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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潜入鲨鱼的世界：自距今4.2亿多年以来，鲨鱼这个充满魅力的生物就靠着它极强的适应能力存活至今
。
畅销书女作家，瑞士经济、政治顾问索尼娅·阿·布欧兹向我们阐述了经济、政治领导者能够向这个
海洋顶级捕食动物学到些什么。
    这本书的观点对现今社会更加适用，人类可以在自然中学到更多。
作者依据自己在世界历史中最古老的生存大师领域中的刺激潜水历程，创作完成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在鲨鱼帝国中的生存体验和现今的日常管理问题结合在一起。
阐述了从对鲨鱼研究的科学知识到当今的管理问题，作者带领我们进入了一段史无前例、引人入胜的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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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索尼娅·阿·布欧兹，畅销书女作家，瑞士着名的经济领域和政界领导者的私人顾问，国内外知名的
经济演说家，多产的畅销书作家及经济伦理学者。
作为位于苏黎世的经济顾问公司VESTALIAVISION 的创始者和所有者，她是当今事业、管理顾问领域
内和管理培训、公开演讲范围内的成功女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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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书的由来为生存而战——不仅在管理上向“杀手”学习对埃里克·里特博士关于鲨鱼科学研究的采
访第一章  适合管理者的鲨鱼哲学　准备——注意标识　旅途、达到　与鲨鱼相遇 　自身成功的降压
药　正视自己的恐惧 　存在或带安全检查的不存在　向鲨鱼跃进　潜入女性智慧的形态发生场　直面
危险　适合女性管理者的鲨鱼外篇I  第二章  适合管理者的鲨鱼技巧　与鲨鱼潜水，自如掌握自己的脉
搏　超级效益原则　鲨鱼领导的10个要求　绝对能力的原则　鲨鱼交流　内部范围和鲨鱼网络　知觉
和麻木　无痛感吗　适合女性管理者的鲨鱼外篇Ⅱ第三章  适合管理者的鲨鱼捕食策略和领土完整性
　产前互相残杀：相对于竞争的进化效率 　与权利相互影响的策略 　领土危机接近程序的行为规范 
　鲨鱼捕食区内的管理——进攻和防守　事故报告和孤单管理　鲨鱼袭击：领导者的安全规则　适合
女性管理者的鲨鱼外篇Ⅲ第四章  实践成功的鲨鱼领导　75条适合实践转化者的鲨鱼领导要点　适合女
性潜水者的50条鲨鱼领导要点尾声致谢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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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竞争力：改变思维模式　　我们必须众志成城，否则，就会被个个击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1944年1月11目的国情咨文中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
　　1619年，巴伐利亚的冬天的确非常寒冷。
11月10日，一位年轻的法国士兵本来在荷兰王子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的军队服役，而现
在，他却在别人家里避难。
这一家有一个很大的壁炉，他就待在壁炉边上，成天冥思苦想。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声称，当自己从那间房子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已形成了一半的哲学理论
框架。
1637年，笛卡儿出版了他的《方法谈》：“⋯⋯第二条原则是将我所研究的每一个难题尽可能细分，
直到把它分解得不能再分为止。
这样，才是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方法。
”　　笛卡儿的方法论——区分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已经是我们看待世
界、分析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至少在西方是这样。
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无法计算笛卡儿的方法论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
笛卡儿提出这套方法之后，理解任何问题所使用的最根本的方法都是基于一种行为：拆分。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也都遵循着同一逻辑：把事物拆分开来。
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经济学本身也分为三类。
宏观经济学研究国民收入、就业、通货膨胀、货币、贸易等；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家庭的行为及决
策过程；计量经济学对经济指标进行评估。
除此以外，经济学家还对能够准确计量的概念（例如，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他们只能估算的概念（例
如，一种决策的可能性）进行区分。
　　企业的管理也遵循着同样的拆分原则。
一个企业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细分：按照业务来分、按照功能来分、按照部门来分。
世界也被分为不同的大洲，不同的国家归入不同的大洲：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市场也被分割
为不同的类型：传统市场、新兴市场、高端市场、低端市场、层次复杂的市场、关注环境的市场等等
。
雇员也分为不同的群体：负有盈亏责任的授权经理和负有协助职责的职能管理人员。
最后，战略也有它们的分类，比如成本优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
把事物拆分开来似乎成了企业首选的娱乐方式。
　　笛卡儿把事物拆分开来的方法已渗透到每一个知识领域，并最终造就了现代社会的另类人物，专
家！
　　把事物拆分成更小的部分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有效手段。
然而，在拆分之后的某一个时刻，就必然要把各种零散的事物整合成一个宏观战略。
对企业来说，这一任务主要是高级管理层的责任；对国家来说，这一任务则是政府领导人的责任。
然而，大多数时候，这些人都缺乏承担这一责任的经验。
在他们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擅长拆分，而不是整合。
对那些身处领导职位的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把多个细碎的目标整合到一个战略中。
　　1.1　管理全部能力　　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简单集合在一起，这并不是企业管理。
企业必须通过共同的目标和价值体系来增强其凝聚力。
国家也是同样的情形——国家不能作为一个公民和组织的简单组合而运行。
国家的领导层必须说服个人加入并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事业周围：古罗马语称之为“reS publica”，意为
“公共事务”。
　　在某一段历史时期里，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是“公共事务”。
那时，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是唯一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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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领导人更关心这些事务：多占土地、增长个人权力、增加私人财富。
如果把开创国家的整体繁荣局面当作共同的目标，那么，一个新的时代便开始了。
领导人需要知道是哪些力量在促进他们的国家变得繁荣，是哪些因素让他们的商业更加发达。
因此，有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驱动繁荣的背后力量，它们还提出了相应的经济政策。
这些学者的研究活动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这是两个世纪前的事。
　　经济学建立于笛卡儿的逻辑之上。
从创立以来，通过分别研究贸易流量、货币、财政和预算政策，以及家庭和企业的决策，经济学力图
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让国家更加繁荣?在管理过程中，企业采用了一种更全面的方法为国家的繁荣
添砖加瓦。
虽然企业最关注的是衡量市场份额和金融目标之类的“硬指标”，但管理学却毫不犹豫地对一些“软
科学”进行了研究：如人力资源、企业文化、消费行为模式等。
　　由此看来，竞争力是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它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几种概念和理论整合在一起，提
出一系列促进国家或者企业繁荣的指导方针。
然而，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所提供的模型很少涉及影响社会繁荣的多种因素。
即使有证据表明这些因素确实会对繁荣造成影响，但这些理论还不能把各种因素（如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或者价值体系）与繁荣联系起来。
　　下面的定义强调把所有促进繁荣的因素都整合起来，因此能够帮助我们初步理解竞争力理论：　
　竞争力理论是一种分析手段，它通过对国家和企业的全部能力进行协调统筹，使得国家实现繁荣、
企业获得收益。
　　在竞争力领域中，企业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它们创造了经济附加值。
而国家则为企业实现经济附加值最大化提供适当的服务和框架支撑。
国家的责任还包括促使企业经营所增加的财富用于提高民众的福祉。
企业、国家和民众的命运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
　　研究竞争力采用的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方法。
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是有机的整体，而这些有机的整体并不只是简单地集合起来。
因此，理解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要求人们明确一些概念。
　　1.1.1　竞争力不只是生产率　　对一个企业来说，生产率就是单位投入（包括货币、原材料和劳
动力）下所生产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
一家企业的销售额——更准确的算法是纯利润——与其雇员人数的比例，常常被用来近似地计算其生
产率。
对企业来说，生产率的提高表明企业的效率更高了，是竞争力提高的一种表现。
而对于国家来说，所使用的指标有所不同，但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却是相似的。
经济学家们通常都用GDP与就业人数之比来衡量生产率，再结合每年的工作时间对其进行修正。
工时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效率的指标。
　　但问题是，竞争力是否可以简单地等同为各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的生产率?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
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1994年《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支持了上述观点。
克鲁格曼称：“所谓国家竞争力学说根本就是错误的。
”他强调，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竞争力上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当、贸易摩擦，甚至误导的国内经济政
策。
他进而提出，竞争力不过是国家生产率的另一个名称。
　　没有人会怀疑生产率是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对企业来说，生产率尤其重要。
在我们关于竞争力的描述中，企业处于核心地位，一个国家的企业整体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
家的竞争力。
虽然政府可以制定自己的生产率目标，比如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或者降低财政开支，但是，这些对于国
家经济产出的整体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一些学者把这一观点又发展了一步，他们甚至否认国家竞争力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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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国家之间并不相互竞争，相互竞争的只有企业！
　　试图否认国家之间存在竞争的观点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事实上，企业和国家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
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吸引投资和高水平劳动力。
有研究表明，甚至在教育水平等方面，国家之间也在进行着竞争。
一家企业，如果在效率极低、态度恶劣的行政环境中运作，即使其生产率很高，也不可能有竞争优势
。
　　生产率是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它是效率的一项指标，它表明企业或者国家利用有
限的资源能够生产多少产品——当然，在耗费相同生产资源的条件下，生产出的产品越多越好。
然而，除了生产率以外，竞争力还包含其他很多的内容。
　　1.1.2　竞争力不只是有形资产　　竞争力的发展日益依赖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不易评估、不易说明、不易积累、也不易恢复。
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有赖于其教育体系的完备、其基础设施的质量、其科研领域的成果，以及其行政
管理的质量。
这些因素对竞争力影响巨大，却很难度量，也不包括在全国经济核算的账目中。
但是，如果把它们排除在全国经济核算的账目之外，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一个国家可能任其教育或者研究体系恶化多年，才发现它对竞争力的影响。
而等到问题变得明显了，领导人才会发现，要纠正这些错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
——有时甚至要延续整整一代人。
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数据不能及时反映一个国家的无形资产的变化，因而，也无法为国家竞争力的恶化
及时预警。
　　越来越多的无形资产已取代有形资产成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越是无形的资产，想要提高它，
所需花费的时间也越长。
如图表1.1所示，一个国家需要1到5年的时间来应对一个常规的经济挑战，如通货膨胀的猛增。
而一个更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如退休金制度的改革，可能需要花费5到10年。
然而，而要扭转某些恶化的趋势，比如教育水平或者科研实力的下降，则需要10到30年！
　　一个问题越是难以计量，改变它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是如此。
相对于解决成本过高之类的问题，品牌认知度、客户忠诚度、改革创新精神或人际交往技巧等问题的
解决所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
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是：要密切关注那些与竞争力有关的无形资产。
这些无形资产的问题，一旦暴露就肯定是积重难返了，所以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无形资产，比如品牌价值、客户忠诚度、企业形象、营销技巧
以及业务流程等等，而这些通常都不会体现在企业的账簿中。
品牌和其他无形资产的价值仅体现在客户的口碑中，还必须是在发生兼并、重组或者收购的时候才会
对这些无形资产进行评估。
企业越来越多地试图把无形资产的价值纳入它们的年度财务报告之中。
比如，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ipMorris）是最先把其多个品牌的价值列入其财务账簿的公司之一。
　　国家也有“品牌”——其在国外的形象以及与之相随的评价。
对一个国家来说，品牌管理对其竞争力最为关键。
爱尔兰有着吸引外国投资的良好形象；新加坡则享有行政效率高的美誉⋯⋯也有一些政府给人留下的
印象不太好：哥伦比亚不安全，意大利罢工多，菲律宾基础设施差⋯⋯所有这些印象——无论是否有
事实基础——对商务和竞争力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绝不能掉以轻心。
　　如果说品牌的价值（见图表1.2“世界最具价值的品牌”）已经难以核算了，那么一群客户的价值
、一个企业的员工能力的价值就更难以计算了。
按照教科书上会计审核的说法，如果企业对资产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则这些资产不能出现在企业的财
务报表中。
很显然，没有哪家企业能完全“拥有”它的客户，更谈不上“拥有”它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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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强调：“公司的目标就是找到客户。
”这话真是一点不假，而且，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几个字：“公司的目标就是找到客户并保有客户”。
经理们都知道，一群忠诚的客户是一家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值得给予最大的关注。
例如，劳力士手表和苹果计算机的客户，其忠诚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劳力士手表的用户愿意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等待一款价值几千美元的手表的发售。
尽管竞争机型的价格更低而且质量更好，但苹果计算机的用户倔强地拒绝使用IBM及其兼容PC机。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执掌苹果公司后，正是利用了这种忠诚度，通过开发iPod系列使得苹果
公司的财富再次蹿升。
在以上两个例子里，对企业来说，这种超高的客户忠诚度显然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它却没有得到体
现。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雇员身上。
雇员是所有企业的基石。
众所周知，很多首席执行官在结束他们对下属的演讲时都会重申那句老话：“在我们公司，人是我们
最重要的财富。
”问题是，这一“最重要的财富”却被算作了一种“成本”。
如果使用相同的工资标准，不管一家企业是雇用了1000个天才，还是雇用了1000个白痴，他们的价值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因为企业支出的工资是一样的。
一家企业如果在员工培训和教育上投入很多资本，那么，企业的账面价值并不能立刻增长。
企业在培训和教育上的努力不仅不能立竿见影，而且还会在短期内增加成本，但是，企业的竞争力肯
定会因此而有所增长。
　　虽然会计准则不允许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但在金融市场里，无形资产的价值就纳入了企业总价
值的估算范围。
证券市场能够自然地反映出类似微软、诺基亚这些大公司的无形资产（包括品牌、客户忠诚度、创新
精神、知识产权，甚至还包括员工的技能）的价值。
微软和诺基亚的市场资本总额（股价乘以已发行股票数量）大得令人瞠目结舌，这表明了金融市场对
无形资产的重视程度。
市场资本总额与收益之比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平均来说，在2004年，微软的市场资本总额与收益之比是10：1（也就是说，每产生300亿美元的收益
需要3 000亿美元的市场资本总额）。
而对通用汽车公司来说，这一比率正好相反——1：10——收益是市场资本总额的10倍。
　　金融市场的股价弥补了会计准则的缺陷。
它们给予一家企业的评估包含了对其无形资产价值的概算。
然而，这一角色是在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才由金融市场充当的，而且金融市场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所使
用的“准则”有时候也存在问题。
这样一来，由于缺乏可靠的估值方法，金融市场滋生出一种动辄估值过高的倾向。
l998年到2001年间的“网络泡沫”以及前不久谷歌首次公开招股（IPO）都生动地说明，金融市场对企
业的估值有时高得离谱。
　　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的，科学、技术、教育、技能、基础设施、品牌、形象之类的
无形资产，都可以成为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
尽管无形资产的价值很难得到准确的评估，但对竞争力的重视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它。
对一个企业、一个国家来说，无形资产起着战略性作用。
　　1.1.3竞争力不只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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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
国家、企业和个人如何在新世界的竞争中取得成功。
　　每一位胸怀天下的领导者都会发现，本书不仅很重要，而且必不可少。
　　　——沃伦·本尼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管理学教授，《如何成为领导》的作者　　在雀巢
公司，提高竞争力是我们工作日程中最重要的内容。
斯蒂芬·格瑞理的研究、著作和教学对我们迎接这一根本性的挑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彼得·布拉贝克一莱特马特，瑞士雀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由消费者主导的买方市
场中，我们惠普公司认识到，发明和制造最好的产品已不能够确保企业的竞争力了。
斯蒂芬·格瑞理的著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成功的新标准。
　　——弗朗兹·诺雷蒂尔，惠普欧洲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为了增强竞争力，全球绝大多数
产业进行了巨大的变革。
对这个关键性课题，斯蒂芬·格瑞理给我们带来了深刻见解，他引人人胜的论述令人大开眼界。
　　——马蒂·阿拉胡塔，通力公司总裁　　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宅前激烈的竞争。
斯蒂芬·格瑞理提醒我们，除非一个人能获得成功并保持一流水平，否则，他未来的岁月很可能会非
常痛苦。
　　——鲍丹宁，罗技公司合伙创始人兼总裁　　中国成为WTO的一个新成员以后，竞争力成为中国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顶级竞争力》一书将受到热切关注并成为提高竞争力的指南。
　　——潘承烈，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　　迪拜始终在不断重塑自己，以保持自己相对其他城市
的竞争优势。
斯蒂芬·格瑞理的著作对我们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玛德·宾·拜厄特，迪拜科技和媒体自由区董事会主席　　这本著作阐述了什么是竞争力，为
什么要提高竞争力，以及如何提高竞争力。
本书充满了真知灼见——竞争力显然是企业和社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乔纳森·莱斯利，萨佩公司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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