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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经营（实战篇）》

内容概要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于2010年以78岁的高龄，出任日本航空株式会社会长，仅仅一年就让破产
重建的日航扭亏为盈，并创造了日航历史上zui 高的利润。实现日航重建的阿米巴经营的导入者、操盘
手，就是《阿米巴经营》（实战篇）的作者森田直行，他曾在京瓷公司常年参与了阿米巴经营体系的
设计和运营。
阿米巴经营是京瓷公司的创立者稻盛和夫根据其企业经营的经验而构建出来的经营手法，这种经营手
法最终成为京瓷公司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大企业的原动力。
一直有这样的误解存在，“阿米巴经营只适合制造业”。但是，森田直行已在各行各业里成功导入阿
米巴经营，与许许多多的企业经营者一起经历了无数次的改革和改善，也亲身经历过很多赤字企业像
不死鸟一样起死回生，并变成一个利润率很高的企业。
关于阿米巴经营的介绍有很多，但是真正对阿米巴经营的实战方法进行详细描述的，几乎没有。《阿
米巴经营》（实践篇）介绍了阿米巴经营的实战方法和案例，帮助企业将人的潜力无限地激发出来。
导入阿米巴不仅可以改变企业的决策机制、组织和事业的结构，更能改变肉眼难以看到的企业文化，
甚至改变员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Page 2



《阿米巴经营（实战篇）》

作者简介

森田直行，KCCS管理咨询（KCMC）会长。1942年，于日本福冈县出生。鹿儿岛大学毕业后，1967年
入职京都陶瓷（现京瓷）公司。阿米巴经营的结构和信息系统的确立与推进者。1995年，京瓷沟通系
统有限公司（KCCS）成立，就任社长（现任顾问)。2006年，任京瓷副会长。2010年，参与破产的日
航重建计划，担任副总裁。2012年，任中国京瓷阿美巴管理顾问（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每天为阿
米巴经营的传道倾注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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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经营（实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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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经营（实战篇）》

精彩短评

1、一页纸能说完的内容，要说一本书。日本人的书都有这个毛病。
很通俗易懂，由大变小，化整为零，独立核算，为利润负责。
好像海尔就在进行这样的活动吧。
成功＝能力×热情×思维方式
2、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通过很多案例深入分析了阿米巴经营模式及实战运用相关知识，看后
受益匪浅！
3、不错 真正有意思的一本经营书
4、家庭主妇型记账式管理，从改善现金流开始。
5、实用性比较强，但是不借助咨询公司能很好地落地吗？我也没想好。
6、关键点：找出结算部门——谁在创造价值；简单计算逻辑—— 每个人的价值可被量化；高频反馈
——让竞争变得好玩
7、介绍了几个推广的案例。
京瓷忘我利他经营哲学，阿米巴经营内部结算体系。
8、不错的入门书，对于组织架构调整、运营管理、费用管理、激励分配都有较好的启示
9、用每个人都能看懂的记帐方式，让员工切实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同时与其他人展开竞争（良性）
。但其中更关键的，是对业务的拆分，如何形成单独的核算部门，并且找到核算的平衡点才是真正体
现出管理者能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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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巴经营（实战篇）》

精彩书评

1、稻盛和夫在其著作《阿米巴经营》中提到他提出阿米巴经营的创想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破除当下
令管理者头疼的“大企业病”的顽疾，这是从宏观的角度而言。而森田直行则从微观管理的角度阐述
了阿米巴经营的原始动力——人。他认为企业成长离不开人，同时人的潜力又是巨大，然而现如今的
企业并没有很好发挥人的作用，这主要源于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缺乏对目标的设定与绩效的评价
，企业中包含着大量的辅助部门，而这些辅助部门的绩效又难以用数字来衡量，这就使得很多人失去
了努力工作的动力。相反，阿米巴经营的最大特点就是令个人努力能通过数字被反映出来，它通过以
小集体、小部门为单位来把握利润，引导员工以实现自己小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努力，这种思路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绩效的透明化，每个小集体的绩效明确了，就能用绩效与当初设定的目标进行比
较，从而找到差距，从而激励每个人都参与到小集体的经营当中。那么阿米巴经营是如何实现这一过
程的？用森田直行的话来说，阿米巴就是作为结算单位的组织，它由5~10 人组成，每个单位像一家公
司一样进行独立核算运营。末端组织的组织形态和人们的劳动方法遵循一定规则的条件下，根据环境
的变化而迅速进行自动的自我调整和修复。举例来说，通常一个企业的销售部门的目标就是扩大销售
额，这时销售部门就容易缺少利润和成本意识；而企业的生产部门又关注于降低成本（这里的成本主
要是由企业计划或财务部门制定），因此就忽视了市场价格这一重要因素。结果就导致了销售部门为
了扩大销售额进行价格战，不计成本地不断挤占产品的利润，而生产部门受制于无权把控成本，只能
一味降低成本使得最终定价游离于市场价格之外，很可能不被市场所接受。阿米巴经营的好处之一就
是避免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模式，阿米巴经营按照产品的种类和工序设定阿米巴，在这个营体系当中，
产品的成本是由生产制造的阿米巴进行的，在生产伊始最底层的阿米巴C向下一道工序的阿米巴B交付
半成品，同样阿米巴B又向下一道工序阿米巴A交付半成品，指导最终交付到销售部门为止。显然制造
部门最清楚产品的成本高低，最底层的阿米巴C为了实现自己的盈利，其向阿米巴B提出的定价就是它
的费用和利润之和，这时阿米巴C的交付价格就成为阿米巴B的成本，而阿米巴B再在半成品加工增值
的过程中增加自己所占有的利润和费用，那么阿米巴B的成本+利润+费用就作为交付价格同阿米巴A
进行内部交易，以此类推，直到产品完成向销售部门交付，销售部门同样利用这种方式增加一部门利
润和费用，最终形成了最后的产品定价。这种运营模式的改变了过去“企业黑箱”的弊端，它使得每
一个阿米巴都能作为最小单位来进行完整的交易，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每个阿米巴必须想方设法地
降低费用以提高自身的利润，假如每个阿米巴都能做到利润最大和费用最小，那么企业就会形成一个
良性的循环，最终的产品定价也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另外，企业中的辅助部门虽然难以量化收益，
但其运营成本是可以由费用来代替的，这部门费用由收益部门共同承担，而费用的降低自然就成为辅
助部门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提到费用和利润，难题就出现了，在对企业进行分割时如何保证每个阿
米巴的目标和方针都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如何确保每个员工都能积极主动地践行公司理念，不遗余力
地去节约费用和提升利润。这时就不得不提到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了，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培训
的国家，他们在企业经营管理当中非常看重“论语与算盘”的平衡，在书中的案例中也是同样，在新
公司开始导入阿米巴经营之前都是进行大规模的培训宣贯，将一种“高尚”的组织情怀融于其中，形
成一整套积极向上、接受变革的企业文化，然后在进行阿米巴经营的导入，这样就会容易得多，可见
阿米巴经营的成功必须辅助以经营哲学的灌输。虽然这本书与稻盛和夫所著的《阿米巴经营》同名，
但其实它的作者并非稻盛和夫，而是其得力干将森田直行，作为阿米巴经营的结构和信息系统的确立
与推进者，森田直行对阿米巴经营的理解显然是更加清晰的，特别是这部《阿米巴经营（实战篇）》
包含了大量的案例，同时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稻盛和夫所著的《阿米巴经营》中难懂的会计结
算部分，在这一点上来看，森田直行的书更利于当代的企业管理者接受。该链接是“”我所理解的阿
米巴“”——读《阿米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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