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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的兴衰》

内容概要

亨利·明茨伯格的《战略规划的兴衰》揭示了自1965年以来让许多组织一直困惑不解的一个过程——
即战略规划的过程。作为最早的管理思想家之一，明茨伯格对战略规划进行了总结，认为战略不能够
规划，因为规划是分析，而战略是综合。因此他断言，战略规划过程经常会失败，而且会败得很惨。
明茨伯格通过战略规划的兴盛及衰落，追述了战略规划的起源及其历史。他认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形成战略的过程，将重点放在非正式的学习和个人愿景上。明茨伯格提出了规划和战略的新定义，并
用不寻常的方式考察了战略规划和各种模式为何失败的证据。通过审视的规划“陷阱”，他指出战略
规划过程本身可以破坏任务，限制公司愿景，阻挠变革，滋生出政治气氛。他对许多“神圣不可侵犯
”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描述了过程的三个基本谬误——能够预见不连续性；战略家可以与组织
的经营脱节；战略制定的过程可以形式化。
明茨伯格用了很长的篇幅描述了规划的新角色、计划和规划，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围，对它进行论
证，为它注入了新的思想，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同时鼓励普遍的战略思考。
任何组织中受到规划或战略决策过程影响的人都应该阅读《战略规划的兴衰》。它也适用于研读企业
战略、战略管理和商业政策课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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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的兴衰》

作者简介

亨利·明茨伯格

    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管理思想家之一。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管理学院教授，战略管理学会主席
，在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商学院、埃克斯一马赛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
等学校担任访问学者。他曾两次获得《哈佛商业评论》所颁发的年度最佳文章“麦肯锡奖”。他最知
名的著作《管理工作的本质》奠定了其管理大师地位。他对管理工作的观察与研究，至今无人能超越
。除此之外，他的代表作还包括《管理者而非MBA》《明茨伯格论管理》《明茨伯格管理进行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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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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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与战略
2 战略规划过程的模型
3 规划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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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计划、规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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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的兴衰》

章节摘录

　　但是，“系统的思维”就能做到这点么？在多大程度上，“系统的思维”不仅不会对直觉提供帮
助，甚至会损害直觉？即使像规划领域的两位著名学者（Lorange和Vancil，1977：X）所鼓吹的那样，
规划的重点是“正确的问题集合”（依然没有证据支撑），我们就真的能相信规划确保能够以正确的
方式将重点放在“正确的问题集合”上么？实际上，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所谓“重视方向的、步伐设
定机制的”规划（Yavitz和Newman，1982：109）真的能够鼓励人们进行长远思考呢？而且，最重要的
是，难道将非程序化的思维程序化之后，就能改善非程序化思考的水平么？本书稍后所提出的证据（
包括High的PPBS试验失败的证据）（请参阅第3章），将会对规划文献对于以上所有这些问题一贯自
欺欺人地给出有利于自己的回应这一倾向提出质疑。　　4.组织必须规划才能进行控制。使用规划来
进行控制，是这类文献遇到的一个棘手难题。这是因为规划理论的学者们还声称有激励、鼓励参与、
促进合作的作用。但是，为了实现有效控制而进行规划（规划和控制这两个词经常同时使用或交替使
用，例如“规划和控制系统”）从来都是规划的一个很明显的目的，而且通常规划就是为了控制。“
规划是社会人利用自己的理性力量，努力掌控自我，实现共同未来的一种活动”（Dror，1971：105）
。　　通过规划进行控制，将规划的作用四处扩大，这点在前面提出的规划理由中表现得很明显。可
以肯定的是，规划就是要控制组织中的其他事物，其他事物都属于“被协调”的事物。所以，在规划
人员的“主要职责”中，Schwendiman列出了以下这些：　　1.企业的规划人员应该负责规划整个“系
统”，监督各个步骤按照正确顺序执行。　　2.规划人员应该确保规划所规定质量、准确性和完整性
由他人完成。　　3.规划人员应该负责协调整体的规划工作，并将各部分工作集中到一起。　　请注
意，这些职能不仅深入到被控制的组织层次内部，而且如果规划将战略决策活动也正规化，那么规划
还将最高管理层的一些工作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控制在规划中的作用不止于此。规划还意味
着控制组织的未来，因此也就意味着控制组织的外部环境。“如果市场不可靠，”Galbraith写道，公
司“就不能规划”，所以“许多在公司看来是规划工作的事情，实际都是在消除市场的影响或将市场
的影响最小化”（1967：26）。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引用的Dror“掌控自我”观点所说，规划甚至
将规划人员自己也控制在内，这些规划人员的直觉遭到了他们自己理性流程的控制。当Zan把规划表
述为“将外部复杂性降低到'可以管理的'形式”（1987：192）时，他指的就是在概念意义上的控制，
即用简单到足够理解的形式来描述世界。所以Lorange在一篇名为“CEO在战略规划和控制流程中的角
色”。　　⋯⋯

Page 5



《战略规划的兴衰》

精彩短评

1、做战略管理必须看的经典书
2、译者的一段话，挺有意思：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不要只看明茨伯格老爷子得出的结论，因为这并
不是最宝贵的收获。共重要的是，要学习他如何与安索夫等顶级的战略大师抬杠。如何挖坑，下套，
让其他这些顶级聪明的人掉下他挖下的陷阱，如何咬文嚼字，抽丝剥茧，扒下那些貌似堂皇的完美理
论的外衣，路出他们的狐狸尾巴。这种超级的洞察力和思辨能力，就是大是大鱼的办法。
3、战略的形成并非依赖于规划者，战略对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需要被发现。战略形成的关键要素在
于创造性，在于分析与直觉思维的综合。对组织来说，如何发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员工，如何发现在
重大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角色，也就指明了战略的方向。
4、明哥的书都是很难读的，译者开篇直言不讳的这么说你随后就发现不是很难读，是太难读了。买
这本书的时候是我大学刚刚毕业，刚出版就买了，没想磕磕绊绊随着梦想衰落一地和这本书的名字似
的我的岁月风生水起到惨目忍睹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真正领会这本书的思想。知识都是乏味的，但到你
脑袋里了就有趣了。
5、明茨伯格用前5章给战略规划5个大嘴巴子，最后1章又给揉揉给了块糖吃，提醒关注思与行、静态
与动态、环境与结构，这让我想起了某咨询公司的总讲完100多页ppt后两眼放光的说，我这1页值1万
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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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的兴衰》

精彩书评

1、这是本绝对绝对的好书，非常系统的剖析了战略规划的假设以及它为何不成立，而后又提出了非
常好的改进方法。看这本书的前提是你要有一些基础，能弄懂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系统的学过战略
管理，前者看周三多的《战略管理思想史》和明茨伯格的《战略历程》，后者随便找本战略管理的课
本看就行。再看这本战略规划的兴衰，就能明白明茨伯格的洞察力是多么的牛逼了！不多说，就是推
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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