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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前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铸造的，因而优秀
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很显然，这里的“习惯”指的是好习惯；一个人之所以优秀，是因
为他养成了好的习惯或优秀的习惯。对一个企业来讲，其CEO或核心领导团队的风格或习惯，往往决
定了整个企业的状态，他们的优秀风格或习惯会引领企业追求卓越、走向成功。但是，如果他们和他
们领导的企业养成了不良习惯或致命的坏习惯，那么这个企业就很难再继续有卓越的表现和骄人的业
绩了。在本书中，谢斯博士凭借其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深邃的洞察力，对那些曾经辉煌卓越而后来却走
向衰败或倒闭的世界级公司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关键发展时刻的选择和决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
探讨，从而揭示出导致这些优秀公司衰败或倒闭的深层原因。他认为，当公司经过多年不懈努力逐步
走向卓越或成功时，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些坏习惯，比如，自欺欺人、骄傲、自满、竞争力
依赖、竞争近视、数量沉迷和领地守护等。这些坏习惯有的是公司CEO直接照成的，有的是在公司长
期发展过程中慢慢养成的，一经形成往往影响面大，改变起来难，持续下去不仅会大大阻碍公司的健
康发展，而且有时会非常致命，导致公司衰败或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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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内容概要

《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内容简介：通用、福特、AT＆T、西尔斯、柯达。它们都曾盛极一时，成
为卓越企业的代表，然而却走向失败。为什么连卓越的企业都会崩溃？为什么优秀的企业都在重蹈着
覆辙？怎样避免衰败宿命的罪与罚？找出答案。为你的企业在黑暗中点亮灯火。赶在你摧毁自己之前
，发现毁灭自己的致命习惯：自欺欺人、傲慢、自满、竞争力依赖、竞争近视、数量沉迷和领地守护
，并将这些问题全部根除！然后，让你的企业养成所需的好习惯，培养可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领导地
位。这本书会告诉你怎么做——从始至终，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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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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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书籍目录

第1章　优秀公司为什么会衰败　数字设备公司　IBM公司⋯　英特尔公司　都是领导惹的祸第2章　
自欺欺人：神话、仪式和传统形成的桎梏　守愚藏拙　对新技术视而不见　无视不断变化的顾客偏好
　无视全球化新环境　自欺欺人的征兆’　如何改掉自欺欺人的习惯第3章　傲慢：骄者必败　情境1
：过去的卓越成就扭曲了你对现实的感知　情境2：大卫征服了巨人歌利亚　情境3：公司率先推出了
他人无法复制的产品或服务　情境4：你觉得自己比他人聪明　傲慢的征兆　如何改掉傲慢的习惯第4
章　自满：成功之中孕育着失败　情境1：昔日的成功通过管制垄断取得　情境2：过去的成功建立在
分销垄断上　情境3：政府的“选择”使你取得成功　情境4：政府拥有或是控制企业　自满的征兆　
如何改掉自满的习惯第5章　竞争力依赖：失职的祸根　研发依赖　设计依赖　销售依赖　服务依赖
　竞争力依赖的征兆．　如何改掉竞争力依赖的习惯第6章　竞争近视：一种毫无远见的竞争观　行
业的自然演变　群集现象　行业第一与行业先驱　相反的情形：行业第二角逐行业第一　竞争近视的
征兆　如何改掉竞争近视的习惯第7章　数量沉迷：成本增加和利润减少第8章　领地守护：文化冲突
和地盘之争第9章　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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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章节摘录

插图：通过定期搜寻并收购那些可能会引起范式改变的外围或利基企业（拥有颠覆性技术的新兴小企
业），也可以避免竞争近视。这是一个让你有机会恢复对核心技术进行投资的有效途径。或者你的目
的也许是控制引进颠覆性技术的时机，从而保证你的现有技术在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率后退出市场。
在硅谷，特别是在应用软件行业中，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你也可以把一个未来可能会带来竞争的新兴
市场作为目标。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如果你是一家业务集中在汽车、汽车零配件、汽车附属品和电子
消费行业的公司，你就应该留意中国和印度的同类产品生产商，因为它们最有可能成为你未来的竞争
对手。你现在就应该进入这些市场，在它们的一亩三分地上学习如何同潜在的对手进行竞争，而不是
担心在你的领域内同它们打遭遇战。如果你能在它们的地盘上同它们展开竞争并获胜，那么当它们进
入你的地盘时，你就会具有竞争优势。这也是一个让你的崭露头角的竞争对手忙于保护它们的基础业
务，并使它们延缓进入你的业务领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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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媒体关注与评论

很多书都在告诉你怎样使公司基业长青，但是一旦你成功了，就一定要时刻铭记：此时此刻的成功很
可能就是一剂潜在的毒药。感谢杰格迪什·N·谢斯，一位商业世界中敏锐观察者，通过他的独特视
角你可以发现并避免有可能使你的大好前程毁于一旦的七宗罪。　　——菲利普·科特勒  一帆风顺
的时候，领导者的确很容易看不清现实。落入成功途中的陷阱。谢斯博士发现了这一点，并用很多事
例让本书读起来饶有趣味。尤其重要的是本书出现的时机。这是最好的时机了。对明智的领导者而言
。本书发出了一个很好的警告信号，并为积极管理企业的未来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　　——哈希·
马瑞瓦拉（Harsh Mariwala）。马力高有限公司主席、常务董事  祝贺杰格迪什·N·谢斯。他针对导致
优秀企业自我毁灭的坏习惯提出了非常宝贵的观点。每天都有曾经被认为坚固无比的企业传来痛苦的
重组的消息——其中很多案例都涉及谢斯博士所分析的这些习惯。对各地的管理者而言，本书都是必
读的，对那些发展中国家里新兴的全球企业则更是如此。　　——阿齐姆·普莱姆基（Azim Premji）
，威普罗公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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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编辑推荐

《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优秀公司为什么会衰败？你的公司也走向了相同的命运吗？你从何而知
？你怎样改变航线？诊断治愈企业的疑难杂症，预防摧毁企业的致命恶习，致每一位希望取得成功的
执行官、战略家、企业家和管理者。那些信奉变革的领导者，其管理哲学反映了对明天世界的预测和
准备，所以他不仅能够使公司改掉昨天的自我毁灭的坏习惯，而且还可以摆脱明天的坏习惯的束缚。
领导是塑造期望，管理则是传递期望。领导者必须预测环境的变化，主动给企业定位，取得比在“现
状”管理情境下更大的成功，他们必须干预、改革企业的文化、流程、组织结构和内部系统，他们还
必须会调整各种对外的规章制度，以保障公司在技术、竞争、资本市场、制度、国际化和市场需求不
断变化的世界中赢得一席之地。当一个公司走过了卑微的初期阶段，开始为自己的伟大创造神话的时
候，自欺欺人似乎就开始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从优秀到卓越”的真正意思：公司本身并没有改变
，但是，它的成就却被媒体过度渲染的言辞和故事夸大了。渐渐地，有傲慢倾向的公司开始相信自己
被媒体塑造起来的形象。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故事：成功招致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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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精彩短评

1、很多书都在告诉你怎样使公司基业长青，但是一旦你成功了，就一定要时刻铭记：此时此刻的成
功很可能就是一剂潜在的毒药。这本书的独特视角告诉你发现并避免有可能使你大好前程毁于一旦的
七宗罪。
2、#恒阅#为什么《追求卓越》中的“卓越”公司会衰败？作者认为自欺欺人、傲慢、自满、竞争力依
赖、竞争近视、领地守护、数量沉迷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这些坏习惯好比人在健康时暴饮暴食埋下
心脏隐患，而在外部危机出现时成为致命因素。总之，司机技术再好也不能成为右行的理由。 

3、看这书的时候，公司正遇到了大麻烦。看了该书第四节IMB的例子，觉得正是啊正是啊！虽然还没
有找到解决方法⋯⋯我想如果当时能保持这种警惕和清醒，现在也不会这么困难。总之，所有开公司
的人都应该看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4、在新浪看了连载之后才决定购买的，值得一读
5、失败更有价值，强力推荐！
6、沃顿的书，相信不错
7、一本很有价值的商业类书籍
8、书中有大量名企案例，如IBM、英特尔儿等，轻松阅读
9、好看但细节不够精彩 但还是很不错的
10、在理财这本书中，比较简单，但是一些理论对于新学者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总的来说，多看书
还是很有益的
11、好书，还没看完，可以收藏
12、好书，管理者的镜鉴
13、书整体还行
14、可以了解一些美国公司的历史但很多问题，不做到高层是很难推动，对公司的一些毛病有所改变
15、当公司走向卓越时，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养成影响公司进步的坏习惯，这本书列举了企业常见的问
题，内容挺好的，多看看有备无患
16、诊断治愈企业疑难杂症预防摧毁企业的致命恶习这本书会告诉你怎么做——从始至终，娓娓道来
17、马马虎虎，还不错吧还不错吧
18、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9、为什么有些企业可以成为经久不衰的常青树，有的企业却如同昙花一现。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企业
的“寿命”？一个又是什么摧毁一个优秀的公司？建议想要创业的和已经创业的人士阅读，以便更好
的规避大多数企业家会犯的错误
20、我只看了目录，感觉还可以，应该说是现在难得的算得上“有内容”的书吧，至少言之有物，呵
呵呵~
21、名字很吸引
22、不懂为嘛，看不下去。感觉上应该是本好书吧，但是几次下定决心好好品读都读不下去。。。怎
么回事。。。
23、没什么深度。
24、世界变化太快，生命如此短暂。花只开一季，绚烂过，盛放过，也就足矣。非要强求“基业常青
”，违背天道，何苦来哉。
25、没有想到我们公司会和那些优秀公司一样的错误。不同的是人家已经优秀了，而我们还算不上优
秀。很值得一读的好书。近年来经管书有些烂了，这本书翻译的还不错。
26、有些理论，整体一般
27、作为营销专业的毕业生 能够学到很多以前没注意到的知识 很好的书
28、领地守护在很多企业都有所表现。公司拥有许多刚愎自用的中尉（部门经理）却没有一个强悍的
将军。据测试一个痛苦的甚至不可能的过程；公司相邻部门彼此不了解对方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人觉
得开心，萎靡不振，特别是普通员工。

这本书描绘了毁灭优秀公司的坏习惯，给出了征兆和对策，很受用。我觉得作为管理者首先要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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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自己企业存在哪些问题，只要意识到问题，就可能解决。如果对问题视而不见、文过饰非，那么这家
公司一定暗无天日。哪怕曾经辉煌过。这本书可以有效地帮我们认识问题。
29、成功要参考，成功有时是偶然，失败是可以总结的，失败更要认真专研
30、好书 正版的 受益很多
31、一般而已，无多惊喜！

Page 10



《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精彩书评

1、本书是沃顿商学院诸多教材中的一本，像美国大多数商业教材一样，这也是一本好读且有趣的书
，它致力于帮助企业减少短视、封闭、自大的问题，而这往往是优秀企业最容易出现的困境。本书令
人钦佩的是能将如此复杂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法予以勾勒，企业的“自满症”是逐步发育而成的，
它不仅仅源于个体的虚妄，更是集体理性的衰败——当企业发展到足够规模时，它不可能不依靠文化
的力量，这就人为地设置了大量的规则、仪式、程序，比如新员工要服从老员工，对上级要礼貌，每
天早晨大唱企业歌曲等等，这些规范确实增加了凝聚力，但一个天天为企业唱赞歌的员工，他真的会
认同别的企业比自己更好吗？就算他足够真诚，发现了问题，但按照传统的模式，他的意见又该如何
反映上去呢？就算反映上去了，企业高层真的会重视吗？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一个国家的青年是战
争，一个国家的中年是经济，一个国家的老年是文化。文化有它美好、灿烂的一面，但过于强调文化
，则是老态龙钟的证明。文化是一种力量，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力量，它有约束作用，但这个约束不能
走向极端。事实证明，过度强调文化的意义，很可能窒息企业的创造力，但遗憾的是，当企业缺乏发
展动力时，它们往往会更加强调文化，它们会自觉地将这一点当成稳定局面的重要工具，结果是一再
错过时机，最终在种种的危机之下，走向失败。如果能更深入地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不仅
企业面临这样的困境，社会也会面临这样的困境，越是创造力不足，社会便越倾向于从文化中获得解
脱，但这样去解脱的代价，必然是进一步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可怕的是，文化的凝固是悄无声息的，
在一片繁荣的外表之下，内部的危机很可能已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我们往往会讶异于崩溃的迅速，因
为，我们经常忽略了文化的遮蔽效应。本书为读者提供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此外有大量的解决方案
和案例，可以进一步拓展视野。对于经营者而言，这是一本发人深省的著作，即使对于普通读者，也
能从中得到更多启迪，商业赋予我们经济理性，这是现代人所必备的素质。当经济理性缺失时，我们
往往会沉浸在概念的探讨之中，而那样的探讨，往往是得不出确定性答案的。相比之下，经济理性却
往往能将我们导向真知。即使是基于这个理由，本书亦应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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