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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管理方法》

内容概要

本书简述了位居前十位的12种管理方法给世界带来的显著变化。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受调
查的1000位CEO的看法是科学的，他们在企业管理的实践当中，最清楚哪些方法对企业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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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庆剑，又名秋剑，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咨询师、MBA。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实践，曾先后在外
资企业、大型私营企业、咨询公司担任策划经理、市场总监、财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和总经理等职
务，并长期与国际咨询机构合作。长于税收筹划、财务咨询、投资顾问、人力资源顾问。现专职从事
税收筹划工作，有多项成功案例，主要著作包括： 《逆耳忠言—给老板·经理人·管理者》、《蚂蚁
为王——弱势企业和弱势群体生存之道》、《管理的简单工作手册》、《生产总监工作手册》、《人
力资源管理工具箱》、《谁把信送给加西亚》《林肯寻找格兰特》、《三个和尚挑水吃》、《绕道而
行》、《量力而行》、《没有改变不了的命运》、《6个最省力的成功法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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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世界如何被改变
一 揭开现代管理序幕的“科学管理”
二 奠定现代管理基础的“一般管理”
三 把人从工具中分离出来的“人本管理”
四 一分耕耘十分收获的“80/20法则”
五 被誉为管理“日心说”的“目标管理”
六 让管理者认清管理核心的“决策管理”
七 掀起一场生产模式革命的“JIT管理”
八 让企业形象脱颖而出的“CI战略”
九 真正认识“质量”概念的“全面质量管理”
十 让企业经营趋于完美的“6δ管理”
十一 解决企业无边界扩张的“虚拟经营”
十二 让企业脱胎换骨的神奇配方“企业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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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起来真是汗颜，科学管理诞生了差不多近一百年，中国很多号称管理规范的企业，却经不住这
一思想的检验。　　据统计，60％以上的中国企业没有推行科学的定额管理，而在推行定额管理的企
业中，90％以上的企业的所谓定额都不够科学，要么和实际差得太远，要么无法真正执行。　　在劳
动密集型企业中，甚至没有科学的流水线，更谈不上动作的标准化和工具的标准化。比如，在一个年
收人数亿元人民币的家具企业，竟然还是将每一套家具“包干”给数个工人，那数个工人从头到尾做
完每一个工序的工作。而在一家号称现代企业的制药厂中，原料药车间设在三楼，原料靠人力搬上三
楼，初加工后运到一楼，再一道工序后，却又用人力从一楼运到二楼，如果稍微懂得一点科学管理理
论，将车间作出合理调整，就可以减少这诸多的搬来搬去。　　在管理部门中，因人设岗现象普遍存
在，不是有了工作去找人，而是有了人才去找工作。所谓的人员编制，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在
科学管理中，工人的工具摆在工作台的哪一个位置，可以最方便工人拿起，并且最省力，都深入地研
究，使工人真正做到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没有一个不合理的动作。但在中国的很多企业中，连多余
的人都比比皆是，又何谈动作有没有多余呢?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当管理水平落后时，管理
者习惯于采取增加人力的办法来弥补落后管理导致的效率差距。正是这种指导　　思想，导致了惊人
的人力浪费。　　体形如恐龙，力量似蚯蚓　　因为缺乏或者不懂得科学管理，中国很多企业经营者
便潜意识中疯长着这样一种狂热愿望：把企业做大。　　为什么要做大?做大与做强的关系是什么?这
些经营者没有思考过，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应该认真地思考。　　尤其是那些靠程咬金三板斧式功夫取
得一点成功的经营者，成功让他们失去了理智，让他们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总以为自己什么事情
都可以干成功。郭鹤年说得好：“当一个人获得成功之后，很容易自满并失去方向，逐渐浮现出许多
不切实际的扩张想法。”　　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企业家走着这样一条不归路，他们过去成功了，成
功让他们失去了自知之明，总以为没有干不成的事，于是大举扩张，结果呢?他们最终失利了，不是失
利于对手的强大，而是失利于自己不具备驾驭大企业的能力。在作坊时代，管理简单而又粗放，甚至
事事亲力亲为都是可以的，因为员工就那么一点，生产过程也就那么三五个环节，市场也就那么屈指
可数的几小片。但企业扩张后，要亲力亲为已经不可能了，问题总是此起彼伏，按住这里那里又起来
了，按住那里这里又不平了，而老总，还是原来的老总，并没有进步多少。　　更为可怕的是，很多
企业家提出的“争当行业领袖”、“做某某行业全国第一品牌”等口号的背后，不是企业利润的增长
需要，也不是企业实力增长的需要，而是企业家本人满足虚荣和野心的需要。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组
织，做大是为了盈利更多，如果做大不是为了盈利更多，就根本没有做大的必要。船小好掉头，企业
小，一着不慎，可能还不至于输得家底都没了，而企业大了，一招失误，则可能全军覆没，当你输成
了一个穷光蛋，又何来虚荣的满足和野心的得逞呢?在国际上，汽车、钢铁等曾经以规模取胜的制造业
的规模动态已发生了逆转，效益　　最好的企业并不一定是规模最大、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同时
兼并、重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产业的结构调整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而不是盲目地求“大”，在很多公
司收购案例中，受益的主要是被收购公司的股东而不是表面取得胜利的公司的股东。　　科学管理追
求的是内在的质量，而不是外在的规模，小到一个操作行为，大到一个产业的投入，科学管理都以“
是否科学”来衡量，也就是以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能够节约支出来考虑。如果每一个经营者、
管理者都以科学管理来指导自己的决策，中国大地上怎么可能出现那么多体形大如恐龙，力量弱似蚯
蚓的企业呢?　　淘金者最清楚．金子总是少数，金子总是被沙土掩埋着。可中国很多企业的管理者们
．似乎都不清楚这一点，他们总是把沙土抓在手里，而无意识中让金子随水而去。　　中国市场经济
起步晚，中国企业管理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企业处于作坊阶段时，大事小事一把抓是可以
的，因为每天的事情就那么三五件。但是，当企业做大之后，事情多了，就抓不过来了，还经常抓了
小事误了大事。　　在任何企业里，每天都会面临着紧急的事情，许多经理人以能够处理紧急事务为
荣，甚至把应付紧急事务当作自己向老板显示才华的机会。可事实上，有很多紧急事务，都不是关键
的事情，不是重要的事情，反倒是那些应该按部就班处理的事情很关键很重要，它们支撑着企业的正
常运转。　　企业上了规模，人多了事多了，紧急情况也就多了，很多经理人成天如同消防队长，累
得大汗淋漓，却可能累不出业绩来，因为他们的管理水平并没有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而增长，企业小
的时候，他们是鸡毛蒜皮都抓在手里，企业大时，他们还是那样，而不懂得应用80／20法　　则。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很多企业里关键的总是在为非关键的让路；　　——资金流向急需输血的非关
键投资项目，结果让关键的投资项目失血而死；　　——公关资源向那些状况恶化但却不是重要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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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领域集　　中，结果让重要的公关领域遭遇不可挽回的后果；　　——撒大网占领市场，地毯
式开发客户，虽然面面俱到，却忽视了重要的目标市场，忽视了重要的目标客户群，结果“广种薄收
”；　　——紧急的小订单不断地打乱正常的经营秩序，到头虽然保证了小订单的需求，却延误了大
订单；　　在企业里，关键的少数项目的发展，决定着企业的走向，如果每一个企业经营者、管理者
都注意到这一点，中国企业界肯定不会出现诸如巨人、爱多、三株、飞龙、秦池、亚细亚等风光三五
年就迅速陨落的灿烂流星。　　相传当年有一个商人缠着苏东坡题字，那个商人人品很差，苏东坡借
题字之机捉弄他，给他题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几个字。出入意料的是，那个商人把字一个个裁开，
将顺序调整一下，就成了“小处不可随便”。原本一句嘲弄的话，却成了颇富哲理的话，商人真够精
明，连　　苏东坡本人都不得不叹服。　　今天的中国商人，却有很多人“小处总是随便”，尤其是
在质量方面，有偷工减料的机会，他们绝不放弃，能够蒙混过关，他们绝不光明正大地通过，在他们
眼中，似乎质量总是小事，消费者的利益永远和他们的利益没有关系。　　事实上，质量从来无小事
，很多企业恰恰是因为“小事”吃了大亏。　　比如曾经风光一时的天津华旗果茶，当时年产果茶45
万吨，年销售量1.2亿元，被誉为“中国果茶一杆旗帜”，但因其并不突出的质量问题被几十家新闻媒
体报道而陷入困境，市场销售锐减，库存严重积压，直接经济损失达三千多万元。　　更为典型的是
广东强力啤酒，曾一度行销全国，其前途却毁于一根毛：消费者在未开启的啤酒瓶中发现一根毛而被
电视台曝光，短短几个月，企业各项损失高达l亿元，致使“强力”没落⋯⋯　　消费者吹毛求疵也罢
，过于苛求也罢，消费者是没有错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企业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遗
憾的是，当我们拿66却对照中国企业的管理时，我们不得不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在很多企业里，
“质量第一”只是口号，并没有体现在经营决策等实质性行动上，在追求数量和速度的过程中，“质
量最后”倒成了事实。在产品设计方面，很多企业不注重掌握用户对品质　　要求的动态信息，在设
计方面缺乏系统思考，产品一设计出来，就造成先天不足，而且，经常不考虑工艺和设备的配套性，
设计出来了，却未必能够制造出来。在把质量关方面，很多企业重视检验，轻视制造，质量管理侧重
于“死后验尸”，而不是预防为主。质量检验队伍素质也不高，质量教育重技术轻思想，员工无法从
内心深处认同质量方针。更有很多企业的销售人员对质量一窍不通，出了质量投诉，不是躲就是粗暴
解决，极大地伤害了消费者和商家的感情。　　小处随便，也许是经营者的自由，但小处随便的结果
，必然是被市场抛弃。6δ管理要求，无论是大处还是小处，都要向完美靠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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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世界如何被改变　　在过去100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惊人
程度，可以从美国的今昔对比中显示出来。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在一百年前呢?一位美国
作家在他的书中记载，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是时薪0．22美元，一般工人一年的收入衣200～400
美元之间，只有6％的人口达到了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只有14％的家庭拥有浴缸，全国只有8000辆轿车
，只有144英里公路。　　世界的巨大变化，不是因为自然因素，不是因为政治，也不是因为战争，而
是因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的突飞猛进，又是因为管理方法和手段的革新。　　过去100年时间
里，诞生了许许多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显著
的推动作用。　　2003年初，本书编写小组和纽约BKR国际咨询机构合作，耗时5个月，共同进行了一
次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全世界1000家大型企业的CEO，问卷中列出了过去100年中最著名的45个管理
方法，要求被调查对象列出他（她）认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前十个方法。　　调查的结果是，有861
位CEO认为“科学管理”对世界的影响最大，并将它列在第一位，“一般管理”则排在第二位，
有623位CEO投它的票。排在第三至第十位的分别如下：　　第三位：“人本管理”，598票；　　第
四位：“80／20法则”，586票；　　第五位：“目标管理”，524票；　　，　　第六位：“决策管
理”和“JIT管理”并列，423票；　　第七位：“CI战略”，406票；　　第八位：“全面质量管理”
和“68管理”并列，364票；　　第九位：“虚拟经营”，299票；　　第十位：“企业再造”，267票
。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非常著名的管理方法未能进入前十位，比如知识管理、学习
型组织、头脑风暴法、SWOT分析、5S管理、7S模型、团队管理等。据我们分析，这些管理方法未能
进入前十位，主要有三种原因；　　一是尚处于理论阶段或探索阶段，其影响程度还难以定论，比如
学习型组织，虽然目前掀起了热潮，但具体如何创建学习型组织，还处于探索阶段。　　二是该方法
主要运用于管理的某一方面，范围不够广泛，比如头脑风暴法，它只是一种思维方法，再比如SWOT
分析，说它是一种决策工具更为恰当。　　三是操作性不强，比如知识管理，它对管理的影响的确非
常巨大，但作为一种管理方法，其操作性却不是很强，它对管理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潜移默化
式的影响。　　1000位CEO评出的位居前十位的12个管理方法，又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呢?　　在工业革
命之前，企业以小作坊的形式存在着。在这样的“企业”里，熟练的技术是最重要的，每一个工人都
得先从学徒做起，在掌握了全部的手艺之后，才能独立操作。那时，还不存在工序和流水作业的概念
，生产力极为低下，根本满足不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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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简述了位居前十位的12种管理方法给世界带来的显著变化。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受调查的1000位CEO的看法是科学的，他们在企业管理的实践当中，最清楚哪些方法对企业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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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OK，不过举例太过累赘重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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