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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借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悄悄打开门缝，透进

西方数个世纪积累的格物致知之学时，西方的经济管理思想

也随之“溜”进了尘封的皇土之域。 从此，那个在西方重商

根基上生长了几个世纪的经济管理思想，夹杂在坚船利炮之

间，一路向东土渗透。30年前，当东方睡狮要以经济发展为

中心，商人阶层要以独立的阶层出现在千年的文化沃土上时

，“溜”进门的潜行客被捧为了座上宾。这一次，既有西方

经济的推手，又有中国商人的内需，两个巴掌，一下子拍出

个响当当的潮流来。 然而，潮流之后，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

下，对于那个生于异域的桔子，如何不变为枳呢？学习不等

于迷信，修炼不等于填鸭，更不等于肢解。尽信书则无书。 

躁动的“送水车” 发轫于高等院校内的原版经管引进著作成

了最初的崇拜对象，世界500强中的杰出企业家成为了榜样。

随后学会了忽悠技巧的出版商们开始集中制造并引导阅读潮

流。于是《学习的革命》、《第五项修炼》、《把信送给加

西亚》、《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一批引进经管图书被饥渴的

中国商人们奉为圭臬，发行天量也迅速创造，助推了MBA

、EMBA、培训市场的火爆。一时间，有点饥不择食的中国

商人们好像看到了医治企业病的灵丹妙药，彼得德鲁克、杰

克韦尔奇、迈克尔波特、菲利普科特勒这些如雷灌耳的名字

几乎被捧成了企管之神。于是几乎所有的西方管理学流派都

在中国找到了第二春，连一些伪书也找到了发财的捷径。经



历了相对艰涩的原版学术著作、普及型阅读潮流、相对通俗

的管理寓言、一些适应中国商人胃口的伪书之后，本土企业

家们似乎发现，读书好像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所有的困惑。

于是管理软件开始进入企业，培训专家把企业家的会议室变

成了教室。最后，EMBA班被当成了交际场所、西方的管理

学遭遇到了中国式管理，有的企业家干脆走上了“存在即合

理”的自我肯定之路本来想找药方，最后发现自己的病原来

只有自己能治。 从流程、组织、战略堆里爬出来的思想还没

有完全站稳，新的风暴以几乎无法回避之势袭来，几乎所有

的古人都被拉出来，套上了经管的面具，从三国人物、红楼

粉黛、唐僧师徒到楚汉大将、康乾大帝。从执行到细节，从

红海到蓝海，从全球一体化到世界是平的，从长尾理论到没

有任何借口。 一位企业家说，西方管理思想是香水，闻起来

香，但却不知用在哪里才会香遍全身？究其原因，都是中西

企业的文化差异太大，换言之，是中国商业环境的“风俗习

惯”或者称之为“潜规则”太强大了，令西方管理思想的普

及或扫盲潮流最后成为企业家书橱中的装饰，同侪炫耀的谈

资与寻求上市的包装。 谁解了渴？ 上述企业家，在他的企业

中，更多的在用所谓中国特色来管理员工。比如，对员工上

下班的要求，虽然也有上下班作息制度，但却也有网开一面

的时候，这被他理解为以人为本，他认为西方管理是法治，

虽然看起来很公平合理，但不免冷酷，让人难以接受。中国

的管理更人性化些。 事实上，当越来越多的西方标准借着世

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强势席卷着正在日渐成长的中国商人时，

不少企业家在别无选择中被迫匆匆洗了一个西方管理思想的

淋浴，然后，拖着还没有擦干的身体就又迈进了中国市场的



麻将局中。所谓“中国理念，西方标准”在不同的企业成了

不同理解的大杂烩，也成了企业解读管理思想与执行管理思

想最佳的松紧带。 于是速成与快餐成了中国商人对西方经管

思想的定位。读完所谓经典以后，不少人发现，原来所谓的

流行概念只是百十来字就可以说明白的大实话。有位教授用

两个小故事简明扼要地介绍流行战略：爬上塔顶的青蛙是聋

子，这就是红海战略正因为聋，听不到劝阻、不受干扰，所

以因专注而成功。换个方向就是第一，那是蓝海战略。但问

题是，简单的道理，要想变成一家企业的现实，其间的路只

有自己走，管理大师无法替你，也不会替你决定每个岔路口

该左拐还是右拐。当“现代营销管理之父”菲利普科特勒被

质疑其理论并不太适用于现阶段中国企业时，这位老人认为

，大多数的管理原理，包括营销的原理都是全球通用的。他

认为，付诸实践的问题可以借助传统文化和现代商业的结合

。 有人在问，从2001年至今，那些曾问鼎中国首富者诸如刘

永好兄弟、丁磊、陈天桥、黄光裕、施正荣、张茵以及杨国

强，甚至最近盛传的郭广昌，哪一个是靠西方管理思想登上

的首富位置。如果没有，他们是不是比管理大师更懂管理？ 

再放眼看看，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

、蒙牛的牛根生甚至潘石屹，又哪一个仗着西风赢得了声誉

？ 柳传志说：我们现在实际是一个过渡过程，我觉得过河的

目的本身比较好定，关键难的还是造桥和船的过程。张瑞敏

对于自己没有去听韦尔奇传道的解释是：因为我认为企业管

理绝非一蹴而就，这就像你把贝克汉姆请来给中国足球队讲

上三天三夜，中国足球的水平也不会迅速提高到哪儿去。最

重要的是必须自立自强！没有这种精神，想通过听听课就解



决问题，那是天方夜谭！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曾有个著名的

说法：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

；20年后还在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 任正非著名

的“三化”理论：“先僵化”接受，“再固化”运用，“后

优化”改良。 有学者认为，牛根生没有学过现代管理体系，

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东西，所以中国企业家最该

学习的不是国外，先要搞明白我们自己。 正像无数的经济学

家在门内建树颇丰，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声称掌握了赚钱

的秘诀一样，管理大师们显然不能取代企业家的创造性，何

况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些被畅销书非理性化捧红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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