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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0_94_E5_A5_87_E7_c75_111752.htm 韦尔奇坚信，他不会

让任何批评对自己产生影响。当他被问及如何决定通用的哪

些业务将被保留时，他拿起铅笔和纸画了三个圈，第一个圈

代表通用的核心业务，第二个圈代表通用的高技术业务，第

三个圈代表通用的服务业务。 “这些就是我们的确想发展的

业务，也是将把我们带人21世纪的事业部，它们都在圈子里

，圈子外的事业部是我们不准备发展的事业部。” 事实上，

在1983年提出上述划时代的经营战略之前，韦尔奇就已经用3

年的时间研究了该公司所面临的问题。 早在1981年12月，韦

尔奇就认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的最大敌人是通货膨胀

，这会导致全球的经济增长率降低，并意味着：“一些只能

提供中下等级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将越来越没有生存的空间。

在经济低增长的环境中，胜利者将是这样的公司，它们能辨

认出哪些产业在未来会有真正的发展，并坚信所投人的每个

事业都能保持第一名或第二名的优势。这些公司将以精简的

人事、低下的生产及经销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及服务、技术

创新和全球行销观念作为它们胜利的根基。” 尽管他当时并

未说明哪些产业在哪一个圈内，以及哪些产业不在这三个圆

圈之内，但从他在1981年的年度报告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

端倪。他在年度报告中写道：“我们的注意力将会集中在那

些更具有前瞻性的产业上，如工程材料、信息服务、金融服

务、制造服务及医疗系统等。”他并没有提及他将要卖掉或

关闭许多事业，但强调：市场的领导地位是通用电气公司对



各个事业“最主要的要求”。 “三圆圈” 的具体内容出于谋

略的考虑，韦尔奇也许不想让人们知道他心目中“三圆圈”

的具体内容，以避免一开始就震动太大。因此，他尽量淡化

“三圆圈”的概念和目的，甚至对公司内部的人说：“这只

是组织调整的构想草图而已。” 然而，这种解说并没有使职

员们如释重负。他们很快就可以从韦尔奇某些行动中体察到

“重新创造公司”的迹象。 韦尔奇就任董事长后的第一把火

，就是对产业做出重新评价：“不论新的或旧的事业，将公

司内的人事、组织分成（a）事业部门，以及（b）有问题部

门两种。无论哪一种部门，都要求其改革有成果，给公司充

分的报偿。” 这种评价，实际上是以收益率和成长潜力为标

准，将各事业部门予以分类： 1.成长型产业部门（这是通用

电气公司未来的中枢部门，当前需要增加巨额投资的部门）

； 2.成熟、利益收获期产业部门（这类产业已无发展的潜力

，但因不需要再追加投资，营业额本身就代表利益）； 3．

成熟、低收益产业部门（由于这类产业的前景和收益都没有

潜在发展的可能，已没有必要再进行多少投资）； 4．衰退

产业部门（这类产业不仅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且为维持其生

存和经营，还需要大量投资）。 通用电气公司对其事业范畴

的再检讨，并非利用单纯组织的改革和事业范畴的公司内调

整以求活性化，而是为实现策略经营上所说的“经营企业的

最佳分配”的一连串过程。 韦尔奇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明朗了。对韦尔奇的经营感兴趣的人只要看看那些圈

子就行，圈子里的事业部将得到公司的资源资助，圈子外的

却不能。 1994年为公司带来90％利润的15种事业部进人了那

些圈子。 圈子外的事业部被重整、关闭或出售，韦尔奇确认



，如果圈子外的事业部能够被重整，那么他会重新把它放入

圈子里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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