普遍存在。
　　企业管理为什么难学　　全世界学习企业管理的终极版本只有一个，也就是MBA（工商管理硕士
课程）。
它起源于美国的哈佛，现在中国的MBA，理论上都是模仿，甚至照搬美国教材。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超越应是个好办法，而自己另搞一套体系又谈何容易，似乎也不可能。
这个背景明确以后，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美国企业的成功靠MBA知识的普及，美国人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在企业工作的人即使没读过MBA也
会受MBA知识的熏陶。
美国企业重视培训，学习氛围浓厚。
有个统计，美国每天有十万场的演讲活动，这大大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另外美国有三四千所大学，中国只有一两千所，虽然数量不代表质量和规模，但MBA毕业人数的绝对
值美国远胜中国。
反观中国，中国不具备普及MBA的条件，因为门槛太高，比较常见的只是企业老板和高层参加
的EMBA班，这个“E”强调在职管理人员，而非专业学生，所以学习的时问和内容都远少于带学历
的MBA课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又是怎么学管理的呢？
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方法，六个字，即“看书、听课、实践”。
让我们逐一解读分析。
　　第一，先说看书，书店里各种经营管理类书籍琳琅满目，层出不穷，有的书也的确不错，尤其是
好的案例书籍很有借鉴意义。
但问题是读者要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书并不容易，而且绝大多数的管理书籍是写给高学历的人看的。
遗憾的是，有些管理书籍连高学历的人也看不懂或者看不下去。
惠普原市场总监高建华先生在他的著作《不战而胜》中写道：“说到蓝海战略，很多人可能都看过《
蓝海战略》那本书，可是却仅有极少数人能真正看懂（少于百分之一），而在能看懂的这些人中，又
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把蓝海战略付诸实践（少于万分之一）。
”当年小布什外交政策智囊团里重量级专家比比皆是，但布什就是认准了赖斯，他说：“只有她解释
的外交政策我听得懂！
”看来听得懂、看得懂极其重要。
　　第二，外出听课，参加短训班。
有些企业人士不喜欢看书，喜欢听课，听专家教授指点迷津。
搭进去的时间不少，钱也没少花，听一次课成百上千的，但因缺乏系统性等，还是似懂非懂。
以在中国赫赫有名的中欧商学院为例，这所由欧盟和中国联合创建的学校，在国际上都负有盛名。
听说当年赵本山想进中欧，因学历差距被婉拒，后来进了李嘉诚的长江商学院，把长江商学院的同学
逗得乐不可支，此话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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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中欧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给EMBA学员讲经济学，课后吴敬琏抱怨，学生对经济学基
本词汇的概念不清，双方的感觉显然都不在状态。
但是花了几十万学费的企业家和高管们，也许更在意的是一个高端的同学圈子，在商界和政界建立人
脉。
问题是，如果这些EMBA学员企业管理知识的基本功更加扎实，对诸多管理名词概念更清晰的话，他
们就能做到学习、交友双丰收！
　　第三，实践中学习。
人们认知过程应该是实践一理论一再实践的循环过程。
实践极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往往十分艰辛、曲折，很容易走偏。
有些所谓成功的实践，会使企业家变得自负、自满，结果喜欢用老的成功经验去应付新的挑战。
不善于反思、不善于反省的企业家，由于固执己见，使得企业不能继续发展、甚至于被淘汰的例子举
不胜举。
史玉柱说：“要改变一个人是极其困难的。
”一个人要做到从管理别人变为管理自我，光通过实践是很难做到的。
　　中国人学东西为什么常走这么多弯路？
难道中国人笨吗？
一点也不！
我在非洲的时候，看到黑人小学生很多成绩不及格，觉得很奇怪，也许是文明时间太短的缘故吧。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五千年发育过来的脑袋怎么会笨？
就智商而言，中国人与西方白人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老板们的脑袋个个都精明得像“狐狸”。
中国人不笨，但中国人保守，尤其缺乏想象力，整体思路狭窄，等国家有了政策，才开始有想法。
五千年的历史成了沉重的包袱，惯性思维根深蒂固，不善于创新，不敢创新。
美国每年GDP增长3%左右，其中1.5%是靠创新得来的，中国GDP增长虽快，又有多少比例是靠创新的
呢？
党的十七大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历史的总结。
　　企业管理怎么学之我见　　树除了底下的树根部分外，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树干、树枝、树叶。
树叶数以千计，小树枝数以百计，大树枝数以十计，而树干只有一根。
我们学习的误区在于，绝大多数的企业管理学习者，都没有MBA的基础，也可以说他们不知道MBA这
棵树，长得怎么样？
结构怎么样’？
所以，当他们学各种各样的实际课程的时候，就好比在学习“树叶”。
这些树叶属于哪个小树枝或者大树枝，学习者是不清楚的。
也许，任课老师会提到，所讲课程属于哪棵“树枝”，但学习者还是由于缺乏对“树”的整体结构认
识，使学习效果事倍功半。
　　如果我们想学会譬如企业重组、流程再造、六个西格玛、战略管理、绩效考核⋯⋯这些课程，并
把它们比作树枝的话，又由很多的专家、教授、讲师来进行不同的讲解传授，各种流派的不同阐述就
好像树枝上长出的数以千计的树叶，单单讲领导力的书籍就不下上千种，浩瀚的信息量很容易把学习
者搞懵，纷纷淹没在知识的海洋里，最终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树干”。
经过这么多学习的企业人士，你要求他们上台讲讲什么是企业管理，什么是人力资源，可能十个有九
个讲不清楚，大有“一言难尽，从何说起”的感觉。
　　现在我们希望把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
正确的学习方法应该是先找到“树干”，再找到“树枝”，然后再到“树叶”。
要弄清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也符合大自然先有树干、再有树枝、最后才长出树叶的规律。
脉络越清晰，对系统了解就越彻底。
当树枝长出再多的树叶时，学习者也会了然于胸。
　　那么我们的树是什么呢？
就是简化后的MBA系统——“三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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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实践考验和不断优化，被企业界、学术界所广泛接受。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MBA的核心课程有七门，它们是“经济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
”、“市场营销”、“财务管理”、“运营管理”、“电子商务”。
笔者多年企业实践后认为，MBA本身并非完美无缺，MBA缺少一门重要的课程——管理心理学，老板
了解员工心理、员工了解老板心理，双方都受益。
另外，MBA培养的对象是三种人，一种是像麦肯锡这样的企业咨询公司的顾问，第二种是金融界的财
务精英，第三种才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因此对绝大多数的企业人士而言，“经济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都可以暂时放一放，甚
至不学。
“运营管理”即流程管理，可以融入剩下的三门课程之中，这就是笔者把企业管理分为“领导力”、
“人力资源”和“市场营销”三块的初衷。
这是一种在MBA基础上的再创，更符合中国中小企业的特点。
然而，领导力、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这三块也有挺多内容，真正掌握也不容易，怎么办？
再简化！
比如领导主抓战略方向、制度和文化；人力资源抓住六个字：“招聘、培训、激励。
”这种提纲挈领的学习方法，可以消除学习者的心理恐惧，从而产生兴趣，最后做到思路清晰、驾轻
就熟。
　　“企业管理三三制”推出以后，受到了企业人士的广泛认可和热烈欢迎，普遍认为好学、好记、
好懂，甚至好用！
为什么大家喜欢“三”字？
笔者在与企业人士交流时，问他们，谁能说出十个进口电视机的品牌，大部分人只能说出五六个，我
又问谁能说出十个国产电视机品牌，结果也差不多。
这证明了一个心理学理论，记住五个、六个，最多七个，是人们的记忆规律。
那么，当我们要求他们只记住三个的时候，人人都能记得住。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化。
它消除了对记不住的担心，而记住的东西更容易应用于实践。
　　本书的风格是不讲废话，直奔主题。
比如战略一章，围绕“什么是战略、为什么制定战略、怎样制定战略”展开，最后提供标杆企业的实
践典范。
正文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直截了当的结构为主线，既节省了读者大量宝贵的时间，又能
使读者获得最直接的信息。
希望借此为受困扰的企业界同仁“打开一扇简化之窗”！
　　本书凝聚了《哈佛商业评论》等中外管理学术精髓，收集了不少经典案例，融汇了学术界和企业
界许多前辈的智慧与思想，当然也有赖于自我长期的实践与思考，尤其为寻找标杆并找到与章节相对
应的经典案例，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时间。
但本着“把复杂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读者”的宗旨，终于完成使命。
另外，由于搜集的资料比较分散，难以追溯所有出处，在深表感谢的同时，还敬请专家朋友们不吝赐
教。
同时，借此机会感谢鼎力相助的戴永或先生、包蕾小姐、张翼先生、钟振全先生、何新华先生、李敬
先生、文俊小姐等同仁好友的悉心指导和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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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管理知识既多又杂，难学难记，使许多学习者心存疑虑，学得会
吗？
实际上，很多中国企业人是在试错中摸索管理规律，学到的只是经验 。
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进步很慢，并且在工作中，心里也不踏实。

中国亟需“看得懂、用得上、记得住、讲得出”的简化后的MBA知识。
 《简化的力量》笔者李震华历时三年，在大量实践、研究、咨询的基础上
，用再创的方式，开发出“企业管理三三制”系统，并逐一解读，配上经
典案例，几经周折，著成《简化的力量》，旨在奉献一份对社会的责任与爱心。
 《简化的力量》将企业管理分成三块，即领导力、人力资源和市场营
销。
 领导力：领导的关键是做好自我管理。
这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核心观点 。
自强自律，责人先责已，榜样的力量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
，追随者越多，企业就越能做大做强。
 人力资源：紧紧抓住以激励为核心的招聘、激励、培训三件事。
招对
人比培养人重要：激励是心理学，要找到员工需求点。
培训如不能改变员 工行为就是浪费。

市场营销：如果把销售比作直线，那么市场营销可比作一个圆，一个 循环。
从市场调研、市场细分和定位开始到建立渠道，运用四大促销手段
等一系列动作，其宗旨只有一个，即发现并满足客户需求。
品牌不但覆盖 营销，还覆盖企业，是使产品卖更多钱的神奇东西。

简化不等于简单，如能使读者阅读得轻松、愉悦，也是一种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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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稻盛和夫于1932年生于鹿儿岛，从鹿儿岛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系毕业，后历经千辛万苦，27岁开
始创业，在亲友资助下，开创京瓷公司。
　　作为日本著名的“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留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两个世界500强企业——京瓷集团
和KDDI集团，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企业的精神食粮——京瓷哲学。
　　稻盛和夫的经营管理哲学非常丰富，据说马云都想成为他的学生。
这里我们通过几个他自己陈述的有关领导力的典型案例来与大家分享。
　　一、稻盛和夫强调愿景必须强烈　　稻盛和夫认为：想要成就事物，必须有强烈的愿望，这种愿
望要持续地保留在脑海中，并努力加以贯彻和思考，最后会发生让你“看到”结果的事。
他强调，对愿望要朝思暮想，无时无刻都记在心。
他形容假设你某一天受了伤，从伤口流出的不是鲜血，而是“愿望和愿景”，只有强烈到这种地步，
才会转化为做事的原动力。
　　日本人的可怕在于此，我们在企业讲愿景，有时像吹风一样，风过了就淡化了，有几个人能如此
深入骨髓地去强化，这也是稻盛和夫成功的秘诀之一。
　　二、稻盛和夫是怎么听课学习的　　稻盛曾经在40多年前听过松下幸之助的一次演讲，题目是介
绍“水库式”经营。
大致意思是做企业要像建水库一样，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时可以贮水，河水干枯，发生水荒时可以利
用水库的水来灌溉。
松下的意思有点像中国的成语“未雨绸缪”。
松下要求听课的企业家趁企业在经济景气情况下为将来不景气作贮备和准备。
没想到听课的日本中小企业主一片哗然，坐在后排的稻盛和夫看得清清楚楚，听众议论的焦点是，松
下讲的是废话。
那年头大家每天拼死拼活工作，才勉强维持企业，哪有余力“贮水，蓄水”。
希望松下先生能教他们如何“贮水”，怎样才能拥有一座贮满水的水库？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合乎逻辑，松下先生面对这个问题，温和的脸上浮现一阵苦笑，沉默了好一会，最
后慢慢回答：“关于如何拥有水库，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不去想办法兴建水库，那可不行。
”当会场的人都哑然失笑，对松下的回答感到没搔到痒处，但稻盛和夫却像全身上下都通了电流一样
深受震撼。
为什么？
有些真知灼见的东西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要靠自己去悟，而不是别人教的。
稻盛认为“若非心中热切渴望，美梦不会凭空实现”。
换句话说，只要自己心中有建水库的强烈愿望，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也会把水库建起来。
但如果愿望不强烈，再教也没有用。
所以他得出结论“一个人的人生会直接受到自己想法的牵引，这是许多成功哲学的核心思想”。
大多数人带着“外求”的态度听课，少数人带着“内存”的态度听课，而后者恰恰得到了松下幸之助
这位经营之神的真传。
　　三、领导者应舍私利，行正道　　稻盛和夫常说：“螃蟹只会比照自己壳的大小挖洞”，而企业
家应该是先进人类，应该向“无私”的境界迈进，“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做长
久。
稻盛和夫能创建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就是“无私”的产物。
尤其是稻盛创建“日本第二电电”时，目的鲜明，只是想“降低国民的通信费用”，公司的使命也就
八个字：“动机至善，私心了无。
”俗话说：“无私者无畏。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才使稻盛和夫在完全陌生的领域获得巨大成功。
　　京瓷公司的成功与稻盛和夫的利他情结有极大关系。
他说：“难成大事也可归因于爱己。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化的力量>>

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爱心’作祟，只要自己好就行，这种想法和做法得不到他人的协助。
不能一味想着‘利己’，而应将‘为生意伙伴、为员工、为社会’的‘利他’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如此就能得到他人的依赖与协助，不论事业或人生都会顺畅。
”　　稻盛的利他情结除了与父母从小良好的教育有关外，他还学习了日本的历史和名人，尤其是日
本明治维新的元勋——西乡隆盛，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同时也是稻盛和夫的老乡，对稻盛和夫
影响深远。
西乡的“敬天爱人”格言成了稻盛和夫做事业、做人的座右铭。
　　标杆点评：　　日本人的性格有矛盾之处，比较暧昧，不如德国人在二战问题上反省得那么彻底
。
这一点稻盛和夫认为：“日本的谢罪之所以不为中、韩两国所接受，不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坦率面对应
该道歉的事实，对于谢罪这件事又夹杂了颜面和算计等种种复杂的考虑，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吗？
”可见不随波逐流。
有独立见解，敢于挑战是值得向稻盛和夫学习的地方。
他提倡老板要“无私”，一般人不到一定的层次是难以做到的。
但滑稽的是老板越无私，企业却越能做大，这也许是马云想向稻盛和夫学习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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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企业成功靠MBA的普及，中国企业照搬MBA门槛太高水土不服，把MBA知识简化并与中国
文化相结合，也许是唯一的捷径！
国内首创“企业管理三三制”！
 针对当前企业管理知识系统庞杂、难学难记的情况，《简化的力量》提出一套关于企业管理“看得懂
、用得上、记得住”的简化的新系统，命名为“企业管理三三制”，并以此为主线，讨论了企业“战
略、制度、文化、人事招聘、激励、培训，市场营销调查、分销、品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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