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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内容概要

本书是环球资源出版的著名商业管理杂志《世界经理人》总编辑刘澜最近四年来关于企业管理的文章
精选，主要针对企业中高层领导人，内容以领导力为中心。并涉及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企业文化等
方面。主要文章选自深受读者欢迎的“致读者”和“CEO秘笈”两个栏目。
　　本书适合企业中高层经理人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管理者、企业管理和财经研究者、传媒工作者、
大学生阅读。

　　书汇集了近4年来作者在《世界经理人》杂志“致读者”等栏目中所写的文章，从顾客、人力资
源、领导力、竞争力、市场营销、企业文化等角度，将企业中高层领导应该关注的管理问题作了全景
式的介绍，尤其对领导力的培养提供了许多深入独到的见解。
　　本书适合企业中高层经理人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管理者、企业管理和财经研究者、传媒工作者、
大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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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作者简介

刘澜，《世界经理人》杂志及世界经理人网站总编辑。
    1988年以四川省文科高考第一名进入北京大学，先后获国际政治专业的学士学位和传播硕士学位
。2000年前，在报社工作，主要兴趣为经济政策和产业研究，在《中华工商时报》开设“经济看台”
、“刘澜观察”等专栏。
    2000年秋至2002年夏获得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国际发展专业（获公共管理
硕士），并在《21世纪经济报道》开设专栏“哈佛学艺”和“刘澜观察”。在哈佛商学院选修管理大
师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力的微观经济学”一课时开始正式研究企业管理。曾在美国东西方中心
和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助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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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顾客　　“质量”是“第一”吗　　德鲁克给张瑞敏打分　　顾客是上帝吗　　卢茨七律
　　我不喜欢当“忠诚顾客”　第二部分　人本　　人力不仅是资源　　用人的真理　　人力资源工
作的三层境界　　以人为本是什么　　向韦尔奇学什么　第三部分　领导力　　领导力的鸡尾酒　　
管理最重要的那一维　　管理你自己　　提高情商像是弹钢琴　　猴年从猴子说起　　看足球学习管
理团队　　看网球学习管理团队　　知识型组织的领导力　　领导者是仆人　第四部分　CEO秘笈　
　CEO怎样照镜子　　向戴尔和鲍尔森学习认错　　向郭思达和奈特学习讲故事　　向贝内特和温白
克学习“脱毛衣”　第五部分　竞争力　　营销提升竞争力　　通往百年老店的道路　　关于品牌的
六个发现　　在制造中创造　　创新的多项选择题　　多元化还是专业化（一）　　多元化还是专业
化（二）　　不是猛犸，是马　第六部分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本与末　　只有执行还不行　　
与世界同步的危险　第七部分　领导力教练　　德鲁克的意义　　啤酒里面加奶酪　　你成长，我成
长　　《世界经理人》的基因　　批评商学院的声音　附录一　对话张瑞敏　　发现海尔公开的秘密
　附录二　刘澜观察　　弑神的年代：CEO篇　作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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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章节摘录

　　以人为本是什么　　我发现一条“80/80法则”：至少有80%的企业会在企业文化或价值观宣言中
，提到甚至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口号；但是其中至少80%都没有真正推行。这是因为它们，具体说
是它们的老总，不能正确回答两个问题：为什么要以人为本？怎么做到以人为本？　　普遍的误解认
为以人为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在所有的时候，都需要以人为本。企业的使
命是创造并且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之为本的应该是在实现使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如果人不是
关键性因素，就不用以人为本。　　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制造业不需要以人为本，至少福特汽车公
司是这样。福特先生计算出T型车的生产总共需要8000多道工序：“我们发现670道工序可以由没有腿
的人来完成，2673道由一条腿的人完成，2道工序由没有手的人完成⋯⋯”福特公司以标准化流程为本
，人并不重要。　　时代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以人为本。理由之一是“服务革命”：一方面，
由人来直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服务业越来越壮大；另一方面，不管是传统的制造业，还是新兴的信息
产业，企业都越来越紧密地与消费者在一个需求多样化、竞争白热化的市场上互动--也就是说，所有
的企业都在“服务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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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领导到领袖。是领导们面临的主要挑战。这本书，就是为那些想成为领袖的领导，以及想成为
领袖的非领导而准备的。　　--刘澜，环球资源集团《世界经理人》杂志总编辑　　领导者发展是帮
助人成长。如果我能帮助作为个体的人成长。最后得到的就是一家成长的公司。　　--吉姆·麦克纳
尼，《商业周刊》2003年度最佳经理人，波音公司CEO，原3M公司CEO　　领导力的本质是“绩效”
；与魅力型领导不同，“效力型领导”包括三个方面。建立使命、承担责任和赢得信任；领导力与魅
力没多大关系，实际上，领导力是世俗、不浪漫、乏味的。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大师中的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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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编辑推荐

　　《领导者的鸡尾酒》是环球资源出版的著名商业管理杂志《世界经理人》总编辑刘澜最近四年来
关于企业管理的文章精选，主要针对企业中高层领导人，内容以领导力为中心。并涉及人力资源、市
场营销、企业文化等方面。主要文章选自深受读者欢迎的“致读者”和“CEO秘笈”两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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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精彩短评

1、　　如果从一本书的厚度来看，这本书的价格偏贵；
　　如果从一本书的字数来看，这本书不及《管理百年》的1/3。
　　
　　之所以给三颗星，并非是书的内容不好。
　　书是精炼而有趣的，醒目而易读的，内容详实而生动的，毕竟是北大的。
　　
　　我个人更倾向于 读西方人写的书。原因不外乎 有三：
　　1、独特的观点，且浅显易懂的居多（够直白）；
　　2、思维的广度、所举的例证；
　　3、西方人沉下去 做的功课之多，超过国人。
　　
　　刘澜，世界经理人杂志的总编辑，年龄与我相仿。文笔相当不错。
　　如果让我将他的文章汇编而成的书，与《管理百年》相比的话，我愿意给后者4颗星。
　　
　　毕竟，了解管理的发展史，更容易找到管理学的脉搏。
　　顺藤摸瓜，很容易抓住主线。知道自己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应该如何自学成才。
　　
　　而本书 却只能提供启发与思考，不能作为主干性的思维。为什么？
　　毕竟，这本书的内容还略显单薄，毕竟是刊首语——虽然花费了刘先生很多的心血。看自己的作
品，有如看待自己的子女，难免觉得越看越喜欢，觉得是天下最可爱的小孩子了。
　　
　　企业 又不同于 编辑室。
　　组织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的看法是迥异的。
　　企业外部的人 评论起企业的商业行为时，总有种 隔靴搔痒之感。
　　不过，好处是：提醒我们应该避免 做出出格的事情，以免让外界误会我们。
　　有时，我们却乐得被误会。——巴不得被误解成这样哩！！！
　　
　　如果这本书有打折，你是可以购买的。我推荐你将这本书当作案头手册。因为书中的内容不只是
刘先生一人的，而是很多大师级人物的名言警句。
　　
　　大道至简，要言不繁。
　　字数少的书，反而更易阅读，用来 警醒一部分人！
　　这是一本很好的复习提纲、资料手册！如果你想探究一下大师们的言论，可以分别去按照刘澜的
注释，去阅读大师们的著作。
　　============================================
　　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个人独自在办公室内，手捧此书。
　　不时放下来仔细思索。
　　
　　深圳近10年来未遇过的寒冷，加上较湿，办公室中没有空调，
　　这些都没有丝毫影响到 阅读与思考的乐趣。
　　也不容易啊，作为总编，每个月都得整出点文字来。而且还要与本期主题环环相扣。
2、虽然印刷很让人赏心悦目，可也不必内容与留白对半占——商业书籍还这么不经济！
3、本书的作者比较年轻，阅历丰富，本书的特点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管理思想进行了讨论，如果是搞
管理工作的人，本书会给你带来不错的思路。
4、中国的管理学界，搞理论难，搞专著难上加难，所以，大家都在搞随笔。希望多一些这样的随笔
，也不枉费买书的银子和那份期盼。
5、在哈佛商学院迈克尔&#183;波特教授的课堂上，刘澜听过大师波特讲自己的五大力量模型。波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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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许多人提出有第六种力量，如政府等。不过他们还没有说服我。但是如果你们发现了第六种力量
，一定要来告诉我。我会——请你喝一杯啤酒。”因为这段回忆，他把学院派的传授管理知识的方法
命名为“啤酒法”，与通俗派的通过故事来讲管理道理的“奶酪法”对应。作为著名商业管理杂志《
世界经理人》的总编辑，他说“我们的方法是啤酒里面加奶酪，希望集二者之长”（《啤酒里面加奶
酪》）。他也用这种方法来写每期杂志的卷首语，三分理论的啤酒、三分故事的奶酪，再加上两分不
凡的识见、两分文字的功夫，四年下来，浓缩成一杯“领导者的鸡尾酒”。四年酿一杯酒，酒香怎能
不醉人？许多杂志的卷首语，只是对当期文章的介绍，或者对新闻时事的议论，过期作废。刘澜不同
，他像在写一个叫作“深入浅出谈管理”的专栏，选取一个重要的管理话题，像解牛的庖丁，眼光准
，下手巧，只八、九百字，就说清了一个大道理，越陈越香。比如《企业文化的本与末》，里面有爱
德加&#183;沙因的理论，有IBM的失败故事，有体现了作者识见的对韦尔奇不为人注意的观点的引用
，加上一气呵成、明白晓畅的文字，作者硬是在不到千字的文章里，讲明白了企业文化的大道理：“
价值观是本，表现形式是末。”“有了强制排名，不一定就有了绩效文化。就好像，大家都穿西装
的IBM，并不一定有尊重客户的文化。一句话：不要把‘末’当作‘本’。”又比如《看网球学习管
理团队》，里面有德鲁克的“团队的三种类型”的理论，有福特、宝洁的例子和奥运会中国女子网球
双打选手夺冠的故事，有作者的“任务和团队成员也有三种类型”的发挥，当然还有一如既往的清晰
文字，加上注释中补充的卡赞巴赫的团队理论，作者把“团队管理”这样的庞然大“牛”似的大题目
，手起刀落“解”成了一盘牛肉丝。正因为作者讲清楚了许多管理的大道理，从企业文化到领导力，
从人力资源到品牌营销，所以，这本结集而成的书却自成系统，为企业管理者、领导者提供了从管理
到领导、从领导到领袖的“要点”。作者为本书新增加的注释主要介绍了管理大师及其著作，在管理
出版物浩如烟海、泥沙俱下的今天，起到了阅读指南的作用。对于少有的真正的领导者（也就是作者
所说的“领袖”）来说，这本书是鸡尾酒，在小酌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对于更多的被劣质白酒和冒
牌洋酒搞得头晕眼花的管理者来说，这本书其实是醒酒茶。作者熟悉但不照搬西方的管理思想，洞察
但不自守中国的管理实践，纠正了许多广为流行的错误说法，指出“质量不是第一位的”，“人力不
仅是资源”，“以人为本不是对员工好”，“只有执行还不行”，等等，犀利如刀，醒酒如茶。《领
导者的鸡尾酒》，是管理者应该常备的醒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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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鸡尾酒》

精彩书评

1、如果从一本书的厚度来看，这本书的价格偏贵；如果从一本书的字数来看，这本书不及《管理百
年》的1/3。之所以给三颗星，并非是书的内容不好。书是精炼而有趣的，醒目而易读的，内容详实而
生动的，毕竟是北大的。我个人更倾向于 读西方人写的书。原因不外乎 有三：1、独特的观点，且浅
显易懂的居多（够直白）；2、思维的广度、所举的例证；3、西方人沉下去 做的功课之多，超过国人
。刘澜，世界经理人杂志的总编辑，年龄与我相仿。文笔相当不错。如果让我将他的文章汇编而成的
书，与《管理百年》相比的话，我愿意给后者4颗星。毕竟，了解管理的发展史，更容易找到管理学
的脉搏。顺藤摸瓜，很容易抓住主线。知道自己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应该如何自学成才。而本书 却
只能提供启发与思考，不能作为主干性的思维。为什么？毕竟，这本书的内容还略显单薄，毕竟是刊
首语——虽然花费了刘先生很多的心血。看自己的作品，有如看待自己的子女，难免觉得越看越喜欢
，觉得是天下最可爱的小孩子了。企业 又不同于 编辑室。组织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企业内部与企业
外部的看法是迥异的。企业外部的人 评论起企业的商业行为时，总有种 隔靴搔痒之感。不过，好处
是：提醒我们应该避免 做出出格的事情，以免让外界误会我们。有时，我们却乐得被误会。——巴不
得被误解成这样哩！！！如果这本书有打折，你是可以购买的。我推荐你将这本书当作案头手册。因
为书中的内容不只是刘先生一人的，而是很多大师级人物的名言警句。大道至简，要言不繁。字数少
的书，反而更易阅读，用来 警醒一部分人！这是一本很好的复习提纲、资料手册！如果你想探究一下
大师们的言论，可以分别去按照刘澜的注释，去阅读大师们的著作
。============================================在一个寒冷的下午，一个人独自在办
公室内，手捧此书。不时放下来仔细思索。深圳近10年来未遇过的寒冷，加上较湿，办公室中没有空
调，这些都没有丝毫影响到 阅读与思考的乐趣。也不容易啊，作为总编，每个月都得整出点文字来。
而且还要与本期主题环环相扣。
2、在哈佛商学院的课堂上，刘澜听过大师迈克尔·波特讲自己的五大力量模型。波特说：“许多人
提出有第六种力量，如政府等。不过他们还没有说服我。但是如果你们发现了第六种力量，一定要来
告诉我。我会—请你喝一杯啤酒。”因为这段回忆，他把学院派传授管理知识的方法命名为“啤酒法
”，与通俗派通过故事讲管理道理的“奶酪法”对应。　　作为著名商业管理杂志《世界经理人》的
总编辑，他说“我们的方法是啤酒里面加奶酪，希望集二者之长”（《啤酒里面加奶酪》）。他也用
这种方法来写每期杂志的卷首语，三分理论的啤酒、三分故事的奶酪，再加上两分不凡的识见、两分
文字的功夫，四年下来，浓缩成一杯“领导者的鸡尾酒”。　　四年酿一杯酒，酒香怎能不醉人？许
多杂志的卷首语，只是对当期文章的介绍，或者对新闻时事的议论，过期作废。刘澜不同，他像在写
一个叫作“深入浅出谈管理”的专栏，选取一个重要的管理话题，像解牛的庖丁，眼光准，下手巧，
只八九百字，就说清了一个大道理，越陈越香。　　比如《企业文化的本与末》，里面有爱德加·沙
因的理论，有IBM的失败故事，有体现了作者识见的对韦尔奇不为人注意的观点的引用，加上一气呵
成、明白晓畅的文字，不到千字的文章却讲明白了企业文化的大道理：“价值观是本，表现形式是末
。”“有了强制排名，不一定就有了绩效文化。就好像，大家都穿西装的IBM，并不一定有尊重客户
的文化。一句话：不要把‘末’当作‘本’。”　　正因为作者讲清楚了许多管理的大道理，从企业
文化到领导力，从人力资源到品牌营销，所以，这本结集而成的书可以自成系统，为企业管理者、领
导者提供了从管理到领导、从领导到领袖的“要点”。作者为本书新增加的注释主要介绍了管理大师
及其著作，在管理出版物浩如烟海、泥沙俱下的今天，起到了阅读指南的作用。　　对于少有的真正
的领导者（也就是作者所说的“领袖”）来说，这本书是鸡尾酒，在小酌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对于
更多的被劣质白酒和冒牌洋酒搞得头晕眼花的管理者来说，这本书其实是醒酒茶。作者熟悉但不照搬
西方的管理思想，洞察但不自守中国的管理实践，纠正了许多广为流行的错误说法，指出“质量不是
第一位的”，“人力不仅是资源”，“以人为本不是对员工好”，“只有执行还不行”，等等，犀利
如刀，醒酒如茶。　　《领导者的鸡尾酒》，是管理者应该常备的醒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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