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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商业评论》

前言

“Innovate or Die！”我已经忘了这是谁的名言，但这是一句让人过目不忘的话、一句震撼心灵的话。
在举国关注技术和产品层面自主创新的今天，中国管理界是否也该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看看最近自己
所关注的话题、所写的文章，有很多集中在中国管理创新和创建中国管理思想方面，在《北大商业评
论》的刊首语中也写了好几次。但用“不创新就灭亡”的标准来看，每期都说也不为过，何况《北大
商业评论》的使命就是要推动中国管理创新和孕育中国管理思想。作为倡导“知行合一”的北大学者
和北京大学的刊物，我们不仅是思想者，也应该是行动者，身体力行地实践我们所倡导的思想和理念
。    9月24日我们在深圳召开了首届“中国管理学院奖”颁奖典礼。今年的学院奖共收到63项管理创新
成果的企业申报材料，经过初审后有23项入围，并交由12位两岸三地知名商学院院长组成的评委会，
最终产生了“十佳中国管理创新”。在首届中国管理创新的评选中，海尔、招商银行、娃哈哈、海信
、浪潮、宝钢钢贸、吉利、万达、北大纵横、分众传媒等企业榜上有名。与其他管理奖项相比，我们
并不关心企业的创新是大还是小、是否成系统、企业的总体管理水平如何、企业的总体经济效益如何
，我们只是关心它是否具有独创性和有效性，即它不是向别人学习的而是自己独创的，并且经过了一
定时间检验被证明是有效的。    这10项管理创新显得太少。但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不间断地搜寻、总
结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随时接受企业、咨询公司或学者们的申报材料。从明年1月起，《北大商业
评论》将设立“中国管理创新”栏目，所有可能获奖的申报材料都将首先刊登在《北大商业评论》上
，然后在年末进行一次集中评选。只要是真正的创新，有多少就评多少，不一定限制数目。    试想，
经过20年的积累，如果我们能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中国管理创新案例，就一定能从中提炼、总结出中
国管理特色或者形成中国管理思想。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我们这个中国管理创新论坛也许标志着中
国管理界对中国式管理大规模和系统性探索的开始。娃哈哈总裁宗庆后在会议的发言中说：他之所以
非常看重这个奖项，是因为它标志着中国理论界对娃哈哈管理实践的认可，而过去理论界对他们的实
践颇有微辞。宗庆后没有留过洋，没有读过MBA，娃哈哈很“土”，但它在中国市场上战胜了“两乐
”，我们还能用洋理论去评价它吗？我们还能不关注它独特的管理方法吗？    中国对西方管理理论系
统性和大规模学习的起点是20年前。我自己就是于20年前以国有企业总经理的身份第一次接受瑞士政
府的资助，到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IMD)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管理理论。今天，我们大多数企业
仍然应该把重点放在向西方管理理论的学习上。但中国的优秀企业，已经应该把重点放在探索中国的
管理方面了。    管理，既是管事也是理人，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作为管事和科学的一面，管理具有普
遍性和全球性；但作为理人和艺术的一面，又一定与文化相关，一定具有独特性。管理学是在经济学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宗教学等学科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世界文明至少有两个源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由于中国和东方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晚到，
使得现在只有西方管理而没有东方管理。不能把管理等同于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只是管理或管理学的
一部分。中国的管理学者们当然可以探索管理的科学部分，为整个世界的管理科学添砖加瓦，但更应
该把重点放在中国管理文化和中国管理艺术的部分，为中国管理思想或东方管理思想奠定地基，然后
再与西方管理相融合，成为至少是二元化的世界管理思想。如果中国的绝大部分学者都把精力放在用
美国人的视角去写美国人爱看的文章、登在美国的学术杂志上，那真是中国管理界最宝贵人力资源的
极大浪费。在中国管理实践界急需关注和指导的时候，如果中国管理学院或商学院的领导制定出的政
策和文化导向，都是驱动教授们钻进美国的象牙塔，那几乎等于犯罪，因为浪费有时比贪污更可怕。 
  在这次会议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华南理工大学的陈春花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徐飞教授、暨南
大学的李从东教授等这样高度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学者，也看到了曾任大学教授的海信集团副总裁郭
庆存和曾经身为研究员的吉利集团副总裁王自亮，还有不少中国最优秀企业里的高层管理者拥有博士
学位或在学校里当过老师。这些都是我们对中国管理创新的信心所在。    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关于全球
管理思想家的书籍里，无论列举了30位还是40位，都只有一位亚洲的日本人——大前研一。我希望
，20年后不会是这样。如果20年后世界上排出50位管理思想家，东方会有几位？中国会有几位？他们
今天在哪里？我经常在课堂上或演讲中预言中国管理思想会在2028年产生，因为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第50个年头。然后我一般会接着问：可能在什么地方产生和由谁来产生？我的谜底是产生于北京大学
，由何志毅产生。这当然是一种幽默，我还不至于狂妄至此。我更希望有人说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
、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地产生，由张志毅、李志毅等人产生，这样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管理思想
于20年后就必定能产生了。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我们必须为此至少进行20年的准备工作。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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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商业评论》

“Innovate or Die”，我想到商汤盘铭上的话——“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从字面上来解释是：
如果能够做到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让中国的管理创新也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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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商业评论》

内容概要

本书专题为管理创新，让读者学习从管理中学会创新，用创新来提高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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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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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商业评论》

编辑推荐

真正的思想，经受时间的检验，历久弥新。本刊汇聚全球智慧，主要针对中国转型时期的企业管理问
题，提供理性、深度、有价值的分析与评论，探询有关管理问题的本质与应对之策，成为中国本土化
管理思想的主要交流平台，根植本土实践，提供中国企业成长的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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