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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历程》

内容概要

这本书介绍并剖析了战略管理的十大流派，它们是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
识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和结构学派。这十大流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或层
次分析反映了战略形成的客观规律，对战略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它们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
战略管理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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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历程》

作者简介

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麦吉尔大学战略管理学教授，法国INSEAD组织管理学教授，著
述颇丰，包括《明茨伯格论管理》和《战略计划的起落》。
布鲁斯·阿尔斯特兰德：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管理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生产率研究》、《集
团公司中人力资源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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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历程》

书籍目录

推荐序
前言
第1章 战略管理概述
第2章 设计学派
第3章 计划学派
第4章 定位学派
第5章 企业家学派
第6章 认识学派
第7章 学习学派
第8章 权力学派
第9章 文化学派
第10章 环境学派
第11章 结构学派
第12章 结束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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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历程》

精彩短评

1、翻译太差
2、还是喜欢empirical一点的东西诶怎么破，死理科生
3、关于战略的入门书，必读
4、也许我应该先把这十多个战略管理流派的专著都先读一遍。。。
5、分类清楚，思路详尽，好书
6、战略历程：纵览战略管理学派
7、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识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
境学派、结构学派
8、--SM-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企业家学派、认识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
、环境学派和结构学派
9、作为企业战略和风险管理备考的辅助阅读材料。3.27～3.28两天读完，略读，已摘录笔记。感觉注
会教材比较完整、全面，也有一定的条理；但是读了这本战略历程可以更好地理解教材中综合性的体
系是如何构成的。
10、实际经验太少导致看得云里雾里，（但是还是觉得好厉害啊）
11、明茨伯格自己相信emergent strategy，他对战略流派的分析自然与众不同。
12、五星+
13、那个可怕的暑假，都在做它的课件。
14、哎嘛⋯⋯这翻译译的⋯⋯滚去读原版了
15、看过一些，不太明白，感觉一般
16、战略管理史。虽说“地图不是世界，方向不是道路”，但好的地图能打破小场景的局限性，让我
们站在另一个高度。读书还是要读经典哇。
17、明茨伯格书总是那么有深度
18、读书果然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大师们的工具和框架读后都忘了，字里行间的一些思想保留下来了
。他们告诉我专注和持续，是做事最大的道理。
19、此书是个综述，不知道现在战略管理什么个样子。
20、购于清华小书店，2002年
21、前几章写的很棒，后面几章写的我看不懂，流于文字了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啊。
22、熏陶
23、明茨伯格对于战略发展历程的解构，10个学派各有优点又有局限，使我逐渐理解企业战略外部咨
询的困难之处，以及模糊的解决之道
24、翻译得太差劲了，火死我了。书是真好，md!
25、喜欢明茨伯格的离经叛道，更喜欢他的著作，只是不容易看就真的
26、强力推荐的好战略书记，如果只读一本，就是他
27、当自己不知道去哪儿时，看地图也没用。课程必读，看得云里雾里的。
28、会当凌绝顶的，一览众山小。
29、高屋建瓴
30、分完种种学派，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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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历程》

精彩书评

1、这是一部对公司的组织、决策和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的理论、学派探讨、评析的系统化书籍，对我
而言它更像一副轮廓清晰的填色游戏，把各种有关组织的知识填充上去再使之井然有序。凡是就某个
派别争执不休的、迷失其所的，都可以读读这本书，获得全面的视野。
2、复杂多变的过程没有简单通用的方案。在追求内在统一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无疑是最好的出路。
明茨伯格总是能以更开放的视角看待确复杂多变的问题，给人广阔的视野和独到的见解。观点荟萃、
评点精辟，本书值得一读。不过本书只做到了各学派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并没有做到各学派观点的完
美融合。另外，本书前面大部分的文笔很精辟、精彩，后小半部分转为琐屑、贫乏，而结尾章节又是
出色的融合，显然不同的写作者水平和风格差别很大。（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明茨伯格的另一本书《
战略过程：概念、情境、案例》）
3、此类的书我记忆中只有一本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中学数学考题纵览   学完此书对付填鸭教育简直好
比是九阴真经在手 。。同时的当然  必须先废了自己   就好比几年前我看过一本 诺贝尔经济学家的什
么纵览   看完觉得天下武功so so, 自残了有十年才幡然醒悟  OMG it's shit. 
4、人生的决策无处不在，对战略管理的了解仅仅局限于企业管理或职场生涯方面都是有局限性的。
如果有一本书，从基础的层面，引导我们了解不同的战略观点、战略制定方法，对厘清战略制定思路
，做出正确决策无疑是有帮助的。目前看来，这本书可能在这个方面对我们是不错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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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历程》

章节试读

1、《战略历程》的笔记-第84页

        第十个盲人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摸都没摸一下大象，目的是为了避免经验主
义错误。他说：这么强壮的大象，最好是用图形来表示，就像一条曲线那样。

2、《战略历程》的笔记-第213页

        米勒提出了揭示由成功走向失败的四条主要“轨道”：* 焦点轨道造就了谨小慎微、质量导向的手
工艺人。把具有熟练工程师和经营无懈可击的组织变成了僵化的、迷恋于细节的补锅匠，企业保守的
技术统治文化用完美的但却是不相干的东西疏远了顾客。
* 冒险轨道改变了成长导向、企业家式的创业者，把由富有想象力的领导和创造性策划与财务参谋人
员所经营的公司转变为冲动的、贪婪的帝国主义者，手忙脚乱地扩张到他们一点也不懂的行业，严重
滥用组织的资源。
* 虚构轨道把卓越的研究开发机构、弹性的智囊经验机构及优异产品的先锋性组织，变成了乌托邦式
的逃避现实者，由一帮不守秩序的科学家所经营，把资源浪费在毫无希望、自以为是的未来发明上。
* 脱钩轨道把具有无可比拟的营销队伍、优秀的品牌和广阔市场的商人组织变成了没有目标的官僚的
随大流者，销售偶像模糊了设计主题，产生了一些过时的不连贯的“我也有”产品。注意建设性结构
是如何变成破坏性结构的——不过还是结构。为避免人们对米勒的论述长生怀疑，他举出了那些已“
陷入”这些轨道的公司有IBM、宝洁公司、德州仪器公司、克莱斯勒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苹果计算
机公司、迪斯尼公司等等。简直是一个蓝绶带名单！也许我们就是要经受成功与失败、增长与衰败的
循环（当然，这就是人类的“自然”状况）。

3、《战略历程》的笔记-第82页

        

4、《战略历程》的笔记-第15页

        当然，作为一个战略家，意味着不仅能持有相反的观点，而且还能像斯本德指出的那样要能综合
他们。因此我们希望读者掌握这10种观点。

5、《战略历程》的笔记-第48页

        英国外交部某研究人员说，“从1903到1950年，年复一年，我总是对爆发战争的可怕预言感到焦虑
和不安，每次我都不相信，但我只失败了两次。”

6、《战略历程》的笔记-第9页

        
深思熟虑的战略认为不需要学习，而应急战略则认为不需要控制。但实际当中的战略是这两种战略在
某种程度上的融合：进行学习的同事也要进行控制，换句话说战略必须在有一定方案的前提下形成。

7、《战略历程》的笔记-第160页

        国际象棋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啊：假如所有的棋手各个都充满激情，非常有智慧，个头虽不怎么高
，却非常可爱；假如你不仅对对手的棋艺心里没底，而且对自己取胜的把握也胸中没数：假如你的“
马”，足智多谋的在棋格上纵横驰骋；假如你的“象”假装易位把“兵”从他们的阵地上骗出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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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历程》

如你的“兵”，就因为他们是“兵”而恨你，离开指定给他们的位置，你就可能突然被“将死”。你
也许精明强干，最善于演绎推理，然而你却最可能被你的“兵”打败。如果你傲慢地依赖于自己精确
的想象力，你就尤其可能被打败，使你的激情和轻蔑一起被撕成碎片。——摘自《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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