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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内容概要

《大败局2》解读九大著名企业盛极而衰的失败原因：“中国第一饮料品牌”是如何陨落的？家电业
最具现代气质的公司，是怎样被肢解和蹂躏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航母，为何会彻底沉没？股市庄家如
何布下资本迷局？最具想象力的汽车革命为什么会一夜流产？房地产最大的黑马失陷何处？最低调的
钢铁公司如何迎来最致命的打击？中药业的领头兵因何溃不成军？资本狂人究竟是在点燃全民的热情
，还是在玩火自焚？
在《大败局2》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他们往往有较好的专业
素养，在某些领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同时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情赌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
一刻，倾命一搏。这是企业家职业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成者上天堂，败者落地狱，其微妙控制完全
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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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作者简介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常
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主要出版著作有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
其中《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
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浩荡两千年》被评为“2012年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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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书籍目录

序言 关于“中国式失败”的思考
健力宝： “东方魔水”是如何变味的
“东方魔水”： 一个橙黄的传说
乱世纷战： 清新一枝不坠泥
致命一问： 健力宝是谁人的
呵护李宁： 小李比老李幸运
政商交恶： 偏不卖给创业人
张海登台： 命运三耍李经纬
“法师”当家： 步步臭棋毁天物
盛宴散场： 闹剧何日有竟时
【健力宝大事记】
【后续故事】
【新新观察】 值得检讨的“三水策略”
科龙： 一条被刻意猎杀的龙
顺德模式： 炸平山头建厂房
潘宁宿命： 怎一个“愤”字了得
科龙革命： 名不副实的革命
格林柯尔： 抢食腐尸的兀鹰
顾氏新政： 一块钱里有我两毛
造系运动： 并购催生霸王梦
顾郎之争： 一场针锋相对的战争
【科龙大事记】
【后续故事】
【八方说词一】 可惜了，科龙
【八方说词二】 顾雏军的并购“七板斧”
德隆： 金融恐龙的宿命
第一桶金： 5000人去深圳排队认购原始股
三驾马车： 被夸大的整合神话
第一庄家： 股不在优，有“德”则名
产融整合： 这是个真实的谎言
末路狂奔： 没有节制的大游戏
牟唐对照： 两代大鳄何其相似
何谓天意： 企业家性格的投射
【德隆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 我们的6个失误
【八方说词】 学者、总裁：各说各的德隆
中科创业： 那个庄家狂舞的年代
朱大户与K先生的亲密接触
神奇的小丁
K先生的跨世纪对话与“5·19行情”
构筑“中科系”
因内讧而造成的崩盘
【中科创业大事记】
【档案存底】 第一代庄家的结局
【八方说词】 为什么中国股市像赌场
华晨： “拯救者”的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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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亮相： 催生“中国第一股”
造车： 打造“中华第一车”
背叛： 导致决裂的罗孚项目
出局： 无可诉性的“知识产权第一案”
溃败： 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华晨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 “我没有为华晨培养一个好的接班人”
【新新观察】 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
顺驰： 一匹被速度击垮的黑马
26岁时的那场牢狱之灾
顺驰，就是“孙氏”的谐音
当孙宏斌杠上王石
现金流的“极限运动”
奈何天不佑宏斌
一次没有技术含量的失败
【顺驰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 孙宏斌答《普鲁斯特问卷》
【八方说词】 “地产大佬”说顺驰
铁本： 钢铁之死
长江边的钢厂梦
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宏观调控的分水岭
铁本之死与建龙之活
最让人意外的公诉书
【铁本大事记】
【后续故事】
【新新观察】 中国企业家的“法罪错位”
【八方说词】 “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三九： 中药的“最后一次失败”
一个人的三九
第一次扩张： “下山摘桃子去”
第二次扩张： 仅次于德隆的大鳄
第三次扩张： 回归专业化的狂想
龙种与跳蚤
【三九大事记】
【后续故事】
【八方说词】 赵新先的“捞钱六招鲜”
【新新观察一】 一样的战略，不一样的结果
【新新观察二】 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
托普： 十年一觉TOP梦
蹬三轮： 大学教授敢下海
放卫星： 托普一夜暴大名
软件园： 跑马全国成地主
“托普系”： 生产“概念”的公司
大招聘： 那最后一根稻草
两元钱： 了结一场TOP梦
【托普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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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CEO”
【新新观察】 “我无法控制哥伦比亚”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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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精彩短评

1、煽情的部分比1多了很多，不是太推荐。
2、和第一部的那些“坑蒙拐骗偷”们相比，第二部的这些主角大部分都是干实事的，除了那几个在
资本领域空手套白狼的。可惜大多都因为政治环境问题或政商问题而黯然出局。适值今日，两部书里
讲的很多往事还在重演，中国的路还很长。另，两部书的细节都比较粗糙，不少野史的味道，只可粗
看，不可深究。
3、一口气读完了大败局2和1，都是讲企业从创业到不可一世再到衰落的过程，通俗易懂，受益菲浅。
其中《大败局I》侧重讲是在法制不健全的前提下，企业人要有企业道德，比如尊重市场规则，尊重对
手等；《大败局II》侧重讲的是中国企业不仅要懂商业，还要学会与政府沟通。
4、产权归属；盲目扩张；失去控制。“铁本”一案真是讽刺又无奈啊。“我们至今缺少对一种简单
而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企业的神话或悲剧难以避免地蒙上了一层莫名的灰色。”“有时候，你辛辛苦
苦做好一个产品，不如在某个夜晚喊出一个新概念。”
5、第一部给人感觉很多早期的企业家不懂财务，又狂妄自大，因此造成了失败的局面。到了这一部
，又觉得懂财务，不懂政治，反而更加可怕。而整个衰败的过程里，书中谈及的很多例子都在于产权
不够明晰。悲观的是，一开始的产权不明晰，到最后在跟地方政府谈判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
余地。华晨那章让我想到张五常的“县域竞争”，张认为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源于县域竞争，但仰
融出走又凸显县域竞争中的地方保护横行，在资本转移的问题上，近乎无解。铁本是全书里最让人觉
得郁闷的案例，相较而言，复星的建龙项目给人一种谁运气谁出头的感觉，而谁又能保证这种运气会
常伴左右呢？
6、多元化是否是陷阱，优秀还是卓越的企业家，在于企业换人后是否有延续性。商业有天才，激进
冒险还是大胆创新就在一线间。但政府人员的贪婪和愚蠢有一天也会被清算。关注商业新闻，一是学
会分辨，二是通过规律预知未来走向，当时苏州与新加坡合资工业园，多少商机由此衍生，也由此改
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7、吴晓波的成名之作，大败局之后他的作品都在商业史的路上一去不返
8、剖析的很深刻，确实可以拿去做MBA教材。对于90后来说你80%的企业你都没听说过，可它真的存
在过而且曾经还很辉煌，可它仍旧没能逃过一劫。真的值得90后读一读。
9、时势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毁掉英雄。对于英雄，不要神话他，要正视，即使他有一天倒下；不要
妖化他，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英雄来从精神上领导大家。
10、十年一觉托普梦，多少企业烟雨中。
11、读李经纬的故事真的好动容
12、2000后的败局
13、2017第4本   做企业如走路，不能走的太快，容易扯着蛋
14、乱世出草莽。
15、2比1更有营养
16、财经史需要有执笔人，不粉饰是这本书能够经久不衰的道理，但也请各位教授莫要过于把此捧上
神坛，还应辩证理性看待⋯
17、至此，吴晓波几套经济史看完了
18、做企业家难，做中国企业家更难
19、赞，给我们的思维一个大视角。
20、创业不容易
21、二刷预定
22、写的不错
23、窝在家里慢悠悠地读着一个又一个那些曾如烟花般绚烂却又转瞬即逝的企业故事。有些领域不了
解，并不能读透，但并不妨碍我对那些激情满怀，翻手云覆手雨的企业家深深的感叹与唏嘘。那仿佛
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所有人都急不可耐，所有的事情没有不敢想只有不敢做。
24、大企业家的败局2
25、专注与否，这永远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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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26、野蛮生长的各种故事
27、多次反复阅读的一本书，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次隔了几年再次重读，自己经
历了更多的事情，看待很多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体验自然有所不同。这次印象特别深的是
顺驰的孙宏斌，他也是这些失败案例中难得的东山再起再创辉煌的枭雄，从失败案例到励志故事，令
人叹服。
28、改革初期民营企业原罪研究的第一书
29、第二部记录了新千年以后跨掉的企业，真是其兴也勃焉，其王也忽焉～
30、九个商业案例，深化国企改革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道路
31、依然很震撼，很经典，向专业主义走起
32、与第一部专注于冒险的草莽英雄不同，第二部的败家大多是知识分子型、在资本运作和政商迷局
中折戟，比如监管缺失和利欲熏心的资本炒作“怪胎”中科系。尤其具有警示意义的是，地方保护主
义狭隘的复仇心态导致股权结构含混不清，由此引发的炸弹在华晨、健力宝、科龙等优质企业次第引
爆、招致垂暮不振，我们在谴责政企裙带畸形共存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一个企业离开创办者，为
何会在短时间内衰败得如此彻底，正如仰融等过来人的前车之鉴，成功的企业家不能只是独战沙场的
大将军，更应该是优秀的兵团领队，亲自带好企业不易，但培育后来者才是笑到最后、基业长青的大
赢家。
33、看完健力宝的故事，难过了一晚上。对资本大鳄的资本运作手段惊叹不已，但是对经济金融了解
甚少，有些不明白的地方。类似企业史的书，总觉得有些主观，不能完全的还原故事的全貌。作者选
取的企业都是一定时期内的，在宏观环境类似的情况下，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共性，所以故事读来有些
重复感。
34、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35、德隆的产融结合 推高股价然后质押股权贷款做其他项目
三九的多元经营 托普的遍地开花的产业园  无不让人想起今天的乐视  也许阳光底下本无新鲜事 所有今
天的故事前人早就一再的演绎。贾跃亭仿佛是个刀尖上的舞者，相信自己长袖善舞终能摆平一切
36、荡气回肠~
37、没读这些案例之前，总觉得非常疑惑身边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富有的人越来越多，其实一些公
司至今还有产品在市场上，当今也是百花齐放的年代，互联网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不知道还会
有多少企业陷入困境，也不知道多少公司可以持续发展。
38、荡气回肠
39、跟第一本的不同，这本书里面描写的企业家相对来说要专业一些，他们不完全出身草莽，学历也
要高得多，也不全是不懂产品，可最后还是失败了，有跟之前一样的产权不明晰导致的控制权旁落，
政商博弈失败，也有的不重视产品，一味盲目扩张，讲故事的情况，也有在金融市场疯狂操作的。可
是更多是的是他们都曾经是很成功的企业，也有很不俗的产品，他们的名号都曾经激荡在这个国家的
上空，一时风头无限，他们也吸取了之前企业失败的教训，可惜没有完全执行。归根结底，控制控制
，无论是财务，还是企业，控制不了的企业，那肯定注定要失败。他们中有些让人唏嘘不已，有些已
经站起来了。
40、读完的最大感受，孙宏斌真是个牛逼的存在。
41、本书是《激荡三十年》中主要悲情企业的“纪事本末”，在MBA课程中影响很大。这些企业或企
业家败落的原因大概有：宏观调控、官员观念、公私争利、过度投放广告、传媒影响和盲目扩张等，
前三条是时代问题，后三者是个人问题。经济和企业的野蛮生长成就了一批人也毁了一批人，无论何
时都不要忘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
42、其实什么也没学到，只是觉得资本很神奇
43、产权不明  资本玩手 过快扩张 欲望膨胀 宏观调控 无法控制 创造概念＝大败局2   p.s.永远不要跟政
府玩心机，更不要对着干！
44、营销，管理必备课程。
45、以史为鉴
46、保健品行业的腥风血雨，想赚第一桶金的可以进来，赚得盆满钵满就尽快收手。企业家的失败令
人叹息，但从不可耻，毕竟这些都只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小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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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对具体案例不感兴趣的小伙伴看序言就够了，其中关于“中国式失败”的三点总结非常精彩。
47、气势和情怀上都比《激荡三十年》差多了，而且，内容也大半是重复的，收了《激荡三十年》的
话，这套《大败局》意义不大，骗钱的嫌疑挺明显的。
48、相对于《大败局1》，《大败局2》案例中的企业我更加熟悉。不啻为第一部的良心续作。
49、电子书版的错别字好多啊⋯⋯

大败局2里面的败局案例大多都是资本玩家，不靠谱的运作模式，导致隐患的产生，最后身败名裂。
中国改革初期阶段，不完善的体制和地方政府的私心致使一些优秀企业一夜间名声大跌，无以为继，
轰然倒塌。
50、一样的经典，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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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局2》

精彩书评

1、相对于上一本，《大败局2》的案例更多地集中于本世纪初，所以在企业类型与兴衰经过上都与1不
太一样，1里疯狂的广告轰炸行为不再是主角，然而2中的企业依然脱离不了狂热的轨迹，只不过方法
更加隐蔽、高端，从广告转向资本，以至于像我这样的门外汉读起来略感吃力。产权、政府、股市、
炒作、扩张、多元化等词语是本书的关键词，案例中相当大一部分的企业都是从优质的产品起步，逐
渐走上壮大、扩张的道路，最终迷失在资本游戏里。在国有企业改制、法律不健全的背景下，政府与
企业的关系非常复杂，本书的案例同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首先说一下《大败局2》（以下简称2）与《大败局1》（以下简称1）的一些不同，首先是年代的不
同，1的十个失败案例时间大概区间是在90年代那个十年，而2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其次，由于
年代的不同和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的不同，造成了两本书案例的行业和发展的不同，1我在之前总结
过，而2涉及到更多的“国企改革”这个历史命题和金融、互联网等等新行业的企业，这是1里面很少
的。相对于1的十个失败案例基本都集中在实业，2的九个案例分布则广泛多了，不仅涉及实业，还涉
及到了互联网与金融，二十一世纪初至现在都甚为火热的两个领域。2的所有案例几乎都围绕着两个
大的主题，而这也是那时困扰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那就是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革”和新兴经
济的崛起（信息产业、金融产业的崛起）国有企业改革，国家从1992年开始实施，到如今已经是第三
次国企改革了，国企改革又叫“摸着石头过河”，意思是没有前车之鉴，只能边走边总结学习。所以
每一次改革都伴随着一批企业的阵痛和哀鸣，有没病医死的、有小病加重的，等等各种情况都有。这
里面的功过是非就留着后人评判，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的举措，为我们以后的改革提供了前车之
鉴。2里面有三个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例，健力宝、三九和科龙。这三个企业都是因为国企改革走
上企业巅峰，同样也是因为改革而英雄末路。首先我们来说走向巅峰的因素，第一个原因是离不开优
秀卓越的企业家，以及改革给他们创造的施展才华的平台。健力宝从三水县一个酒厂发展成为国内最
大的饮料企业，离不开李经纬全力运营，有一句话说“没有李经纬，就没有健力宝”。艺高人胆大的
李经纬直接把目光投向1984年的奥运会，成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伴随着奥运的成功，健
力宝也跟着火红了一把；转身健力宝又赞助广州第六届全运会，成功的造势让健力宝成功崛起；而三
九制药集团的成功也同样离不开赵新先，三九的中药传奇就是他一手缔造的，三九连副厂长都没有，
厂长、书记、总工程师都是他一身兼，领导就一个人,&quot;一人机制&quot;成就三九，也毁灭了三九
。赵新先是国内首创出租车车顶广告和明星代言电视广告的企业家，同时也是第一个登陆美国时报广
场做广告的中国企业。这两个国有企业的成功都在于分权，把管理与经营分开，让企业领导人更自由
大胆的去运营和发展企业，这是我们在国企改革中应该注意的。要做到政企分开，让企业运营回归到
商业中，只有让企业家甩开膀子干起来，才能真正让企业产生效益和创造价值。第二，这三个企业的
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国有企业的特质给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很多便利，很多扶持政策都对国企的
发展大有帮助。民营企业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就是资金问题，而这对于国企来说一般都不是问题，银
行贷款一般都对国企敞开，充足的资金为国企的迅速壮大和发展提供了后续保障，另外地方政府也会
为国企找寻发展机会去并购其它优良资产去壮大企业实力等等。这三个企业成为国内最大，或者市场
占有率最大的企业后，都无一例外迅速的走向没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产权问题。科龙在资
金上是镇政府出资了9万元，所以科龙是乡镇企业，而正是由于这一产权归属问题最终决定了潘宁的
悲情命运，潘宁的被动下岗，再到后来的权力相争，让盛极一时的科龙退出了历史舞台；李经纬也是
在处理健力宝产权问题时，与地方政府关系闹僵，最终地方政府将健力宝出售，让“香饽饽”变成了
“烫手山芋”，谁也无力回天了。产权问题，是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然会暴露出来的问题，
也是国企改革必须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企业很难持续稳健的发展。产权最好伴随的企业的
发展，根据企业的规模来给创业的老骨干们一定的股份或产权，这样能让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也只
有这样才能激励员工积极创造新价值。赵新先自称为“中国最老的农民工”，他的退休手续一直没有
办下来，没有退休金、医疗保险、产权房，还住的职工宿舍，年近70还要打工给九十多高龄的父母尽
孝；还有另外一名大家广为熟知的企业家云南玉溪烟厂的褚时健老先生，为国家创造千亿的价值，到
头来却一无所有，贪污入狱。这些优秀的企业家，为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创
造财富带来的福利。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贪污，这是人的本性，很难杜绝，唯一能做好的就是建立完
善公平的制度，让为企业鞠躬尽瘁的企业家们，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胜利果实。美国通用电气
前CEO杰克韦尔奇，退位之后，仍然终身享有通用电气为其提供的一系列优待保障，这是我国国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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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需要注意的地方，一定要论功行赏，在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奖励制度。完善的制度就是功过有奖惩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涉及到国企，当然也不能不提到民营企业。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
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光、人数多为特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真正能
推动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就是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诞生，同时这也是解决就业最好的办法。但铁本等一
系列的民营资本在于国企竞争中不公平败北的事例说明，我国关于民营企业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建立更完善公平的企业竞争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创造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不
然民营企业无法在现有环境发展和壮大。铁本的创办人戴国芳，本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安德鲁卡内基
”（钢铁大王），从200万的注册资金到凭借自身努力企业销售收入发展到25亿，企业发展的非常成功
。在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准备贷款投入建设上百亿的钢铁项目，结果由于政府政策调控，让铁本
的项目胎死腹中，但同一时期，建龙的项目却活下来了，这一现象非常耐人寻味。民营企业进入核心
产业，因为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很难与国有企业竞争，就算民营企业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也没有用。每
隔三五年中国经济就会发生一次大调整，而针对的重点对象必为民营资本。在于国有资本竞争时，民
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国企
深化改革中，必须不断的开放核心产业，只有让民营资本进入，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对国
民经济大有裨益，不然垄断的经营，只会造成浪费和滞后。国有企业改革，包括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希望这条道路在以后会越走越顺。到时完善的经济制度，和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必
然会营造出一批卓越优秀的世界级企业。第二个主题就是新兴的金融与信息行业，这是未来经济的最
大增长点，也是我国大力发展的行业。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健康、娱乐也成为了最有潜力增
长的行业。德隆、中科创业这两个金融巨头，在当时的中国资本市场掀起了腥风血雨。唐万新与哥哥
唐万里创办的新疆德隆实业公司，帮助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老三股”改革成功转型，成为
金融市场巨头，从股市里面尝到赚快钱的甜头，开始摒弃投资巨大、时间漫长的传统行业。超越自身
实力搞金融和高息贷款，最终拖垮了德隆，捷径走成了死路。吕梁创办中科创业，欲做“中国的巴菲
特”，缔造壮大的“中科系”，欲操纵抬高股价追求高收益，最终内讧导致股价崩盘，也走向了死路
。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造成了股市像一个不规则的赌场，第一代庄家共29人，无一例外都是悲惨结
局，不按游戏规则非法追求快钱，最终都难逃报应。中国的股票市场还在完善的过程中，合理的利用
资本市场为公司的发展融资是现在金融制度的一项创新，但过分沉溺其中，对公司无太多益处。这些
企业失败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速度过快的成功，没有扎实稳健的打造企业的基石，这与1里面很多
企业失败的原因是相同的。大前研一说“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致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
，其实进入一个行业，先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在经济飞速发展，遍地是
机会的中国，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学会做减法。饮料业的可口可乐，快餐界的麦当劳，软件类的微软，
电脑的苹果，等等世界领先的企业都是专业化企业的代表。每一个十年都会有企业发展起来，也有企
业倒下，谁也无法预料明天，但控制风险是每一个企业家都需要意识到的。感谢那些企业家前辈，正
是由于你们牺牲和贡献，才为我们未来健康公平的商业环境建立提供了基础和参照。
3、《大败局1》看的是电子书，由于太经典了，第二部作品买了实体书，吴晓波为了写这本书曾亲自
赴广东、四川、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和新疆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加之众多学者和企业家的
观点，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定价的40元。《大败局1》中企业家落寞的根源是没有聚焦和未能控制住自己
的欲望，在专业领域成功后，不计风险的做大做强，或是涉足没有关联度、不同种类和不熟悉的产业
，最终将企业和企业家大好的前途葬送。《大败局2》中的原罪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定时期的产权不
清问题，导致政府和企业创始人交恶，最后两败俱伤。如果这些企业家能够更早一些意识到产权问题
并运筹帷幄，在政商危机发生时能够从对方的角度考虑多沟通，那这些企业和企业家转危为安甚至有
更长足的发展都是有可能的。政商问题今天依旧存在，正如阿里巴巴、500彩票网、Uber专车等，企业
的发展和创新的每一步都触动着政府的神经。如何处理好之间的关系？就像冯仑说的 &quot;企业与政
府的关系应该是与之恋爱却不与之结婚&quot;。沟通共赢才是根本。

Page 11



《大败局2》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