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企业崛起的深层法则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7/2021_2022__E5_88_86_E

6_9E_90_E4_BC_81_E4_c70_237615.htm 最近一部纪录片引发

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从政治

、经济、文化、历史的多方角度，深刻挖掘了近代葡萄牙、

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的大国之路

。据说这部纪录片的背景是国家领导人几年前的一个研讨课

题，对于一个领先了两千多年、但近代饱受欺凌而今又迫切

希望重新迈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国家来说，的确有太多值得深

思和反省的地方。同样的，大国崛起之道与企业崛起之道，

是异曲同工的，落后的企业、小企业如何能在激烈的竞争中

脱颖而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不可否认，技术革

命是企业进步的发动机。 三百年前，康熙皇帝正在用他的文

治武功，开辟一个新王朝的辉煌。此时的英国，正在孕育人

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后世称之为“工业革命”。 

这一时期，诞生了很多科学巨匠，牛顿就是其中之一，西方

人形容他给人类带来从未有过的自信，曾经匍匐在上帝脚下

的人类，终于大胆地抬起头来，开始用自己理性的眼光打量

世界。 有人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

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工业革命让英国迅

速成为一个现代强国。 1945年9月6日，在二战刚刚结束、日

本正式投降后的第四天，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了

“21点战后复兴计划”，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

当今世界上维持领袖地位，除非它充分开发了它的科学技术

资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8226.斯密的《国富论》



诞生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书，他奠定了西方经济发展的根

本思想。它可以看作是一台特殊的发动机，一台思想的发动

机，它将为人类财富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是它使

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和制造产品的阶段，而真正对

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同样的，对于企业来说，建

立适合行业特点和具有企业特色管理思想和管理文化，是企

业家需要深刻思索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张瑞敏的“人单合

一、流程化管理”、通用电器的6西格玛等管理思想，正是他

们快速发展的基础。 1215年6月15日，当时的应该国王约翰王

，不得不同意与25位贵族代表举行谈判。那是一场艰难的谈

判，刀光剑影下，贵族代表与国王进行了整整四天的交锋和

妥协，最后，《大宪章》--这份和平停战宣言终于签署了。

英国的历代君主，不断地将《大宪章》稍加修正后继续颁布

。几个世纪下来，《大宪章》前前后后总共颁布超过了40次

。尽管在很多时候，《大宪章》并不被大多数英国人明确感

知，但是，这种长期的重申和普及，却积累起深厚的传统力

量，将契约和法制的基本精神，注入到英国人的思想根基中

国人不喜欢按规矩办事，老板和员工都比较随便，没有契约

精神，这其实也损害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另外一个方面，

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也是中国企业不能走向卓越的重要原因

。 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对英国发展影响深远，直到已进

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这个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的

国家，依然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全球高

新产品生产国中位列第四。 而250年前，英国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和奖励，使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

明的狂热崇拜之中。一本英国刊物称，“工程技术的贡献大



于战争和外交；它的贡献大于教堂和大学；它的贡献大于抽

象的哲学和文学；在改变社会方面，它的贡献大于我们法律

所作的贡献”。 而反观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对于知识的尊重

和保护又做到什么地步呢？学术界抄袭成风，知识越来越被

功利化、世俗化，这样下去，我们的发展后劲在哪里？ 三、

精神与信仰将是决定企业的持续发展。 西方文化对知识的尊

重和信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西方文化里那种执着、认真

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反思。 1727年，牛顿去世。英国以隆重

的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

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的那

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

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

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

。 《国富论》出版12年后的一天，亚当&#8226.斯密，应邀去

一位公爵家里做客。客厅里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几乎掌

握了英国经济的全部命脉，英国当时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

在其中。当斯密下了马车，步入客厅时，原本散坐四处、谈

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话题，大家把眼光都投向了斯

密，并纷纷站起向他致意，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

请坐。”这时候，已经站在斯密身边的首相皮特认真地说道

：“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里有学生不为老

师让座的呢？”。 1955年，一位名叫盛田昭夫的日本商人来

到美国拓展市场。美国一家大公司决定向他订购10万台小型

收音机，条件是必须换上美国公司的商标出售。10万台的订

单对于刚刚起步的商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但盛田昭夫却

坚持使用自己的商标，放弃了这宗生意。因为他看重的不是



一笔买卖，而是公司的品牌。盛田昭夫所坚持的品牌就是今

天的“索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