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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

内容概要

雅玛多运输推出的宅急便业务是日本运输业的一大创举。尽管一开始并不被看好，但由于负责人小仓
昌男先生对市场需求进行了细致调查，对业务流程作出了周密规划，成功地解决了服务和成本的平衡
问题，使该业务获得极大成功，进而带动日本个人快递配送业务快速发展。作为宅急便业务的第一决
策人，本书作者小仓昌男先生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宅急便业务推出的历史背景、业务规划实施的全过程
、遭遇的困难以及采取的对策，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日本企业的运营模式和决策流程，并对日本式的经
营哲学取得一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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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

作者简介

小仓昌男，日本最强大宅配系统“宅急便”的创始人，黑猫宅急便元社长。1924年生于东京。1947年
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48年进入父亲经营的大和运输（现称雅玛多运输）。1961年成为公司董
事。1971年升为社长。1987年就任董事长。1991年改任董事顾问。1993年，因为公司遭遇危机，重新就
任董事长。1995年，再次辞任董事长。目前，作为雅玛多财团理事长，专心开展财团各项活动。小仓
先生在宅急便的开发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与运输省及邮政省等斗争的经验，是著名的积极倡导放松管制
的“实行者”，曾担任行政改革审议会委员等职务。本书是小仓先生本人的唯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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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多的干货，谈到了关于其物流的转型－从商业货物到个人快递的转型，与大客户三越的合作终
止（是因为不能接受其领导人只顾其公司利润至供应商不顾的无理要求），到确定走宅急便业务的道
路，从一开始投入的亏损到几年后达到盈利的保本点，采用先服务后利润的经营方针，采用全员经营
，多特色业态的方法，逐步扩大经营。值得一提的是里面对于工会，国内企业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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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内容比较专注于业务本身，所以对于我这样的外行人来说，没什么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
用。不过读了这本书后，倒是让我对三方面事物有了兴趣：1、中国大陆的快递发展情况我实际生活
中用到快递，基本也是随着网购而兴起的。但在那之前，中国的物流运输公司有没有像本书中的雅玛
多运输公司那样经历过业务的大转型呢？2、日本工会的作用书中有好多内容都提到了公司资方与劳
方、社长与工会长的对立合作关系。我很好奇，在日本的企事业单位中，工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或者其实应该说，我想看看在世界上正常国家内的正常工会到底是怎样的。3
、宅急便在中国的业务公司、网站到底是哪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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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

章节试读

1、《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的笔记-第105页

        什么都是第一的社长属于“战术层面”的社长。能根据本公司的现状清楚指示什么是第一，什么
是第二的社长才是“战略层面”的社长公司短期追求什么，什么就是第一，这样的第一文化等同于没
有第一

2、《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的笔记-第84页

        快这个点，其实就是互联网思维所说的尖叫点。用良好的服务让用户得以感知，并进行口口相传
，节省营销费用。同时，快还让企业的规模效应得以提升，降低了边际成本，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模式
当中。
PS：书中提到其实三日送达的成本并不低，相反还会增加中间储存货物的成本

3、《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的笔记-第60页

        虽然很难弄清楚网络体系整体的保本点是多少，需要多少年才能超过。单每辆集配车的成本是很
清楚的，每天处理多少件才能超过保本点也是清楚的。曹冲称象

4、《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的笔记-第78页

        按地区统一收费原本在我们看来是行业标准的东西，原来并不是这样。快递行业是有“时价”的
。但是为了保证用户的便利性，并且更多的下单，才统一做了区域划分的标准。

5、《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的笔记-第56页

        作者思考建立多少配送点的模式很有意思。他先是按照货车半小时能覆盖的范围来进行画圈，后
来发现这个工作特别繁琐。之后便参考了社会公共设施的数量，将自己的数量与日本警察局的数量保
持了一致，这个想法很有突破性，并且确实有效

6、《黑猫宅急便的经营学》的笔记-第211页

        宣传和广告是不同的。经营者应该理解自己必须拥有优秀的宣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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