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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前言

纵使拼命工作，也见不到成效，这是为什么呢？为何花了很长时间，付出了很多劳力，却没有成果呢
？而另一方面，有人比一般人多做了好几倍的工作，却仍在时间上、精神上有余裕，同时，还能收获
丰硕的成果。或者，你也曾经看过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人从高一开始就孜孜不倦地用功，但
在大学联考时却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反而是那些成绩不好、成天在玩、不用功的人在高三时突然
开始用功，最终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这个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呢？这个差异的原因完全在于“思考
模式”。这个“思考模式”是指，在“劳力”、“时间”、“知识”、“人脉”等四个领域上，构筑
“个人资产”（自己的资产），再加上杠杆效益（杠杆原理）的运用，以“不劳而获”的方式收获成
果，并实现“Doingmore with less”（即用少许的劳力和时间，获得丰硕的成果；以下简称为“DMWL
”）。以往的思考模式是基于“一分劳力／时间，一分收获”的观念；如果想要收获成果，就必须付
出大量的时间和劳力，因而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过，在杠杆思考术中，有可能达到“一分劳力
／时间，创造无限大的成果”。进而，能够得到“不劳而获”的回报，即使劳动时间和劳力减半，也
有可能获取数倍的收入。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吧！然而，改变行动本身是不
容易的，相较于此，改变思维却是简单的。而且，也不需要像实际投资那样花费很大的资本，它是零
风险的。我撰写了《杠杆阅读术》和《杠杆时间术》。这两本书介绍的是在个人资产的“知识”和“
时间”上，运用杠杆效益的诀窍。接下来介绍的“杠杆思考术”是上述两本书的上位概念，详细说明
了杠杆效益的基本思考模式，同时，呈现了实践“DMwI.”的诀窍。如果已经读过上述两本书的人，
读了本书之后，按照杠杆效益重新翻阅该书的话，我认为，就更加能理解基本的思考模式，而且实践
起来也会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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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内容概要

《杠杆思考术》：“一分努力、十分收获”才是现代成功的关键。本田直之将20年来身体力行的杠杆
思考术呈现在大家面前，透过对劳力、时间、知识与人脉四大资产的思考与实践，让商务人士获得鸟
瞰、俯视个人生活的简单方法，不论是身处何种产业、从事何种工作，都能够发现原来在投入努力的
同时，如果能够时时意识到杠杆效益的重要性，就能够真正掌握成功的关键，找寻到能够扩大成效的
魔术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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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作者简介

本田直之日本品酒协会认定葡萄酒顾问、世界遗产学会会员。曾任职于花旗银行等外商公司，并参与
企划巴克集团（BUCKSGROUP）的营运，担任常务董事期间，协助该公司在日本的店头市场
（JASDAQ）挂牌上市。现任杠杆效益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参与日美的创投企业投资
管理，提供以少出力而获得丰硕成果的杠杆经营的建议。兼任日本财务学会董事、法人顾问会计董事
。著作包括成为畅销书的《杠杆阅读术》、《杠杆时间术》、《杠杆思考术》、《杠杆经营术》；翻
译作品有《打响自己就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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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书籍目录

前言01 经常意识到杠效益的  训练不足的商业人士  为什么你一无所获呢？  所谓“杠杆思考术”的思考
模式  构筑四种个人资产  经常意识到“DMWL”  个人资产和个人斗志兼备  确定目标，发现“不必做
的事情”  积极主动  了解自己现在的位置  “DMWL”的中心思想  摘要02 劳力的杠杆效益  什么是劳力
的杠杆效益？  建构化的优点  手册和规格形式的重要性  检查表是“倒推”的重要工具  无意识化、习
惯化是成功的关键  创造大习惯，先从小习惯开始  习惯检查表和数据管理  认清楚“KSF”  80／20法则
和“KSF”  用俯瞰“倒推”的思考模式来发现“KSF”  利用“一年收成两次”来提高效率  自我暗示
和言语的杠杆效益  运动的杠杆效益  摘要03 时间的杠杆效益  什么是时间的杠杆效益？  靠着投资就能
增加时间  建立俯瞰倒推式的杠杆日程安排表  用俯瞰“倒推”的思考模式来决定任务  时间的例行化  
以自我投资为主的时间分配表  先扣掉自我投资的时间  在工作上设定时间限制  削减“时间的固定费  
睡眠的科学  科技的杠杆效益  摘要04 知识的杠杆效益  什么是知识的杠杆效益？  从1产生100  成功者是
把杠杆效益运用在前例上  因为有时间限制，所以不得不学  先学习与自己相似的类型  作为自我投资法
的杠杆阅读术  把书的内容付诸实践才是杠杆效益的运用  和其他大众媒体的接触法  和学校、研讨会、
函授教育的接触法  在外部的技能诀窍上运用杠杆效益  推荐使用杠杆会议术  让公司恢复繁荣的杠杆会
议术  用杠杆效益笔记来做投资  摘要05 人脉的杠杆效益  什么是人脉的杠杆效益？  奉献是基本  在奉献
的基础上建立人脉  利用举办交流会来建立强大的网络  建立个人品牌形象  在斗志高的团体中感染开来
 在别人的力量上运用杠杆效益  把经验丰富者、实践者当作建言者  摘要附 《杠杆思考术》50项检查表 
时时刻刻都以能否获得杠杆效益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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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章节摘录

他所说的“去了解什么才是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什么才是能让他们朝贡献和成果努力的标准”，就是
指“K S F”。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即使进行工作，也会变成“绕远路而行”，收获成果之前，浪费了
不少时间。相反地，在着手工作之前，先想想“该如何做才好”，思考其最短的距离，有效率地付诸
行动。我认为，这才是收获成果最重要的能力之一。让我用身边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吧！例如，准备考
试而用功读书时，一定有人从教科书或参考书的第一页开始读吧！这是要得到满分的读书法，而不是
要及格的读书法。考试时，完全没必要取得满分。换言之，以及格为标准，只要突破及格分数就可以
了，在100分中，取得70至80分就可以了。想想为此该如何做，才是重要的。举例来说，在短期为准备
考试而用功时，把已经考上理想大学的人的读书法当作榜样来效法，或是去解答过去的考题，这些做
法就是“KS F”，而看清楚这点的选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以我为例，一开始我是大量阅读别人所写
的“通过考试体验记”，而不是马上着手开始用功读书。为了考试及格，必须先学习用功读书的有效
方法；这并不是让别人教你用功读书，而是让别人教你用功读书的方法。换言之，你是把劳力花在了
学习考试通过的人的做法上。做事也是如此，工作的目的在于收获成果。纵然用了许多的劳力和时间
，但如果没有收获成果，也是没有意义的。用少许劳力和时间收获成果，要做到这点，认清“K S F”
是非常重要的。相反，纵然工作做得很快，但如果忽略“K S F”的话，也会偏离目标。把时间和劳力
花在“K S F”上，借此，就能够逐渐专注在“结果”上，而非“作业”上，并且能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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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媒体关注与评论

智商不是无可替代的，想要成功你还必须知道该如何做出明智的抉择，以及拥有更宽泛的思考。　　
——比尔·盖茨要想安然度过这个激变的进代，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思维模式。　　——大前研
一杠杆思考术改变的只是思维方式，不管是谁，只要愿意这么做，都可以轻松做到。　　——本田直
之上帝所做的、胜过一切想象中的幸福行为，莫过于纯粹的思考，而人的行为中最接近这种幸福的东
西，也许是与思考最密切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提升斗志还不够、改变思维才重要不下决心培
养思考习惯的人，便失去了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爱迪生杠杆思考术改变的只是思维方式，不
管是谁，只要愿意这么做，都可以轻松做到。    ——本田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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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编辑推荐

“杠杆系列”畅销日本70万册  日本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思考之书：中国企业数量众多，可
能是世界上企业最多的国家，但细数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企业能占多少？跨国公司的生意做得风声水
起，又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何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思维的方式。改变思维模式才是取得成
功的关键，且看日本管理大师本田直之教我们如何改变思维模式，从而走向成功。●管理之书：一个
企业的制度决定了其员工的类型，可以说，公司管理制度是塑造不同类型员工的最重要因素。公司怎
样了解员工的想法、员工怎样洞察公司的意图？企业和个人怎样实现双赢？在《杠杆思考术》中你将
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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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精彩短评

1、杠杆系列都买了，幸亏先看的是《杠杆时间术》，其他的看了感觉都是从《杠杆时间术》延伸出
来的，好多章节雷同。虽然有启发，但我还是觉得如果要买的话，买一本《杠杆时间术》就好了，其
他的就没必要了。
2、阅读方法上得一点收获
3、一个小时看完了。。。太短了吧= =
4、这本书，是冲着杠杆系列来读的，我不是很喜欢，感觉说的东西很空洞，都是一些道理的话，而
且很少案例，这样看起来，我很难理解这些道理，也许是我的理解能力不太好？笑。书里也没有推荐
什么思考技巧，不像《时间杠杆术》和《阅读杠杆术》满满的都是技术活。所以我不推荐。
5、对我没多大用处
6、前半部分不错，后面感觉很强的拼凑感
7、虽然是成功学的书但其实并不肤浅，日本人总是给人感觉很擅长整理而且能把书写的清楚明白好
读。半个小时就能看完的优质职场类畅销书。
8、速食书
9、早期读过的书，现在都没什么印象了，要不是看到读书笔记，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有段时间读了这
些“管理书”
10、doing more with less.养成良好的习惯，减少在重复事情上不必要的时间浪费。一是建立好检查表（
对于常规的活动写好清单），二是一年收成两次（类似“一心两用”，都有成效，都不耽误。）
11、杠杆系列里最经典的一本
12、如题,本想看看别人的评论,看看这本书好不好,值不值得买,发现评价不错,点击那些评论者所评论过
的书一看,才发现所评论的书惊人的一致.
13、比较水
14、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尝试。
15、3星半，大部分内容自己已经在做了，所以看着有些闷。最大的启发是初时应该努力成为从1到100
的人，而不要贸贸然去挑战从0到1
16、翻译得不好，看起来很晦涩。
17、无比差的一本书。书中讲到的东西，太旧，而且一个概念总是被翻来覆去地提及，却无任何实质
东西可言。书中所举的例子都太理想化，作者又将其描述得很绝对....
18、总是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总是能不断提高效率，DOING MORE WITH LESS
19、读完感觉缺乏方法论，在调整思考的方向和方式上，有一定的帮助。
20、都是概念性的东西，泛泛的谈。只有一句，还是大前研一的：人类改变的方法只有三种：时间分
配; 居住场所; 交往的人。最没用的是, "下新决心”。
21、这书其实是用来骗钱的吧。。翻了几页就没了。。
22、本田直之的其他书还可以，唯独这本读起来颇为枯燥，看了一半左右，就不想再看下去了。不过
送货还比较快的，这点可以称赞。另外，我们广州近来也有书摊活动，这本书以及本田先生的其他杠
杆系列的书，在摊上只要10元左右。这样一下来，卓越就没有多大优势了，希望你们以后可以改进一
下，不要把我们中国人当水鱼。
23、很好~但有送来的时候那个脏，还摔变形了，而且是很严重的摔的凹凸进去
24、因为看过作者其它几本书，这本书的出现完全就是圈钱。只能作为其它几本的简介。
25、综合了此前的阅读术、时间术的一些内容，从上层来解释其思维的回路。
26、里面的一些知识以前都懂，将他整理出来，并进行实践
27、3.7颗星。核心观点还是投资自己。该书的逻辑是：单纯的工作往往是一种输出，不能解决信息不
全面、方法不完善和知识不系统的问题。要从劳力、时间、知识和人脉上投资自己，从而在同样的时
间内能有更多的产出。
28、发货很快，还没来得及看
29、还行吧
30、不是很好，和其它书有很多重复，如果买了这本就不用买杠杆时间和杠杆阅读了
31、工作和充电不成比例造成竞争力的下降，主要是“思维模式”出了问题，要从四个方面调整：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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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思考术》

力、时间、知识、人脉。
32、无论每日工作最忙都要玩时间关注自己：do more with less.
33、系列里先看的这一本，整体感觉还好，是一个典型的日本ビジネスマン的普遍视点，不怎么独特
。doing more with less的观念贯穿全书，重要的还是实践。
34、: �
B848.4/5264
35、20%的内容很有启发，80%是在胡吹海螺或是照搬照抄。
36、我覺得這本書的重要性勝於槓桿閱讀術!! 是想要成功的人須具備的觀念!!!
37、结合《杠杆阅读术》《杠杆时间术》，再读这本就融会贯通了~
38、多有重复，对于初学者如我辈有帮助。
39、作者从几个方面对GTD的进行了详细解读，举例说明了GTD在这些方面的具体应用。后面章节中
谈到了知识和人脉的重要性。
40、醍醐灌顶。
41、改变自己很多看法
42、值得工作不久的人看看
43、书的质量是好的但内容没啥好看的，哈，在封面还发现一个错别字呢
44、懂得如何思考，有时比埋头苦干更重要
45、被题目吸引了，没多少启迪。
46、还行，马马虎虎看吧⋯⋯
47、时间资产/劳力资产/ 知识资产/人脉资产
48、这本书其实不是教如何进行思维的书，而是一本介绍如何做事情的书：时间管理，基本分析等。
总体来讲，属于东拼西凑的涂鸦之作。不值得购买。。。。。。
49、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思考、行动要建构化——形成思考框架，行动框架，形成习惯（用习惯检查
表检查习惯的形成），从而提高做事效率
50、2017年第21本。
51、日本风味的鸡汤
52、2个小时都不用就能看完的书，不过很多方面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53、构建知识、人脉、时间的系统哪有一蹴而就的方法，这本书也只是宏观上点拨下，可参考。
54、很不错的一些想法 适合上进有想法的人
55、属于满99元赠送的优惠图书，实在是理解不了外国人写的书，无实物性，很空泛乏味，只翻看了
前半部分就实在无法继续。。
56、想要事半功倍的方法
57、内容还没看完，感觉很好！
58、又是日本人的书。提出四种个人资产：时间、劳力、知识、人脉。书中提出的使用杠杆效应来打
理自己的资产，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打理的方法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还是得靠自己持续的修炼啊
！！
59、作者和我一样是懒惰怕麻烦的人，这本书正是我需要的书。之前已经阅读过作者写的杠杆阅读术
，明显这本写的更好，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好理解但又很有重点，介绍的一些方法由容易到复杂有
科学经验又容易实践。有了作者这本书做基础，以前读的和之后要读的很多都是对作者观点的补充，
锦上添花。
60、擦这本真的可以略过了。。。直接看大前研一的吧。。
61、阅读的杠杆系列第二本书，20/80法则的具体操作手册，值得一看
62、都是干货，不实践就是鸡汤，实践了真真是受益匪浅。值得一读再读并用它来指导生活。
63、买了后随便翻了翻，书小、字大、行距宽，内容不多，而且觉得也没什么用。大家不要买了。
64、很好的一本书，如果去用了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65、DMWL（DO MORE WITH LESS）是指用少许劳力和时间获取丰厚的成果。这是杠杆思考术的基
本思考模式。
66、自有
67、对我来说，启发很大，豁然开朗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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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日本商业畅销书的特点：把公共的经验整合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安个自创的名字；学美国人的写
作，一章结尾有分条总结；作者都是学习狂人、考试达人、社交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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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曾经风靡一时的富爸爸系列，其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要分清楚资产和负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
一对完全不同于会计意义上的概念。因为区分资产和负责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带来正的现金流。比如
，买一辆车，会计（家庭理财）上是作为资产，但是在富爸爸看来，这其实是一项实实在在的负债，
因为它每年都会带来负现金流。首先车会贬值，其次，耗油、保养、保险等等。当然车会带来正的效
用，比如舒适、方便、有气派等等，但是无法直接产生现金流。以此类推，如果房价不能大幅上涨（
考虑通胀，交易成本，每年至少10%以上，持续20-30年），那么现今的大部分房产都是负债，因为就
算出租，目前租金回报大概只有1%-2%，不如存银行（上浮后3.3%），甚至余额宝（目前维持在6%以
上，长期估计在5%左右）。也许随着当前改革的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现代理财观念的普及，大概
等到下一代人（00后）成为社会主体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实践这样的理财。如果运气好的话，就
会接近日本在90年代后，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理财、消费观念。不过，在时间管理上，要达到
作者在书中所提倡的方法，可能将耗时更久。因为，据作者指出，日本在2001年，30-59岁商业人士，
一天花在学习研究，运动，社交上的时间不足40分钟，其中学习研究的时间仅仅10分钟。在时间管理
上，我们太需要建立类似富爸爸这样的资产负债表了。什么样的时间运用是资产？笔者总结，凡事能
够产生净成长值的就是资产。比如，作者提出的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时间管理效果，学习效率以及建
立人脉关系的时间投入。什么是负债？就是日常事务性的、低效的、拖延的、浪费的时间。具体怎么
办？优先保证能够产生净成长值的时间投入，逐渐提高效率（广义，包括价值观、人脉等等），可以
大大提高所能达成的成果。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那么，所要做的就是，每天往时间管理的账户里，
存入资产。按照笔者的实际经验，至少包括学习，健身，社交，反思四个方面。这样，就可以发挥杠
杆的作用，类似运用复利法则，给自己赢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进一步提升
自我，而不是忙于应付各种琐事杂事。之所以对中国来说，要建立这样的时间资产负债表需要更长的
时间，是因为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等约束决定了只有少部分幸运的人具备这样
的条件。可能的突破口在哪里？高等教育普及中蕴藏的机会。当前教育体制的僵化和教育理念的落后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能够切实推进改革，就会给大学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如果大学
生能够率先构建这样的时间资产负债表，并能够运用于今后工作的实践，那么前景将是日渐光明的。
附：方向第一http://book.douban.com/review/6246948/旧书新读：每天多出4小
时http://book.douban.com/review/6256357/
2、一点建议：本田直之的这几本书，应该一起阅读。这几本书单独拿出一本，算不好书，但如果放
在一起阅读，绝对值得推荐。这本书所说的杠杆效益，实际上就是我一直研究的80/20法则。作者所说
的DMWL（少付出多收获）看起来很简单，但如果你不花上足够的时间和实践经验真的很难建立一个
足够实用的系统。而没有一个系统行动框架少付出多收获基本无从谈起。这本书最有用处的部分就是
教你如何建立一个系统或框架，作者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展示杠杆理论。他把杠杆思考术分为四部分，
正好我把几本书的思维导图都分享出来，大家可以互相参考一下。1、建立系统：本书2、时间杠杆：
杠杆时间术3、知识杠杆：杠杆阅读术4、人脉杠杆：超强人脉术www.write.org.cn
3、看到本田值之先生有关于杠杆术方面的书后,发现这一系列的书中,有两本里都提到了要用脑科学的
方式来睡眠.所以就睡眠这一问题,做个笔记.晒到太阳就可以让生物钟去识别早
上--------------------------------------人的生物钟在视交叉上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的神经细胞群中,
在原始社会都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跟着太阳光一起起床,打开遮光
窗帘,让阳光第一时间照到视交叉上核,让阳光对身体发出起床的指令.季节的不同,起床时间也随着季节
的变化而变化.睡眠的时间最好是90分钟的倍数--------------------------------------睡眠过程是这样的,浅
睡--沉睡--浅睡,90分钟为一个周期.4X90=3605X90=4506X90=540大脑会在浅睡眠逐渐更浅的时候自然醒.
闹钟对大脑的损伤很大--------------------------------------如上一条所说,如果在深睡眠的时候被闹钟或
者电话吵醒,是不符合自然醒来的规律,声音快速把脑部唤醒,给脑部的神经细胞和血管都会造成很大的
压力.关掉闹钟,在早上有光线刺激的情况下自然醒来..
4、感觉，顺其自然比较好，想快就快，想慢就慢。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
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
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
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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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
太短了
5、花的劳力、时间少，而收获多的人。这是本书所期待的、采取杠杆思考术的人。其状态是，已经
学会杠杆思考术，从个人资产中不劳而获地得到丰硕的成果。用少许时间，收获别人数倍成果，也就
是和别人在同一个起跑线一起工作，却获得压倒性的成果，这是非常重要的。
6、【书籍评价】看前言与第一章，作者并没有具体明确“杠杆思考术”到底是什么，但是却讲了很
多运用它的好处，让我觉得有点神乎其神的。看了后面细化的内容，其实全书要表达的内容很简单：
想要获得更好的收益，要做到以下四点：提高做事效率、学会管理时间、学习新知识、形成良好人脉
关系。这每一点其实都有大学问，要在一本书里面讲好根本不可能，所以作者都蜻蜓点水似地带过，
写写理论，举举例子。名词和概念倒是不少，但仔细读起来然后一总结，发现讲的也就是那么个事。
就好比你以为作者要讲什么“独门秘籍”，最后却发现只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种话一样。这
本书对于我来干货太少。培根的《论读书》一文中说： 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
化。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
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
五味矣。我把这本书归入最后一类。但我还是挺认同作者的整体思路的，以及他也提到了不少自己观
点所来源的书目，可以看出作者也是阅读了不少相关书籍的。所以如果真的要运用好作者所说的“杠
杆思考术”，则要顺着作者的思路拓展阅读，学习如何对四种自我资产进行投资。作者自己也出版了
相关书籍两本《杠杆阅读术》及《杠杆时间术》。以下是作者提及的书目：《杰出者的脑袋想什么—
—杰出创业家》《考具》加藤昌治《斋藤孝的实践母亲私塾》《脑会设法解释》：早起的诀窍《成功
和幸福的四个能量管理术》《藤田田的商法②统一天下的商法》《抓住梦想》《聪明的点子》（原名
：idea wise）《在一瞬间改变自己的方法》《不动心》《口碑传染病》《恢复V字型的经营》《打响自
己就一招》【自我感悟】①我想讲讲作者提到的人脉资产，一提到人脉，最开始印入头脑的想法是多
结识他人，从他人哪里获益。但我觉得书中有一点说的很对，“要自己先具备价值”，我们不能总是
想着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人脉的建立是在奉献的基础上。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也因为身边没有
有找到相同想法的人，所以大多数时觉得都比较闷。今年我有开始让自己走出去，多结识，比如开始
参加趁早举办的线下活动，跑步活动，加入月打卡群，给喜欢的博主留言，主动和不太熟的同学交流
⋯⋯也感觉到书中所说的“维持联系要比建立关系困难多了”，几次活动参加下来，留了不少小伙伴
的微信，但有交流的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觉得要真正找到同类，自己必须得有所价值，比如将月
总结写的内容好、排版漂亮，就能让人记住你，并愿意向你学习；给喜欢的博主留言也不是只会说“
你好棒！”“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空洞的话，而是交流、提问，留些有内涵的言论。这样的人际关
系才是正确的！②这次读书有两个新尝试：一用思维导图来做笔记。以前的笔记都是满满的文字，用
思维导图之后，复习起来觉得特别明了清晰。二是用自己的话总结作者的观点。以前只会摘抄，也不
写爱读后感，结果自己的文字水平极差。笔记方法我从公众号上学习到了很多的，例如，想象作者的
观点可以用到那些方面、对书中的名词用自己的话解释、顺着作者的话自己接下去写。读书不仅要有
输入，也要有输出。
7、商业人士要在工作上有所收获，就需要不断自我投资。投资劳力资产，时间资产，知识资产，人
脉资产。增加个人资产并在资产上运用杠杆效益，用少许劳力和时间，获取丰厚成果，这就是杠杆思
考术的基本思想模式。形成个人资产时，判断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个人资产X个人斗志=成果明确目
标，不做画蛇添足的事，不浪费时间，劳力，金钱。借助色彩浴的效果，就容易得到机会。积极主动
，具有目的意识。劳力的杠杆效益：建构化（重现性），习惯化，发现KSF（思考最短距离，有效付
诸行动），其他杠杆效益。时间杠杆效益：俯瞰倒推思考模式（确立目标，俯瞰现状到目标的整个过
程，倒推思考决定工作及任务），时间例行化，时间预先扣除，时间限制，固定费用效率化（坐车时
看书，睡前记忆）。知识杠杆效益：商界容易陷入从0产生1的思维，要学习从1产生100，进而无限大
的观念和诀窍。在有限的时间内收获成果，最好的做法是学习别人。读书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
实践。主动积极的去读书，读后留在笔记中，并积极实践。开始阅读前，从以往知识及经验中订出假
设，使读书变成检验假设的过程。一边比较各方的看法，一边客观思考，归纳整理在笔记中。人脉的
杠杆效益：奉献（对人奉献，你是不是对方感兴趣的人，了解对方需求-〉自己能提供的价值-〉一旦
建立关系，保持联系-〉连接人脉朋友），强大的网络，个人品牌形象（打响自己就一招），斗志的感
染（加入斗志高的人群中），他人的力量（提供实践过的经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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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DOING MORE WITH LESS，也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达到最大的效果，曾
经听到过一句话，叫做“不要满足于1倍，2倍，10倍的效果，要追求好100倍的效果“。这本书讲的就
是如何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方法，也就是一种杠杆效应。作者将这本书的杠杆效应分为四个部分，分别
是劳力、时间、人脉和知识，其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劳力的杠杆效应。劳力的杠杆效应有四个关键点
，分别是构建化、无意识化、kSF（KEY SUCCESS FACTOR）、自我暗示。构建化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构件化就是构建一套做事情的模式、规范，把它做成一个检查表、流程图，下次做事情的时候就不
用再重新思考，直接套用做好的模式就行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工具化的思想。例如，求职简历模板就
是一种工具，交接班事项检查表也是一种工具，有了工具就能减少很多重复性的思考，大大提高工作
效率。并且，工具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最大限度的放大你的效果。例如，互联网营销就是很好
的例子，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信息的高度透明、高速传播，而且传播成本非常低，比起实物营销，不
管是效果还是成本都远远秒杀它。庄子曾经曰过：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人类的进步不就是生
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吗？所以，一定一定要学会使用工具来实现杠杆化效应！本书的第二个亮点，就
是KSF，也就是做任何事情首先要抓住关键点。例如，学习之前，要先知道如何学习，先掌握学习方
法；做一项工作之前，要知道这项工作的关键点，掌握了关键点，不管怎么做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而没有掌握关键点，就没有工作重点，就会失去方向，掌握不了工作的精髓。
9、本田直之的“杠杆”系列比较有名，放在一起看对事业发展很有启发意义。在这本《杠杆思考术
》里，他的中心思想是大家熟知的“80/20”法则，注重个人投资，摒弃无谓被动的重复性无效率工作
，用个人投资“杠杆撬动”劳动成果。这本书提供了比较精细的方法论。职业运动员的日常训练/比赛
的时间比例是80/20，但大多数人事业的时间用法为：自我投资1，工作99，没有规划，必然没有好的
效果。但是，正因为大多数人自我投资不足，只有有人稍加练习，便有可能出人头地。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的想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有在日常工作中，主动地停住脚步专注自己、进行自我投资，才有可
能得到正确的回报。这是思维上的转变，所以任何人只要坚持，都可以做到。（就像植物大战僵尸，
如果一开始不配置较多的太阳花，后来的塔防就会非常被动，太阳花就是投资）个人资产分为四项：
（1）劳力资产、（2）时间资产、（3）知识资产、（4）人脉资产，都是需要系统构建起来的，投资
的复利效果长期来看也是惊人的。励志书看多了没有效果，因为“个人斗志”不是资产，回报为零，
不积累四项资产，就如同开车空踩油门。个人斗志要同个人资产相匹配。累积个人资产也是资源配置
，要及时排除不必要做的事，需要首先明确目标，这样才能不错失机会，并提高与目标相符的个人资
产。在此过程中，积极主动是很重要的。一、劳力的杠杆效应大家都会要求自我控制，但“做不到”
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于：（1）构建化（制度化）、（2）无意识化、习惯化、（3）发掘
重点因素。（1）构建化1.投入构建化，初期需要时间和劳力，但根据标准化流程，之后能产生回报2.
制作工作手册很重要，目的是提高所有员工能力达到一定的工作水准，在简单流程提升效率，把精力
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3.检查表最重要，从完成工作的形态逆向推算，把该做的事情逐一记录下来，
避免遗漏，节省时间，了解全貌。（2）无意识化、习惯化4.工作进展顺利的人，都是无意识地进行良
性循环，就是习惯化。5.从改变小习惯开始，就会积少成多，理性支配力逐渐得到训练，之后才能成
就大的习惯。6.养成习惯进行检查表，以及进行数据管理，以此保持自我控制。（3）发掘重点因素7.
在着手工作前，先想“该如何做才好”，思考最短距离，有效率地付诸行动。专注于“结果”而非“
作业”。8.不要在日常工作中随波逐流，而把时间投资在思考“现在进行的工作，其成功关键在哪里
”这个问题上，将这点弄清楚后再开始工作。具体手法为：调查前例、请教工作进展顺利的前辈等。
二、时间的杠杆效益时间有限才能激发成果。时间是高度有限的，但很多人短视意识不到，只有当意
识到这一点，才能提高时间的运用效率。在目前知识型社会，“时间积累的越多，就越能获得成果”
这样的工作是不存在的。时间投资的秘诀是：（1）俯瞰“倒推”的思考模式；(2)时间的例行化；（3
）时间的预先扣除；（4）时间限制；（5）固定费用的效率化。（1）建立俯瞰倒推式的日程安排表。
没有明确目标，所有工作都被视为重要，则会陷入“这也必须做、那也必须做的状态”，导致效率低
下。以月为单位进行安排比较科学，所以月历较好用。（2）谋求时间分配例行化，不要马上行动，
先把时间投资在建构上。把时间分为：输入（自我投资如学习和社交等）、输出（工作）、生活、私
人四类，然后规划、记录、修改自己的时间分配，适当提高输入的比率。（3）在时间分配中，先扣
掉自我投资的时间，余下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4）在工作上设定时间限制。（5）坐车时间读书、
吃饭时间交流并建立人脉等。三、知识的杠杆效益在工作、人生上，不少人都不会去学习“前例”。
投资读书要意识到追求投资回报率。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成果，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学习别人。明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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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目的，把和自己类型相似的人的技能诀窍拿来做参考。学习先例的方法有三类：（1）媒体所建
立的系统；（2）学校、研讨会、函授教育所建立的系统；（3）根据他人经验、做法所建立的系统。
（1）确定目标，主动选择阅读，并多读，读后制作笔记，并付诸行动。（2）学校、研讨会、函授教
育有定制化的特点，更有系统。（3）学习同事、同业。四、人脉的杠杆效益只拿到名片，或只是有
求于人的关系不是人脉。人脉的首要是你提供价值给对方，重点不在于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
（1）在建立人脉上，其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对别人奉献。不能有所风险是，不如不要接近。基础在于
：你是不是对方感兴趣的人？然后投资自己，并且朝着对方想见的人的方向努力。（2）一旦关系建
立起来，实践持续的联系和价值的提供。（3）人脉一旦建立了，就要把他们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强
有力的联络网。（4）建立个人品牌形象。（投资名片、网站、办公室、博客、微博等）（5）加入斗
志高的人脉中（6）要确认自己是否做好，就要把专家、经验丰富的实践者当做建言者。要细心分辨
这个人是提供参考意见，还是提供自己实践过的经验智慧。
10、杠杆思考术在生活中，有很多有着美好梦想，却实际上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或者有着一份好工
作，却不知如何平衡生活与压力，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杠杆思考术给我的启发就是：你现在过的生活
是你过去投入的总和，有的人很努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有的人光有想法没有行动。只要用对方
法，任何人都可以改变。总原则：有明确目标花费一定的时间确定目标（短期或长期）为目标限定日
期，具体到日，制作成表格，阶段总结回顾。新的行为意味着新的习惯改变习惯，先从小习惯开始培
养习惯，要无意识执行（不要去多想做还是不做，就像刷牙一样形成无意识的习惯动作）习惯检查表
：将所要坚持的习惯用a4纸写下做成表格，每日打勾记录为各种类型的朋友们准备的解决方案，可以
对号入座为短期考试而做准备的人：找有过这种考试经历的人咨询（上网，身边同事）将他们的经验
，比如看哪本书比较好，复习题的选择，看几遍之类的花费一定的时间去了解以后，制定目标，比盲
目的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要有效率的多。像很多护士姐妹们其实很多考试，只要看熟选择题就行，
对吧！假日的误区：假日不是休息日，与其赖在床上不起不如过一个充满活力动感的周末，反而不会
打乱生活节奏，在休息的时候更加要早睡早起，想想每次的休息都是从中午起床都很不划算，如果一
大早起床开始着手跑步，爬山等，回来以后才上午11点，然后再休息，下午打扫房间或者找朋友聚聚
，这样的假期会充实很多。你们听说过吗：不是因为疲惫要赖在床上，而是正因为疲惫才要想平时一
样活动身体。假如一件事情据完成还有很多天：比如：护理部20天后要操作考试，很多姐妹们都是等
到最后两天开始急急忙忙准备，而且紧张的要命。方法：规定限定时间，集中练习，且只练要考的点
。比如：我在考前一星期下班后，只拿出一个小时练操作，这样因为只有一个小时而不会浪费时间闲
聊，而且没有斗志！2，没有目标但对现状感到无趣，想要改变的人：寻找一位和自己相同类型，自
己欣赏或渴望要成为的那种人（明星，身边同事，长辈等）以他的目标为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
成果，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别人。“最初是从模仿开始着手的。模仿各种人的姿势以后，才会形成今天
的自我。”通过学习身边的牛人，也就是优秀的人，做事有效率的人。吸取知识的几大方法：学习计
算机技术，如excel，power point，internet，今后很多事情可以直接用电脑输入保存查看。通过读书开
始读书之前，明确意识到读书是为了解决问题所做的行为。在开始看一本书前，问自己想从这本书中
获得什么，就能清楚的知道重要和不重要的地方。将重点打印在a4纸上，也就是解决自己问题有关的
重点，集合起来。这就是“问题宝典”啦！！最重要的是，反复读后，将内容付诸实际。读书的本身
并不重要，如何时间资料，一边对自己有帮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要培养读书爱好：设定读书的数
量，比如每年300本，那自己一天大概看一本书，积累到一定时候，便比无所记录会更有成就感和执行
力。通过媒体，资讯，杂志，网络主动积极的读，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看新闻时，先下载下来，
不看直播，跳着看，只看自己想看的。人脉的解读：建立人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接触比自己优秀的
牛人或长辈，奉献是基础，如果不能有所奉献时，就不要接近对方，在具备了对别人有奉献的能力时
，彼此交流才有意义，否则，对方只会觉得你无聊，你也不能从他那收获什么。比如在与病人沟通时
，你自己懂得健康宣教，不知不觉中病人也会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告诉你，很多病人对疾病往往比护士
了解的多的多，假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交流就无法展开，你们说是吗？建立人脉的基础是：你是不
是对方感兴趣的人，以及投资自己，并且朝着对方相见你的人的方向努力。如：介绍对方感兴趣的书
籍，消息，人物，话题，爱好等。
11、昨晚花两小时读完《杠杆思考术》，今早起来用思维导图整理了下阅读笔记，这或许是虎年读的
最后一本书，也是很好的开始，新的阅读方法。这本书，写的确实一般般，读不出太多的共鸣感。大
概我对书的要求有那么些高？！花了时间就得买点乖，小结下：1、这是本给“懒人”看的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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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懒人”。所谓懒人的思考方式，也就是本书的中心：用少许的劳力和时间，得到丰硕的成果。
---  嗯，讲究效率。虽然共鸣感不多，其中倒也有些很实在很贴近是想法。2、本书架构：提出杠杆思
考术这一论点-&gt;逐一解释-&gt;分别介绍在时间，劳力，人脉和知识四个投资对象上的应用-&gt;总结
。--- 发现畅销类书的统一模式就是如此，实用性嘛，还行。有位博友能做到1天1本书，我观察了下，
他读的书基本上都是此类，而且似乎都有些共通性。10年读了多本畅销类书，大体都是这种写作和思
考模式，读多了，就算消化系统再好也会便秘。11年的读书方向得变变，以计算机书专业籍为主，心
理学和历史类为辅。PS：嗯嗯，别忘了白纸黑色写好的读书计划。3、这本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此书
中谈到的诸如阅读术和劳力的杠杆效益倒是值得借鉴。只是作者空谈内容比较多，没有实践例子，所
以呢吸引力不够大。--- 因为书的条理比较清楚，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分析起来更顺畅。最大的影响就是
，我体会到思维导图这软件的无穷魅力，不用不知道，一用准爱上，哈哈。以后得多多用用。4、如
果我去写这类书.....算了，这架构绝对不是我的风格。5、如果对阅读感兴趣的童鞋，强烈推荐《如何
阅读一本书》，10年8月份买的书，我又拿出来读了遍，体会更加深刻了，而且是本提高阅读力和理解
力的好书，告诉你阅读的四个层次，怎么主动阅读，如何进行最高级别的主题阅读。嗯嗯，我的层次
有待提高中。
12、一本专门研究投机取巧的书，doing more with less.1. 四种个人资产：时间资产/劳力资产/ 知识资产/
人脉资产2. 劳力的杠杆效应a. 建构化，假设-实行-验证-建构化，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建构，持续下
来，就能产生回报。b. 无意识化.习惯化，工作顺利的人，都是无意识的进行着良性循环，一言以蔽之
，就是习惯化。c. 发现KSF，才是成功的关键。2. 时间的杠杆效应a. 建立倒推式的杠杆日程表，在一定
时间内要收获成果。b. 分配时间，谋求时间的例行化c. 用时间分配把自我投资的时间扣掉。d. 在工作
上设定时间限制，“因为有时间，所以工作无法达成，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收获成果”。3. 知识的杠
杆效应a. 知识的杠杆效应，归根到底在于“从1产生100”的想法。b. 成功者都是在成功的前例上运用
杠杆效益。c. 1小时读一本书，把这本书运用于你的事业。同时，形成杠杆效益笔记，并加以实践。4. 
人脉的杠杆效应a. 奉献是基本。如果不能有所奉献，就不要接近对方，而在似乎能够有所奉献的时候
，接近对方。b. 在奉献的基础上建立人脉，纵然被拒绝也不会有什么负面效果。c. 一旦建立关系，纵
使不定期的提供贡献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去实践持续的联系和价值的提供。事实上，维系联系要不建
立联系困难多啦。d. 一旦建立人脉，就要把他们连接起来，变成强有力的联络网。e. 建立个人品牌形
象。f. 和斗志高，今后大有可为的人建立人脉联系。g. 在团体中互相影响，这样一来，自己的斗志也
会昂扬起来。h. 要确认自己是否做的好，先要把专家/经验丰富的实践者作为建言者，为了不走错方向
，在挑选建言者上要细心。
13、舒张提到的很多思考方法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习惯检查法，俯瞰逆推法等等。当然，重点都是落
实到实践中去。你去看商场上表现出色的人，他们几乎都先设定目标，也就是说，自己决定“比赛日
程”的期限，然后，他们采取的方法，用俯瞰“倒退”的思考模式来决定工作。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
，就没办法选择“该做的”、“不做也行的”工作。有人感叹工作时“纵使在做，也无法洞察先机”
或“看不到结果”这样的人就是用堆积的方法在工作。如果用俯瞰“倒推”的思考模式来做事的话，
就会知道做事的目的、应该收获的成果，并且为“对此该做什么”而有所行动。由于不会去做无法收
获成果的事，所以也不会累积压力。要管理这种俯瞰“倒推”的日程安排表，月历是一个方便的工具
。我使用的是能够记录一个月安排的A4纸张。我想，用记事本来管理日程安排的人也不少吧！但是，
用记事本记录的日程安排实在太短了，只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而已。
14、通篇的例子都是日本历史的人物，看来十分无聊。且例子本身就很无趣。讲的东西随处可见，不
够细致，让你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怎么做没有教你。例如计划表，每个人都知道要安排自己的日程表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坚持的呢？所以这种书看了也没有用。我花钱买的这本书，相当后悔。在地
铁上1个小时就看完了。与其费钱费时间看这本书，还不如看一些经典书籍，比如《论法的精神》。
15、同类书籍有写得更好的。思维流式不错，不过通常作者这个背景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逻辑。所以把
很多商业思维运用到指导个人生活上算也算不上创新，最多算小改良。若是小册子，会很可爱；可是
竟然是书，却显得单薄了。加上“杠杆XX”是作者惯性的写作，也许当初就是一本书，出版社硬要拆
成三本出的。所以标题是不要买。而读还是值得的，至于怎样读，因人而异吧，我只读一遍就另觅他
处了。
16、最开始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名字，和它打出的理念，就是用最少的时间和劳动去获得最大的成果
。名义上是为了如何学习提高效率，实际上是给自己偷懒再学个好方法。嘿嘿。不过对于书中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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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劳而获的境界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一定是经过多年积累的人才能达到的。本书大致分为五
个部分：杠杆效益意识、劳力的杠杆效益、时间的杠杆效益、知识的杠杆效益、人脉的杠杆效益。1.
杠杆效益意识——DMWL（DO MORE WITH LESS）是指用少许劳力和时间获取丰厚的成果。这是杠
杆思考术的基本思考模式。个人资产*个人斗志=成果所以投资个人资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个人
斗志而没有个人资产那么很不容易得到成果。2.劳力的杠杆效益强调要把进展顺利的方法构建起来。
想想还蛮有道理的，成功的学习方法，成功的组织活动的流程，现在我最想的就是总结出考注会成功
的方法。要养成大习惯先从小习惯做起。积少成多是有道理的。发现KSF（KEY SUCCESS FACTOR）
即成功的关键。总所周知80/20法则，看来找到成功的关键是非常重要滴。采用“俯瞰倒推”的思考模
式。从自己的目标开始倒推确定自己每个阶段的任务目标。“一年收成两次”的思维方式，在做一件
事时，思考还有什么能同时做到。书中还特别提到，养成运动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哦。3.时间的杠杆
效益中心思想：并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无法获得成果，而是因为有时间，所以无法获得成果。同在劳
力篇里讲到的，要建立俯瞰倒推式的杠杆日程安排表来决定任务。时间的例行化。把时间分成固定的
时间段，用以安排事情。以自我投资为主的时间分配表。在工作上设定时间限制。特别注意哦：睡眠
是90分钟的倍数比较好。4.知识的杠杆效益要把众多时间投放在“从1做到100”上，因为爱迪生毕竟
是少数，从0做到1是非常困难的。吸取前例的经验，尤其要注重与自己相似的成功人士的经验。要在
有限的时间来收获成果，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学习别人。运用自我投资法的杠杆阅读术——清楚重要的
不重要的地方，将重点与有灵感的部分记下来，做成“杠杆效益笔记”，更加重要的是：要把书的内
容付诸实践。5.人脉的杠杆效益重点不在于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几个POINT：奉献、建立个人
品牌形象、在斗志高的团体中感染开来。IN A WORD，这是本非常不错的书，值得一看，推荐指数：
★★★★★
17、思考术，思考的核心是怎样用最少的时间，做更少的事，来完成更多的任务，实现最佳的效率。
本书从劳力、时间、知识、人脉这四个方面来介绍思考术的核心思想，其中时间和知识正是《杠杆时
间术》和《杠杆阅读术》的干货内容。劳力要学会在劳力中“偷懒”，把一些重复性的东西构建成一
系列习惯，避免每次都浪费很多的时间去做相同的事情。时间因为有时间，所以没做好事情 ---- 这是
作者在杠杆系列中反复提到的观点，解释的也确实到位。比如一些作家平时有大把的时间的时候，却
总是写不出东西。而快到交稿的前几天，效率总是高的离奇。又比如很多人会挤出上洗手间的时间被
单词，而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发呆或看电视剧。另外，时间是需要跟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明确了目
标，才能明确自己要做什么，从而利用“放弃不要做的事情”的时间，专注于一件重要的事，提高时
间投入产出比。知识知识本身是死的，需要活学活用。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为了读书而读书。在看一本
书或学一个知识之前，最好要明白接下来这件事情当中，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获得的？带着目的的阅
读更有利于知识的快速掌握。人脉人脉的维系往往难于人脉的建立，因此懂得“奉献”才是维系良好
人脉的基础。既要懂得整合自己拥有的优质人脉，也需要不时的奉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不怕被利用
，就怕没有什么可被利用。最后摘录一段有感语录：人类改变的方法只有三种：一是改变时间分配；
二是改变居住场所；三是改变交往的人。只有在这三个要素下，人类才会改变。最没有意义的事，“
下定新的决心”。---- 大前研一
18、#每天浏览一本书# 20/600 《杠杆思考术》以往的思考模式是基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基于杠杆思
考术，有可能达到“一分耕耘，十分甚至更多的收获”。要诀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思考模
式--------------------------------------------------------------------- 买了不少书，收集了不少书。如果不抓
紧看的话，不知猴年马月能看到了。很多大牛都是每天读一本，咱不要求这个了，每天浏览一本，找
出其中的关键几句，这是最好了。实在不行，有所收获，做下总结也行所有傻逼的坚持，都会有牛逼
的结果。
19、今天下午用了一两个小时粗读了这本书  还不错 可以细读~阿基米德：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起整个
地球，要知道，这个杠杆需要30光年哟~ 看完书之后 很有冲动做计划 做目标 呵呵
20、总体感觉是关于思考、时间、阅读、人脉使用的一种经验，而关于这几个的本质论述不可能提及
。关键看你使用本书的目的和你处于的系统边界在什么地方，因人而异的。我还是觉得有用的，核心
是个人要建立一个系统，特别是要注意边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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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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