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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总经理》

内容概要

一个珠三角私企职业经理人的变革历程，一本完全源于管理实战的书；一本深度剖析中小企业的书；
一本让管理者不再迷惘的书；一本让经理人大彻大悟的书；一本值得老板深刻反思的书；一本系统指
导企业变革的书；一本具有丰富人文思想的书；一本企业管理培训的好教材。
　　这不仅仅是一部职场小说，这中间融合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案例，包括高、中、基层各个层面的案
例，涉及各个部门的改革，以及企业文化的改造案例；这也不是一部纯案例的管理专著，本书基本是
按时间顺序进行描述的。这是一锅鸳鸯火锅，笔者自己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经验以及职场感悟是
其中丰富的调料。

　　本书描述的是笔者加入到珠三角一亏损的私营企业担任总经理，主导企业变革的详细历程，期间
遍尝酸甜苦辣，历经成败得失，终于迎来曙光和朝霞，正准备进一步施展拳脚之时，最终却无奈地选
择离开。本书娓娓道来的描述，就像是在说昨天发生在您身边的故事。本书最后从多个角度对中国中
小私营企业进行了剖析和反思，提炼出一些案例和职场感悟，值得您参考和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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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总经理》

作者简介

　　郭继伟，1974年出生，曾就职于珠三角大型台资、港资企业，以及中小国有、私营企业，历任基
层主管、生产计划与物料控制(PMC)经理、人力资源经理、总经理助理和总经理等职，有近十年的管
理经验，主导过企业局部性与全盘性的管理变革，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2005年担任总经理期间
，遇上原材料价格飙升40％，全行业经历20年未遇的萧条恶劣环境，在同行多家中小企业倒闭的情况
下，依然凭着一股韧劲带领团队奋力进取，使公司的营业额逆市攀升了：35％，且获得了相当的利润
，把一家亏损的企业强力扭转过来。　　作者知识面广，具备一定的人文底蕴，理论与实战经验皆备
，是从一线战场上磨炼出来的实战派管理专业人才。作者通过对企业局部和全盘管理变革的经验总结
和案例研究，摸索出企业变革的基本内在规律，提炼出一套适合中国中小企业管理变革的方法。现任
某管理咨询公司顾问，专门从事中小企业变革咨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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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总经理》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在利风的最后一天第二章 加入利风一、无心插柳柳成荫二、面试——相见恨晚第三章 利风的
现状一、初步摸底二、应付认证的IS09000体系三、两头受气的业务部门四、薄弱的技术基础五、混乱
无序的生产六、臃肿的品质部门
七、不良的财务状况八、糟糕的人事管理九、诟病的企业文化第四章 启动改革一、拟订改革计划二、
改革组织结构三、建立改革队伍四、实施改革五、改革乱扯的会议六、杀一做百第五章 天有不测之风
云一、投影仪被盗二、员工意外死亡三、面包车被盗四、处理回扣事件五、流言蜚语第六章 改革初显
成果一、客户分类管理二、继续改善三、换人不如换思想四、产值破纪录第七章 冲突、阻力无处不在
一、与副总的冲突二、与老板娘的冲突三、与老板的冲突四、与其他人的冲突第八章 形势一片大好一
、产值稳定上升二、组织结构再次更改三、第二次人才引进四、购买设备、扩大厂房五、去赣州考察
投资事宜第九章 改善员工福利一、改善员工福利二、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三、工资改革第十章 打
开门来做生意一、了解客户需求二、制作公司资料第十一章 企业文化的冲突与员工磨合一、老员工VS
新员工二、新员工VS新员工第十二章 建立管理体系一、推倒重建二、沉淀、沉淀再沉淀第十三章 第
二次人才引进的失败一、全军覆没二、第三次人才引进三、目标绩效考核第十四章 引进大客户一、获
得新客户信息二、客户严格的审核三、获得巨额订单第十五章 改革阵痛一、外部环境的严峻二、奇怪
的萧条逆市三、局部改革的失利四、工模与铸造的矛盾五、治理扯皮风气六、管理成本的增加第十六
章 迎来黎明，却不能风雨同舟一、信任度下降二、产生成见三、老板的性格四、迎来黎明，却不能风
雨同舟五、改革回顾六、离职之后第十七章 自我反思第十八章 第三只眼看私企变革一、想变也得变
，不想变也得变二、外儒内法的致命缺陷及对老板的影响三、什么是职业经理人四、中国职业经理人
的土壤还未形成五、给老板的10条建议六、给经理的10条建议七、如何变革，如何多赢后记附录一：
“中小企业如何管理、变革”课程目录附录二：职业经理人大腕搞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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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总经理》

章节摘录

　　小恩小惠的感情管理效用其实并不大　　很多公司上ERP失败，最后怪罪ERP软件不好，其实企
业应该负上大部分责任，对于一些成熟的MRP—Ⅱ／ERP软件来说，功能还算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如
果一个企业流程、制度不规范不健全，没有规范的基础数据统计系统，上ERP只有死路一条。就如一
个帅气的年轻人，穿套西装，会让他更有精神，但如果让一个非洲土著穿套西装，会显得不伦不类。
因此，ERP只能给企业锦上添花节约成本，而不是管理混乱的企业可以指望ERP能雪中送炭。　　同
样，人情管理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制度和流程规范的企业，如果企业在不违反公司制度的基础上人性
一些，会让员工感激，但如果没有制度作为基础，光靠人情管理，则好像刚才ERP的例子一样，人情
管理只有锦上添花的功效，而没有雪中送炭的功能，光靠人情管理，反而会引起员工更大的不满。就
像供应商和客户关系一样，供应商的品质、交期、价格都很好，再请请客户吃吃饭，客户关系会更融
洽，但如果仅仅依靠吃饭来维持客户关系，而不去改善品质、交期和成本，那是舍本逐末，客户关系
永远好不起来。　　而且，一直跟着老板的下属，老板就是他们的师傅，他们不仅跟着老板学做事，
还跟着老板学做人，老板本来受传统法儒思想的影响就很大，因此，愚忠愚孝的思想潜移默化影响了
这些下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也根深蒂固扎在他们心中，老板也习惯于用
以情感人、小恩小惠的方法来管理这些员工，而且屡屡有效。但引进一些有较高学历、有丰富经验、
人生阅历较丰富的专业管理人员进来，这招就不灵了，这些专业人员所接受的既有西方的民主法治文
化，亦有中国的传统情感文化，是中西文化的混合体，因此，他们需要情感，但仅用情感来管理他们
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在法治基础上的情感，他们需要情感，更需要公平和法治。因此，一开始这
些专业管理人才对老板的情感管理和小恩小惠还会感激一下，时间一长就会淡化，甚至对于老板违背
制度规则、没有公平的情感管理产生不满，而且这些人固执自以为是，非得要让上司认同自己的意见
，否则就激烈争执甚至公然顶撞，一开始老板还认为他们是责任心强、真诚，久而久之则弄不明白无
法理解他们，觉得这帮人心胸狭隘、刚愎孤傲、处事幼稚、读了点书就自以为是、自命清高、不能以
德服人等，自己待他们不薄，他们却不知感恩回报，如果自己这样对老部属，赐他们一件黄马褂，他
们会感激淋涕三呼万岁。　　老板没弄懂这些人的心理，在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下，这些专业管理人
才，一要公平民主法治的环境，二要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以满足自己的空间感和成就感，三在前两者
的基础上，老板的情感还不能少。意思很简单：我要做诸侯，而不是做奴才。所以刘邦就容忍不了韩
信封王的要求而指派吕后杀了韩信，康熙心胸再宽也要求撤藩，只要有帝王心态的老板，可以容忍部
属成为一个一品的奴才，可以容忍和绅式的大贪官，却容忍不了部属做一个小国的诸侯，因为奴才没
有空间要求。而这些要求，是老板的旧部属做梦都不敢想的。所以李卫比较懂管理这些专业人才，建
立一个按制度流程为主导的尽量公平的环境，足够的授权让他们充分发挥满足他们的空间感和成就感
，再加以培训和真诚的情感，西方的公平民主法治辅以中国式的情感一起来，他们自然愿意待下来，
哪怕跟着李卫工作压力很大很累，他们也心甘情愿,但老板不懂，马副总不懂，新来的黄总也不懂，更
无法理解，所以，哪怕现在可以经常混日子，缺乏压力，这帮专业管理技术人才也会大量流失。　　
老板甚至不时请下属去酒店吃饭，不断碰杯以联络感情，在酒酣耳热之间，大家好像也其乐融融，但
各种各样的矛盾是不是能因为这种仪式而化解呢?偶尔的聚会是必要的，但完全寄希望这种人情管理，
则效用不大。酒桌上，领导可以和一般员工称兄道弟，斗争尖锐的部门之间可以互相说谢谢，道一声
对不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些人的面子虚荣心理，是能抵消一些内部矛盾的尖锐性。但更重要
的是怎样去真正解决这些矛盾。而酒桌上只不过不把这种矛盾表面化而已。　　在西方的企业内的矛
盾与冲突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只要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去对待，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和冲突
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历程，是促使企业内部制度流程不断完善的一个法宝，但在中国的企业
，下面一有点矛盾和冲突，老板就非常惊慌，这与很多人在处理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容易进行人身攻
击有关，在传统思维中，矛盾冲突就意味着“乱”，而一“乱”则保不准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来个黄
袍加身什么的，或者下面有人占山为王形成梁山草寇，到时无法驾驭，所以，国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
害怕和逃避矛盾与冲突的意识，而不是直面矛盾与冲突去想办法解决它，这也导致捂盖子文化、一团
和气文化。所以老板宁愿息事宁人，将矛盾与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至少在自己眼中看到大家是一团
和气，自己的心理也有所安慰平衡了。所以在利风时，林总经常提醒李卫，下面某某经理与某某经理
出现点小矛盾，某某主管与某某工程师发生点冲突，要李卫去协调一下，李卫很奇怪，老板怎么像个
克格勃一样下面发生点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掌握得一清二楚，李卫一般不会去协调，企业内出现矛盾

Page 5



《第一次做总经理》

与冲突很正常，相信他们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如果是性格导致的冲突矛盾，这恰好是一种磨合，如果
是工作导致的冲突矛盾，则是完善制度流程的契机，不是必要时，自己一般不出手。　　莫乱拍脑袋
　　中国中小企业的老板，受监督制约的因素很小，基本上就像个皇帝一样，一个人在没有压制的情
况下，灵感是充盈的，创造力是旺盛的，如果老板有系统思维，在不伤害系统的前提下，这种灵感和
创造力有助于拉动企业的发展，但是绝大部分老板都缺乏系统思维，灵感一来，可能有利于企业的某
个方面，但可能对系统隐含的破坏性更大。中小企业讲速度讲效率，老板灵感来了，激情万丈．逼下
面马上就要去实施。李卫在公司，阻挡了很多这样的拍脑袋决策。比如。老板年底突然兴致一来，要
评十大优秀员工、十大劳动模范等一大堆，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根本还没覆盖到员工，这样评出十大
优秀员工，只怕很多人不服，或者一些主管根据印象随意评出，而且有些人爱枪打出头鸟，谁评为优
秀员工后，谁以后干起活来会碰到特别多的“麻烦”，以后优秀员工会慢慢变得不优秀了，李卫就发
现，他如果在公开场合表扬某个员工，以后这个员工在工作中受到的阻碍特别多，这和一些人的“红
眼病”有非常大的关系，老子有言：不尚贤，使民不争!所以华为这种公司从不搞十大优秀员工评选之
类的。　　类似这种拍脑袋事情非常的多，李卫都要花一番精力去解释。李卫离开后，利风就评了一
次十大优秀员工，结果不出李卫所料。如果老板的拍脑袋不涉及钱或者影响不深远还好，就怕一些后
患无穷的拍脑袋，有时李卫一人说服不了，还得和部门经理一起去说服才行。李卫回忆了一下，如果
自己不阻止老板拍脑袋，公司1／3的主管会被老板一气之下炒掉，然后过段时间又后悔再花高价请回
来。　　老板每次拍脑袋，过两天又改，拍一次脑袋要改七八次，灵感的东西要讲妙手，而一个方案
是要失误少，老板来了灵感又不能一味泼冷水，但老板灵感特别多让人也特别烦，很多重要的事情没
有做完，经常要应付老板的灵感和变来变去的方案。因此，一个老板如果灵感一来，如果不是会导致
公司马上失去市场机会或公司会因此而马上破产，建议多思考三天，考虑周全一点，否则，下面的人
会被这些拍脑袋的决策折腾得疲于奔命。而且，老板经常性地拍脑袋，也造成经常心血来潮对部属进
行空许诺，结果过段时间又忘了，导致部属都认为老板不守信用，欺骗下属，慢慢老板就成了缺乏信
用的代名词。　　P23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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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珠三角私企职业经理人的变革历程，一本完全源于管理实战的书；一本深度剖析中小企业的
书；一本让管理者不再迷惘的书；一本让经理人大彻大悟的书；一本值得老板深刻反思的书；一本系
统指导企业变革的书；一本具有丰富人文思想的书；一本企业管理培训的好教材。　　这不仅仅是一
部职场小说，这中间融合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案例，包括高、中、基层各个层面的案例，涉及各个部门
的改革，以及企业文化的改造案例；这也不是一部纯案例的管理专著，本书基本是按时间顺序进行描
述的。这是一锅鸳鸯火锅，笔者自己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经验以及职场感悟是其中丰富的调料。

Page 7



《第一次做总经理》

精彩短评

1、非常真实的私企变革案例，但从中也发现作者深厚的文化功底和管理经验，采其有益之处。个人
觉得非常适合“如一潭温水”般缺乏创业期激情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阅读。
2、描述了典型的中国职场环境
3、在天涯里潜伏时看到的一个故事，后来出书了，就去买了一本。
我也是在加工行业，对我似乎有那么一些点拨。
4、对小型工厂有帮助
5、道出了私营企业管理混乱的实质，相当不错！
6、和私企内幕可以说是姊妹篇，可以结合了解中国的私企
7、我比较喜欢，实践加警戒，对个人针对性强，１天就读完了，还做了下笔记．对其中某些感觉还
是听深刻的．余世维和任正非谈论比较多，可以看出崇拜景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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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总经理》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值得一读，很真实的描述了一个从做HR的如何转换了总经理的。其中较好的是团队建设部
分。改造人，树立良好的风气，不容易。因作者的局限，没有跳出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的关系的约
束。忘记了老板最终是老板，打工的只是打工的，借助于老板这个平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最
终不欢而散。
2、写得不错，实战比较多，对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管理很有帮助，其它行业俺就不推荐看了。作者
比较崇尚任正非和余世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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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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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0



《第一次做总经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