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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

内容概要

为了探询管理艺术的玄门幽秘。作者花费数年时间辗转美国各地，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取得了数百个
大小公司的第一手材料。他们把样本选了又选，筛了又筛，最后确定把43家企业作 为基本分析样本。
样本涉及制造．信息、服务、销售．交通．食品等诸多行业其中有我们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跨国公司它
们，般都进入了世界500强，如IBM通用电器、惠普、通用汽车、3M、麦当劳、宝洁、沃尔-马特、爱
克森、波音等等。
作者发现尽管每个优秀企业个性不同，但拥有许多共同的品质也就是八大基本属性。这些属性久经考
验造就了企业的辉煌成功。每一个企业不论其大小，只要真正贯彻了这八大基本属性。就一定能达到
成功的彼岸。这八大基本属性是：崇尚行动；贴近顾客；自主创新；以人助产；价值驱动；不离本行
：精兵简政；宽严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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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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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成功企业
第二章 理性歧途
第三章 期待激励
第四章 管理魔术
第五章 崇尚行动
第六章 贴近顾客
第七章 自主创新
第八章 以人促产
第九章 价值驱动
第十章 不离本行
第十一章 精兵简政
第十二章 宽严并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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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被称为美国工商管理圣经的《追求卓越》自1982年以来，仅在美国就销售了6000000册！托马
斯.彼得斯以其大师的思维、理性的笔触，先后推出《追求卓越》、《乱中求胜》、《管理的革命》，
折服了无数读者和管理者。本书在美国长盛不衰，称之为“1982年以来美国工商管理的‘圣经’”、
“经典、畅销、里程碑似的工商管理书籍”，究竟是什么美丽使这本书赢得了这么多读者的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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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管理学，不喜欢看：（
2、追随男神开始好好看书
3、洗脑
4、有所启发的老生常谈
5、没读完。。。
6、: �
F279.712/2224-2
7、Difficult...
8、不懂为什么，有时候觉得这种书都感觉有点虚（对我们没有实业的背景的人来说）
9、很实用
10、这本书出版于1982年，也许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所以其实这书说了很多废话。但是无论是在那
个年代，里面所说的一些管理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11、很符合人性的管理。有些评价不高不晓得为嘛。
12、2011.2
13、看的第二遍，工作之后看有更多的感悟⋯⋯
14、世界变化快，定理成立难
15、现在这些成功企业还是这么成功吗？
16、说实话，逼着自己看完了，然而应该是没读懂的原因觉得用处不大，应该是翻译问题吧，看以后
有没有机会再读一次原版，毕竟被奉为经典总是有些理由的
17、无数经典都在强调两个词：简单、坚持。
18、不管人们怎么说他过时了，但作为一本成功的商业书，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去深究的东西。特别
喜欢里面的排华时期，一个老教授陪华人订房间的实验。
19、个人感觉，内容较空洞，着眼点太高端，距离我太遥远，看了没有什么收获
20、恩，还是实践出真知，书嘛用处有限啊
21、终于读完了。这本书足足读了一个月，后面还有几章是囫囵吞枣。事实再一次证明我不喜欢为了
任务去读一本书，先天性的产生抵触情绪。我也没有想象中热爱我的专业，尤其讨厌这样平铺直叙的
语言。但是！这是一本好书。
22、前半部分很酷，有理论有思想，后面更像篇普通的商科论文。有很多启发。
23、虽然是N年前的著作，但其中的八大属性仍是许多企业的经营之道。
24、不过如此
25、不太好看，没办法，管理学课要求的~
26、颠覆式的管理学书籍，写作略显凌乱。
27、发掘失败的书比总结成功的书更有益。且本书亦不如基业长青，故三星。
28、一点都看不懂呀，难道因为俺是民工阶层、民工思维、民工视角？
29、管理
30、所有的管理学都是关于人的学问，让别人舒服了，你自然也会舒服
31、走上一条不归路
32、忽略前几章 或者直接从第二部分看 前面有很多扯皮的东西
33、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34、相比起卓有成效管理者，更喜欢这本。最近在思考知识型员工的激励和业务型以及操作型员工的
激励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
35、是大理，但是现实中企业及人际比这都太复杂多变了
36、个人感觉文字稍为零乱冗长，比起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启发性还是欠缺一些。
37、共同价值、系统、管理风格、员工、技能、战略和结构。
38、管理学入门的一本好书，值得阅读
39、匆匆一翻，未得精华
40、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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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I still cannot input Chinese because of the broken input engine. BTW, the book is really out of fashion. 
42、小学
43、结果追求卓越的企业都死了，除了里面关于风格、服务性等内容值得借鉴，其余的内容都缺乏着
实的验证
44、追求卓越系列！
45、走上卓越，无论员工，还是领导者，除了经验，还有一定的性格密码，性格不能完全改变，但是
可以修饰
46、注重人吧，告诉人们是卓越的，更加卓越吧。
47、看了两章，云里雾里，感觉非常枯燥，估计是自己的理解水平不够吧。
48、本书列出的八大属性只是表象而已，并没有探讨到管理的根本。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才是管理的真知灼见！

49、不能说书的问题吧，没有实践的人看理论，没意思。
50、怎么说呢？看书名我是不会去买的，boss推荐的，案例有点老旧了，不太适合当今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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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很多人看了这本书都认为太理论化,缺少实际意义!这正是在封建残余还很严重的中国 民众对现代企
业的发展认识还有一部分停留在封建思想的认识之中!!!其实不用看书的内容  就是这本书的书名  就可
以被誉为现代商业的终极法则了!
2、然而书中作者所评的43家卓越企业在出版后的五年，三分之二都不再被评为卓越企业了。有人批评
作者的研究方法太草率。John Newstrom argues that the book 'neither stimulated widespread testing of their
eight attributes nor spawned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f business leaders'.
3、2003年10月买了这本《追求卓越》，原因一是《福布斯》评选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工商书籍中排
名第一；二是译者序中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话“彼得斯著作的力量就在于他强迫你关注最基本
的东西⋯⋯它使管理听起来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容易”。当时买了以后看了一部分，印象比较深的是“
贴近顾客”那一章，大部分内容觉得比较枯燥，就放下了。这个春节认真读了《基业长青》后，发现
《基业长青》的作者对于这本书很是推崇，就决定再重头认真读一遍。这次才发现不是书写得不好，
而是当年的我比较愚笨和急于求成，没有读懂。这两年的工作经历使我的书中的内容有更多的感受和
体会。总的来说，这本书非常值得读，既有理念层面的介绍，又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操作方式。其中的
第四章“管理魔术”几乎就是《基业长青》全书的概述，分别介绍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和管理的演进
。提炼出的八大属性揭示出优秀企业的共性，抓住了管理的本质。《追求卓越》出版于1982年，正处
于日本企业在世界上步步进逼，美国企业节节败退的大背景下。在此之前“理性模型”占据着管理思
想界的主导地位，职业经理人和MBA们习惯于计划模型和精确财务分析，忽视了企业价值观的建立和
应变能力的培养。书中举了一个太逻辑化、太依赖经验导致死亡的例子。把半大蜜蜂和同等数量的苍
蝇放进一个玻璃瓶中，然后把玻璃瓶水平放倒，底部朝窗。蜜蜂的智力很高，坚信出口一定在有光的
地方，努力朝光的底部飞翔，直到它们死于恐慌或饥饿。低智力的苍蝇嗡嗡地四处尝试，不到两分钟
就全飞出去了。作者通过对3M、HP、IBM等43家优秀企业的调查和研究，力图恢复管理学的基本面貌
，把优秀企业的共性品质提取成八大属性：（1） 崇尚行动实施“走动管理”，到问题现场去；设立
专案小组，逐一解决问题；简化制度，学习宝洁的“一页备忘录”，比把要旨散落在“纸堆”中更有
效；鼓励试验。（2） 贴近顾客有效贯彻贴近顾客的三个成因：一是高级主管积极主动地参与；二是
全体员工一致的行动，内部人员也要定期拜访客户；三是频繁而严格的评估与回顾（3） 自主创新自
主创新的支持系统：随意、深入的沟通；鼓励内部竞争；奖励创新成果；容忍失败。（4） 以人促产
象对待合作伙伴一样对待员工。用交流、培训、保障和奖励代替死板的员工手册；高层主管实行“不
关门制度”，甚至去员工的办公场所去见他们，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他们；把“不正规”作为信息
沟通的准则；共享生产力信息，员工会自觉地相互比较；把绶带颁给普通人，取胜的真谛在于帮助中
间那60%的人更上一层楼；不能预期的、间歇性的激励效果更好；小的奖励比大的奖励更有效，加强
庆祝色彩，避免政治色彩。（5） 价值驱动公司的财务目标只能激励高级管理层，有效的价值体系致
力于激励公司基层员工。价值体系一般通过故事和传说传播。构筑价值体系的成功与富有魅力的个性
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种成功更多地来自于对领导者们追求价值的鲜明、真诚和持续的拥护，以
及在强化这些价值观时的非凡坚持。（6） 不离本行不进行多元化，或只进行相关行业的多元化，尽
量避免大规模的并购。（7） 精兵简政控制管理层规模；切分大的部门避免管理的复杂度和“反规模
效应”。（8） 宽严并济宽松的工作氛围，严格的价值观体系。另外，在正式阐述上述八个属性之前
，书中首先介绍了管理理论的演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00年~1930年）是“封闭系统-
理性角色”时期；第二阶段（1930年~1960年）是“封闭系统-社会角色”时期；第三阶段（1960
年~1970年）是“开放系统-理性角色”时期；第四阶段（1970年以后）是“开放系统-社会角色”时期
。管理理论逐步从封闭性地关注企业的内部到关注企业的整个生存环境，从关注理性的目标到关注人
。书中还提到麦肯锡定义一个组织的7-S框架：Structure(结构)、System( 系统)、Style(管理风格)、Staff(
员工)、Skills(技能)、Strategy(战略)、Shared Values(共同价值)。了解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可以从7-S
出发。
4、如果你刚开始读这本书，我建议你坚持读下去。最开始你可能感觉本书的语言冗长、拖沓。甚至
有些实例很不靠谱，你也可能感觉书中许多例子太做作。但是，当你拥有一定的管理实践后重新审视
这本书的内容，你就会发现书中所讲述的条条都很实用。其实这本书一直都在强调勇敢地去尝试。这
是本书的核心思想。当然，对创新的尊重、贴近顾客这些内容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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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企业的高效盈利模式，像金钱帝国-高盛那样，是对人性和生活是公然而无情的毁灭。大学时
看过，后来看过--小的是美好的，才系统确定的知道，美国方式是失败的。中国古老的智慧：厚其福
而报之建议：没有管理经营实践的人不要看，因为你会喜欢这本书。
6、好久没看这方面的工具书籍，今天偶然翻阅豆瓣书屋，看到《追求卓越》这本书，这是美国作者
洛马斯-彼得斯的作品，追求卓越对一个企业来讲，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对于品牌企业500强，尤其
是现实的例证。作者发现尽管每个优秀企业个性不同，但拥有许多共同的品质，也就是八大基本属性
：崇尚行动；贴近顾客；自主创新；以人助产；价值驱动；不离本行：精兵简政；宽严并济。品牌的
背后是人，是企业文化。一个企业的成功，取决于他的管理层和员工的观念、思想、精神、技能，归
根到底取决于这个企业的文化。 正因为这样，都离不开人员从这些属性中的操作，所以一个好的企业
，具备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及管理体制的完善，追求自己的一种品牌精神，就能造就卓越的成绩和强
大。当然还有政府的政策趋向也非常重要，像我们原来的商业，政策的导向，不得不使各种中型的企
业自生自灭，那又如何去追求卓越呢？？？难道不是人员所制定的政策？？？？
7、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风靡一时，许多人津津乐道，许多道理也被奉为宝典，可惜到了最后，案例
中的许多公司纷纷倒闭，没有延续其经典，原因在于商业模式的独特性与文化的片面性，它的落寞不
能掩盖掉它的一定的价值，但是更多的是引发我们对自身的检讨。
8、做软件的朋友过来，聊及其公司的CMM认证，眉飞色舞。我问了一句：你们公司的所有项目都是
按这个方式来做。他回答说：怎么可能！是啊，现在的知识之多，工具之多，咨询之多，都是史无前
例的。但是，人们往往在这些精致的陷阱中，看花了眼。重新阅读《追求卓越》，看着优秀企业的做
法，真是深有感触。太阳底下无新事，真理常常简单得吓人！《追求卓越》提到了优秀企业的基本属
性；[崇尚行动]深有同感。很多公司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的人高高在上。想法倒是很多的。可到了做
事的时候，全闪一边去了。[贴近顾客]一个公司是否贴近顾客。只要看它如何照顾自己的员工就可以
了。看得见的都照顾不到，还能照顾看不到的？[自主创新]一个公司，要有一种保证创新的机制。跟
传统上，控制或限制员工的做法，有截然相反的效果。[以人助产]得到尊重和信任是人的天性。如何
对待别人，别人也如何对你。控制欲太强的人，得到的多是更多的无声反抗。[价值驱动]顾客第一，
员工第二，公司第三，股东第四。我想，很多公司是反过来的。[不离本行]我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当
过老板的人，就不再想打工了；做过房地产的人，就不再开软件公司了；公司上市了，做实业也就没
啥意思了；做了投行了，其他什么都不想做了。为什么会这样？只要钱来得更快，来得更容易，就没
有人愿意只做一件事情。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在一片辉煌中轰然倒塌。经历了人生辉煌的董事长或
高管铛锒入狱。这是事与愿违的悲剧和教训。是否专注，是否坚持自己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才是面对
挑战或诱惑的法宝。《追求卓越》其实不仅仅是一本美国企业管理的圣经，其实也是一种全人类的文
化价值观。当我们想健康、持续地生存和发展，我们就必须要关注一些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原因。铂程
斋：http://www.dapenti.com/blog/blog.asp?name=xi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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