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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就卓越》

内容概要

西门子集团于1857年成立于柏林，在电气工程和电子技术领域是世界市场的引导者。它虽是一家全球
性的企业，却一直因其扎根德国而深深自豪。
这本书是一部自传，它基于作者在西门子近四十年的工作经验而写成，其中有十五年是作为董事会与
监事会的主席。本书涉及了多个方面：
1. 当然是作者在西门子这个大家庭中的职业发展道路；
2. 西门子公司的企业文化，即致力于长期性、持续性地提高企业价值，并兼顾员工与股东长期利益；
3. 创新作为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
4. 并购、合资与撤资的重要角色；
5.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的区域性视点。
经济离不开政治，冯必乐在西门子任职近四十年，科尔、施罗德、默克尔曾听取他的建议，他也是唯
一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作演讲的企业家。最终他也因被控“向政府官员行贿以取得合同”被迫辞职。本
书回忆了作者从法务顾问一步步问鼎西门子帝国的首席，并最终锒铛下台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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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就卓越》

作者简介

冯必乐，1969年作为律师入职西门子，1992年起任董事会主席、CEO，2006年卸任，2007年因行贿案
接受调查。在他的任期内，西门子从一个普通的跨国公司发展为真正全球性的商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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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成就卓越》

精彩短评

1、西门子总裁冯必乐回忆录
2、对自己太多的辩解。政治家的嘴脸。创新，质量以及在复杂系统坚持，造就德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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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左手创新，右手坚守——来自西门子公司的启示夏学杰一个年轻人在他母亲病床前承诺，会承担
起兄弟姐妹全部生活费用。他叫维尔纳·西门子，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20岁他就扛起了拥有十几个
兄弟姐妹的家，最终靠发明创造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创立了西门子公司。从1847年至今，近170年的风
霜雪雨过去了，西门子公司仍在延续着传奇。《创新成就卓越》是原西门子总裁冯必乐写的一本回忆
录。冯必乐1969年作为律师入职西门子，1992年起任董事会主席，2006年卸任，2007年因行贿案接受调
查。在他任内，西门子从普通的跨国公司发展为真正全球性商业帝国。本书生动回忆了作者从法务顾
问一步步问鼎西门子帝国的首席，并最终下台的职业生涯。维尔纳·西门子曾说：“只要你精力旺盛
，你就在成长；一旦你成熟了，你也就开始腐烂了。只有不断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发展点，你才会不断
地前进。”创新无疑是西门子最重要的成功之道。从维尔纳·西门子改良电子指南针式电报机，到如
今的电气工程和电子技术领域世界市场的引导者，创新始终是西门子的灵魂。冯必乐说：“创造性并
不只存在于公司的创立初期，而是贯穿于西门子公司的各项活动，这是西门子的核心优势。”如从完
善公司技术能力的角度，挑选收购对象。将创新与全球性一并考量，整合全球研究和开发网络等。西
门子有一条传承了150年的公司理念：我们自己做开发！企业为员工提供成才的空间和创新的土壤。为
了实施一项技术攻坚，动辄组织几百人的研发团队，动用数亿资金，可见其创新的坚决性。除了创新
之外，我觉得西门子更为难能可贵的品质是坚守。虽说从建立之初就开始国际化，也堪称至今最为成
功的国际化公司。但是，相比坚守，国际化并非其核心优势。低调，保守，小心驶得万年船。西门子
坚持保守的财政政策，被经济专家讥讽为“拥有电力工厂的银行”。西门子习惯将所得的收益分成三
个部分——三分之一用于分红，另外的三分之一作为公司的储备金，剩下三分之一则归到公司隐性资
金储备中。工厂大楼一直都是西门子的财产，许多人指责其固定资产所有率过高从而导致资本约束高
，许多办公大楼都应被卖给投资者并且再租回来。在20世纪90年代，西门子作为通讯设备的老牌供应
商迟疑很久才开始从手机生产中获利，而在这一领域，公司本可在短短几年就获得丰厚的盈利并一步
步提高占有份额。而西门子认为，这种产品只会在短时间内流行并且推广费用很高，不符合西门子的
企业文化。西门子从不参与短期的投机活动，不适合自己的，就果断舍弃，这就是他们的坚守。西门
子十分看重业绩的有机成长，而非收购性增长。西门子宣布成功收购西屋公司那一天，西门子股价不
升反降。因为当时人们并不看好所谓的传统经济，更希望西门子投资信息和通讯技术。然而西门子的
决策层却坚持认为，“不管哪个领域，廉价而充足的电力供应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西门子当时
跟随金融市场的喜好，就不会拥有后来被称为“西门子发电集团”的快速发展了，也就不会在这一领
域做到世界第一。为何有的企业风风火火一阵子，过几年就销声匿迹？当时其产品也是走在前沿的，
否则也很难红火起来。一方面可能是以为创新能力不够，没有持续的发展力；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经
营行为太过投机，看什么好，就跟风上。笔者觉得，相对于创新力，我国企业更缺少的是坚守，这包
括对品质的坚守，对主业的坚守，对责任的坚守等等。当然，西门子也并非不存在跟风行为。在微芯
片研发上，就有些跟风了，1984年启动勇敢的追逐战，然而即便是投入了巨资，最后还是疲于奔命，
始终跟在别人后头，被日本企业牵着鼻子走。西门子创始人维尔纳在1887年给弟弟卡尔的信中写道：
“在生意中我一直视物品的货币价值为第二追求”，维尔纳还说：“如果我没有给予我忠实的员工他
所应得的那份，那么这些钱我拿了也不得心安。”维尔纳追求的是建立起一家长期性的公司，不仅只
为了自己，同时也是能造福下一代的公司。初读这样的话，可能会觉得过于冠冕堂皇。其实，看西门
子的历史轨迹就很清楚了，维尔纳说的，句句是实话。财富是为人所支配的工具，而非人生之目标。
人生的追求应高尚些，更有意义些。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也曾在家书中留下这样的话：“如果我
们透视财富的本质，它终究只是上天托付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面对财富问
题，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正确予以认知，并且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营造充实的人生⋯⋯我日益坚
定地相信，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乃是借由一己力量的发挥，能够对于社会做出实质贡献，为
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唯有建立这样的观念和人生目标，才能在漫长一生当中持续不断
自我期许勉励，永不懈怠，并且凭以缔造若干贡献与成就，而不虚此生。”没有良好的价值追求，企
业很难做长。西门子致力于长期性、持续性地提高企业价值，并兼顾员工与股东的长期利益。西门子
十分强调对员工的责任，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并主动肩负起政治责任。因为积极主动的作为，冯必乐
在主政期间与德国政府高层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从1893年开始西门子让员工参加有针对性的深造。早
在德意志帝国的养老保险政策之前，西门子公司内便产生了企业养老保险。西门子公司远远早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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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起工厂食堂、工厂医护、工厂住宿、假期疗养院、运动场、托儿所以及儿童休息处。企业职
工委员会还定期向员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冯必乐最初在西门子就是这样做咨询的，这既解除了职
工的生活之忧，又充分考虑了职工的成长所需。从家庭到个人成长，公司想的这么周到，怎能不让人
心生归属感？总有人抱怨员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些抱怨者是不是也检视一下单位有没有使人获
得归属感呢？冯必乐认为，西门子员工把自己当作企业大家庭的一分子，并且完全信任这个大家庭。
他们非常忠于公司，并且也知道，公司不会在苦难时期将他们抛弃。西门子公司实施的是持久的人力
政策，但要说“不存在解雇”，怕言过其实。我在本书中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反证。光是因为投资不
当或产能过剩，西门子就关闭了好几个工厂。尽管西门子对解散的员工做了一些培训等工作，但总归
是让那些雇员回家了。当然，要承认西门子做得比一般企业要好。冯必乐就有些看不上韦尔奇定期淘
汰末位的百分之十员工的“末位十名”规则。发表于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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