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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前研一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曾任麦肯锡咨询公司日本分社社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
生院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大胆地提出了 “无国界经济学” 和 “地域国家论” 的观点。著有
《思考的技术》《专业主义》《M 型社会》《OFF 学》等多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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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带来的感触、思考不多，书应该比较老了，最近5年的变化程度又远超之前10年，于是乎各种总结
总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2、凡创立企业并获得成功的人，必是专业主义！
3、这是看老罗节目的时候知道了大前研一（关于金融确实了解比较少），老罗从这本书侧面去讲了80
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观点。但因为时间上的差异，所以信息有点过时了，但对于想要创业的人来说这
是一本上好之作。
4、说实话，并没有很大收获，可能我不是“经营者”的缘故吧。。
5、有些高深的书，不过道理都懂
6、内容是很棒的，但是写作与呈现方面的逻辑与体系就很一般了。需要认真静心来读
7、这本书版本好多。洗脑书
8、管理学的书十年前的 读的价值就不那么大了

9、啥玩意儿？日本人会不会写书啊？就这水平还大师？我呸！
10、比较老的感觉，但还是有闪光点
11、了解架构就可以，实际内容因人而异。新东西不多，作为理念的了解与支撑。第二章最为可读吧
！
12、抛弃先例，养成怀疑常识的习惯，获得洞悉变化本质的能力。
13、坚持读完了
14、与一般管理类书籍大同小异，专业主义在哪里？
15、控制自己的情感，并靠理性而行动，以顾客为第一位，具有无穷的好奇心和永无止境的进取心，
严格遵守纪律。
16、行文零散，但颇有启发，特别是关于要学会提问题和学会讨论方面。
17、挺有启发的。读逻辑性强的书必须做笔记。
18、2017年的第一本书（跨越16年）专业能力、顾客至上、授权，好奇心进取心，遵守纪律。先见能
力、构思能力讨论的能力。全书有太多的点，让我经常有种原来平时的直觉说出来是这么一回事的感
觉，值得细读，值得细细品味。麦肯锡的思维逻辑与应变能力。
19、感触不深都忘了
20、感觉一般，有点像堆砌的内容。
感觉直接看目录就能知道全书了。
21、前半部分觉得不错，后面就有点乱觉得
22、年代久远的书了
23、比较适合企业经营
24、除了对专家的定义，没什么太多的借鉴意义，我只能说书上说的都对，但不具备实操性。
25、1、首先说排版，中信一贯的风格，内容不多，却硬要通过扩大行间距和摘要重复观点的方式，增
加页数，让书看起来很厚，然后定价很高，这样的出版社实在无法让人尊敬。
2、内容方面，本来对大前研一的著作期待很高，但读完本书降低了我对他的期待，从书的内容看，
定名专业主义，只有第一章从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角度对专家及专业主义进行了定义，这部分内容很不
错。但是后面四章，强调四大能力，预见能力、构想能力、讨论能力、适应矛盾的平衡能力，几个能
力本身的一些论述，有些地方不错，但是有些地方讲得并不透彻，有些地方逻辑上也存在问题，而且
言语间多少能看出作者对于自己咨询顾问角色的自得，也许正因为是咨询顾问，而不是真正的经营者
，所以他的一些看法才没能像稻盛和夫那样直抵事物本质。
26、参加讨论的人身份与地位各异，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倾听来自各种视点与角度的意见。此时不要受
“发言者是谁”的影响。养成关注“说的是什么”的习惯至关重要。我们还必须养成这样的习惯：当
人们意见惊人的一致时，回到讨论的出发点，重新审视结论的依据与议论主旨。这是因为在这种时候
，最有可能受到“现代诡辩家”的影响。在发言的开场白中加入“某某先生说”，比如某位学术权威
、有名的经营者或公司内部的权威，此类意见中大多潜藏着某种偏见。如果囫囵吞枣地接受这样的意
见，便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也无法锻炼自己讨论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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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這年頭，什麼人都能出書
28、理性 以顾客为中心 好奇心 进取心 遵守纪律 先见能力 构思能力 讨论能力 适应矛盾的能力 
29、大前的名声太大，所以出书很容易形成“雷声大雨点儿小”的情况。但所有东西都一样，取其精
华嘛。而且大前先生在书中说，他从中学就读康德，并记录自己的思考与问题～
30、大前先生的专业主义通过提问题的方式让你自己来思考21世纪什么才有可能走下去。企业经营管
理者不光要抓住机会还要在合适的时间热血般的去行动。
20160911
31、大前研一写得比较概括简略的一本书。相比来看，我更喜欢看他关于日本政府、经济、社会各方
面分析的书，非常精辟。回头说这本书，对于真正的专家，是不需要看这本入门级的书的，对于浑浑
噩噩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也是没必要看的。最有可能获益的是那些工作了几年，在思
考个人成长发展，并且能够把自己的发展放在行业社会中考虑的那些人。
32、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
33、没怎么读懂⋯马克着吧⋯
34、再读，更有心得。
35、授权，让被授权者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
权限要与能力和技能相匹配。发挥自身价值并能够创造价值。
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亲身实践并消化后积累经验――持续训练后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提供给别人。
36、虽然书出来很久了，虽然针对的是美国市场谈论的。但里面有些情况对个人和企业还是很适用的
。人要实时update 自己，紧跟时代，不然总会被淘汰的，up or out
37、可能由于大前先生所处的高度，即使是并无新营养的观点也因插入高层次的案例略显精致。在当
时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希望了解他对中国商业社会现状的最新分析。
38、这本书完全就是懒的思考总结的人 大前给你总结了 但是书上那些东西看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干活 
如果是想着学点新东西吸收点什么的话 感觉作用不大 而且书也挺久之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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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想大概近期不会再买大前研一的书了。一直觉得他的犀利风格和郎咸平有点像，但是站在两个
角度，基于日本市场的他在批判政府没有保护好消费者，而基于中国市场的郎咸平评判的是政府没有
保护好生产者。各家自有各家愁吧，所以他的一些观点其实对我所在的中国市场不适用，且之从这本
书看他的举证有点弱以及对高新技术的把握也未达我预期。但作为事隔五本之后的企业、职场类书籍
，还是能引发一点思考的。作者反复强调的关注消费者、市场，虽然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对我而言，
这种嚷嚷是有必要的，因为在近一段时间来，确实有点脱离市场了。行好事真不是易事，因为有太多
诱惑了，比如，更简单快速的生存方法，这里我指的是办公室政治。就我所待过的大型企业而言要更
快获得晋升，与其说要给客户带来价值关注市场动态，不如说更讨巧的方式是对上级带来价值关注内
部信息，虽说这两者有重合的地方，但真的太容易走偏了。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对于专业而言，
不会是一种好的选择。除了提醒之外，这本书也抛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给我：如果你获得更多权力，你
会去做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提上案头的问题，因为很可能产生很讽刺的结果，便是就算你坐到上司的
位置，你也很可能不会改变到现在自己在控诉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按照现在这种路子走下去你很
可能变成自己不认同的那种人。如果你无法做出改变，如果你已经默认了这种规则，那么其实你也没
资格抱怨。看着这个问题我足足呆坐了大半个小时，一件件地去回溯我曾经认为重要而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做的事情，我想我不该忘记它们。其实真的没有人知道做什么才是对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接下来
真的会发生什么，只能信仰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并用合适方法去推动它们，不然其实归根不过
是别人的传声筒罢了。然后想起前两天滴滴市场部的人打电话来谈合作的应届毕业生，他生硬地说着
上司告诉他的信息，而其实完全没有想清楚想要合作的是什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盖完电话之后
，我首先想到的是以前的自己，大概也是如此吧。如何为受众带来更多价值，如何达成自己想要的，
这是不能停止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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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专业主义》的笔记-符合逻辑的辩驳

        

2、《专业主义》的笔记-第1页

        1专家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并靠理性而行动。他们不仅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较强的理念
，而且无一例外地以顾客为第一位，具有无穷的好奇心和永无止境的进取心，严格遵守纪律。以上条
件全部具备的人才，我才把他们称为专家。
7 The oath of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誓言
1.请允许我行医，我要终生奉行人道主义。
2.向恩师表达尊敬与感谢之意。
3.在行医过程中严守良心与尊严。
4.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第一位
5严格为患者保守秘密。
6保持医学界的名誉和宝贵的传统
7把同事视为兄弟，不因患者的人种，宗教，国籍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8从受孕之始，即把人的生命作为至高无上之物来尊重。
9无论承受怎样的压力，在运用自己的知识时也不会违背人道主义。
page10资格不过是一张纸片而已，如果不成为真正的专家，便如脚底的米粒，捡起来也不能吃。
30对于能够称之为专家的人而言，是不存在退休这个概念的。
31要想获得成功，先要企盼成功，对自己能够获得成功充满自信。与此相同，如果在自信的背后没有
好奇心作为助推器提供动力，是无法达到一流境界的。这一点可以说是区分非凡和平凡的决定性因素
。
46无论前提条件发生多大的变化，都能够认清深层变化的本质，比别人发挥出更大的能力，这样的人
才是专家。
198 在发言的开场白中加上，某某先生说，比如某位学术权威，有名经营者或公司内部的权威，此类
意见中大多潜藏着某种偏见。如果囫囵吞枣地接受这样的意见，便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也无法
锻炼自己讨论问题的能力。
当然，我并不是说对任何意见都 要给予反驳，动不动就怀疑别人主张的人，是不会怀疑自己的，因此
他们最终会走向诡辩。我应该倾听的是对方说了些什么，如果把精神集中到对方说了些什么这一点上
，所要讨论的事情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的，事情的本质也终将水落石出。
217 从中学到研究生毕业，我一直坚持写日记，这也成为锻炼思考能力的一种训练。当时我阅读了不
少哲学著作，如康德的《纯理性的批判》，每天都在日记中写下读后感与评论。学生时代喜欢对很多
问题发表意见，这一点对日后的工作也很有用。
244全球的思考，地域的行动。
250按顾客需求定制
257人类具备两种能力，用左脑说话，理解并进行逻辑思考，用右脑进行感性，直观的思考，通过对形
象的认知而并非语言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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