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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写这个序言的时间是1995年3月11日，距离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整整10年。
在这10年里，政治世界历经沧桑巨变。
经济世界的变化虽然不那么惹眼，其发展变化也一样的重要、深刻和难以抗拒。
然而，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10年中经济方面的变化。
　　首先，尤其重要的是，在多数国家里，政府成为众矢之的，因为政府对突发的、无法预测的经济
和社会变革来说，更多的是威胁，而这些变革都是“凯恩斯福利国家”40年来失败运营的产物。
在1985年前，“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理论和政策主宰了西方世界。
政府构成的这些威胁，尤其是导致的突发性恐慌和经济崩溃，能把多年以来在经济发展和繁荣方面付
出的辛劳和获得的稳定毁于一旦，就像一个月前发生在墨西哥的情景那样。
更要命的是，这样的恶果并不仅仅发生在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瑞典和意大利，两个纯粹的欧洲发达国家，罹于政府过度的财政借贷和支出，也变得一样的不稳定，
甚至希腊表面上的稳定也值得怀疑。
美国在尽最大努力减少政府赤字。
而日本——_与所有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不同——没有陷入无节制的政府支出扩张和低储蓄，但是其
政府和政策也处于危机当中。
40年的稳定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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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因为对话过程就是这样的。
第一部分主要关注经济、社会和商业方面的发展；第二部分着重于社会转型期当中我们所面临的具体
挑战：作为个人。
我们怎样去改变自己、更新自己？
作为商业机构、作为政府。
又该如何？
但在这两部分，德鲁克和中内功先生都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理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实践告诉我们怎么去做。
通过这个对话，中内功先生和德鲁克都努力做到既提供知识又提供行动指导。
读者要问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作者不能都给出答案，因为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但作者希望，他们的对话里有足够的知识，让读者既能深刻了解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又能给他的行
为、学习、提高、成长和业务上取得更好绩效提供一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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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彼得·F·德鲁克，社会思想家，集作家、顾问、教授于一身。
1909年11月19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7年移居美国。
一生著有41部巨作。
1939年出版《经济人的末日》，受到丘吉尔高度赞赏。
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则奠定其大师级的不朽地位。
之后的一系列著作构建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因而他被尊称为“管理学教父”。
但其本人则坚持以“社会生态学家”自居，通过管理的哲学思想贯彻落实“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
愿景。

    2002年获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2005年11月11日辞世。
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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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导读  德鲁克给中国把脉  一、中国与“知识社会”的挑战  二、德鲁克谈自我再造  三、企业、非
营利组织与政府再造第一部分 充满挑战的时代  第一章 中国带来的挑战    中国巨大市场的未来会怎样   
中国这个市场比其他市场更有风险，但机会太大了，不容忽视    只有无形基础设施的发展能给中国带
来繁荣，我们对这种发展责无旁贷    只有分销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才能营造中国最需要的人力资源  第二
章 无国界世界带来的挑战    您怎么看待日本产业“中空化”和日本在无国界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全球性经济集团理想化的管理模式是什么    没必要对日本经济悲观。
对“中空化”的担心并无依据    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政府和政府之间的资助，但需要跟发达国家中的私
营企业进行合作    管理要学会在全球、区域和本地三个维度上保持平衡    知识在改善产业结构方面担
当了重要角色  第三章 “知识社会”带来的挑战    现在的教育体系不能为“知识社会”缔造人才    日本
教育体系自身没有诟病。
在创造力和创意方面日本有自己独特的形式    在知识社会，不断学习是很重要的。
智慧一直是受教育的真正含义    现在我对能创新的年轻人抱有希望    信息技术将给社会、经济和私营
企业带来什么变化    便利店代表了未来以信息为基础的一种组织模式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把每个员工
都变成执行官  第四章 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所面临的挑战    企业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带来创新    我非常确
信日本将会发生第三次“经济奇迹”    “客户开发”将成为永远的挑战  第五章 第一部分的附录    关
于1995年1月17日阪神大地震的通信第二部分 重塑的时代  第六章 重塑个人——掌握知识新工具    日本
急迫需要重振民众，让他们更加有效    有知识的人必须对自己的发展和定位负责    执行官能够影响人
们的生活  第七章 重塑公司——超越持续成功的障碍    怎样设计能重振公司的组织结构    没有一个有效
的企业使命说明，就没有好的绩效    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立即把学到的东西变成行动，然后奉献给社
会  第八章 重塑社会——以非营利组织重建社区    把各种组织转变成造福社会的机构，可以防止社会
倒退    社会各界有必要重建社区    通过在社会领域进行志愿者工作，可以重获公民身份    我们每个人
都要基于自我奉献、自律和自我负责的原则努力去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社会  第九章 重塑政府——建立
小而强的政府    您怎样看待自由经济下的政府规章制度和政府角色？
您对重塑政府有何高见    自由经济的巨大优点是它能把威胁和错误最小化     我们要避免制定和使用无
法实施、丧失用途和惩罚经济活动的规章制度    驱动力来自政府，政策必须是跨国的过去的政治理论
土崩瓦解。
政府必须进行重新思考以转变成“高效政府”    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制定针对私营企业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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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充满挑战的时代　　第一章 中国带来的挑战　　中国巨大市场的未来会怎样　　在过
去几十年，您在大荣——还有日本其他几个大众零售公司——所做的一切，比开展主要的新业务更有
意义。
通过业务经营，您已经应付和解决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在40年前还是日本的核心社会问题。
这就是：怎样在没有导致主要社会错位的情况下把昨天的夫妻店转换成一个现代的分销系统。
我在对话的一开始就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话中有很多问题涉及由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导
致的社会错位，它们的影响完全不亚于世界上技术发展所起的作用。
您在大荣公司和其他的日本零售企业所做的一切，巧妙运用了这些错位，无论在建立主营业务和解决
社会问题方面，都给我们应付错位问题提供了范例，而这些错位问题似乎在未来的时间里还会变得非
常严重和相当棘手。
　　成长中的中国沿海地区　　现在我回答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
　　我觉得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及其未来的，把这个问题摆在首位非常恰当。
确实，在过去的10～15年时间里，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诸国的崛起是世界经济中的头等大事！
但是带来的问题也最多。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大约10年里，中国沿海是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地区，成长之快史无前例。
虽然相关的统计数字还有待核实，但不可辩驳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号经济大国，如果能继续
保持现在这个发展势头，在2000年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大国，产量将不低于日本现在的水
准，虽然有三四倍于日本的人口。
实际上，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枝独秀，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性质。
　　从“三强鼎立"到多元化世界经济　　就在几年前，世界经济方向的一个杰出学者，也是您的同胞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就是他所说的“三强”：发达国家中
的日本、北美和西欧。
他跟我们说，您根本不用去理会那些发展中国家。
在这三强上做出决策就可以了。
这三强里的国家也是真正需要重视的市场。
　　在大约10年前，这些观点是非常现实的，因为它抨击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关于发展
的浪漫主义观点。
但现在形势逆转了，世界经济不再有某个核心存在，已经形成多元化格局。
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爆炸性成长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的迅猛发展。
除了亚洲，拉美也有了类似的发展。
墨西哥突然之间开始了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资本市场的开放。
拉美其他国家也随即紧跟墨西哥开始了迅猛发展：停止通货膨胀和开放资本市场。
首先是智利，然后是阿根廷，接着是秘鲁，其增长速度跟东南亚国家难分伯仲。
但在巴西很难维持这样的发展速度。
　　发达国家遭遇“流感”　　因为在过去10年里，发达国家，也就是三套车里的各个国家，都表现
不佳，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那么引人注目。
稍后我会谈到，日本做出的成绩比您想象的好。
在我看来，几乎没有理由那么悲观；在我最近一次访问日本时，也就是今年秋天，我发现整个日伞仔
在着这种悲观。
美国做出的成就也比一般的美国人或日本人想象的好。
然而在日本和美国都有困难和动荡的时期。
西欧实际上处于严重的衰退期，丧失了增长动力。
但是世界贸易跟以前一样增长迅速，虽然没有加速。
世界生产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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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公理——我认为它几乎有400年的历史，如果发达国家稍有点伤风感冒，发展中国
家就会病倒。
最近10年里发达国家感冒得很厉害——我喜欢称之为“非常讨厌的流感”，但是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
区，尤其是亚洲大陆，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这在经济学理论上还无法解释，但它是个事实。
结果，世界经济不再由“三套车”来驾驭，“三套车”也不再像大前研—10年前所说的那样具有全控
优势。
　　经济力量均衡状况的改变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汽车销售市场，德国的大众和日本的丰田
在这里殊死搏斗，争夺霸主地位。
世界上室内空调——高度机械化的一种产品——的最大制造商现在落户新加坡，而世界上最大的标准
化微电路“芯片”制造商则在韩国和中国台湾。
　　需要强调的是，南美洲的发展改变了经济力量的均衡。
当1992年签订南美自由市场协议（NAFTA）时，很多人，包括墨西哥人和美国人，都预测墨西哥的商
业和工业将被美国的跨国公司接管和吞噬。
可实际上是墨西哥人一直在往美国进军。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墨西哥公司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投资就远远多于美国在墨西哥全国的投资。
因为有的产品不能运太远，因此需要小型工厂来制造，诸如水泥和玻璃瓶之类的生意几乎被美国南部
和西部的墨西哥公司完全垄断了。
　　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另一个同样让人吃惊的事实是：经过6年的停滞和严重衰退之后，德国的
复兴不是起源于国内市场的复苏，以及向以往的最佳消费国——欧盟（EU）邻国——的出口，也不是
发端于把德国最好的产品输出给老客户的做法。
德国的复兴起源于向亚洲大陆的出口，尤其是向中国。
　　换句话说，世界变得多元化了，其中还有以牙还牙的意味。
谈到中国的重要性，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
因为在世界经济的这次重组中，很明显，核心事件是中国已经以一个主要经济力量的身份横空出世。
　　中国管理的秘密　　除非中国轰然崩溃，我可以预测：以后10年左右，在美国和欧洲市面上将会
出现大量题目为“中国管理的秘密”的书籍，就像前10年大量的“日本管理的秘密”书籍一样。
中国人研发出了一套特点鲜明、与众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框架。
我经常说日本的秘密在于它能把家庭因素从现代企业中完全剥离出去。
中国式管理的秘密可能在于把家庭因素融合到现代企业中。
　　海外华人　　我坚持认为在过去几年里有种新的超强力量崛起了，那就是海外华人。
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先例。
他们遍布于世界各大洲，太平洋两岸都有。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三个小地方的人口全是中国人或中国人占最多。
还有马来西亚，中国人占了30％。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纯中国人可能比例小些。
当然还有很多中国人在太平洋的我们这边，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在旧金山，还有加州的很多地方。
无论在哪个国家，他们都在当地入了该国的国籍，但是他们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经济网络，这个网络
是靠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维持的。
家族成员彼此的信任使得一个家族能维持下来并枳累起财富。
这又是一个新的重要发展，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认真对待。
海外华人迅速建立了新的跨国公司，主要是基于家庭之间的联系，通常不需要投入很多资金。
　　华人经营公司的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以曼谷为基地的、给全世界个人计算机制造商生产零部
件的公司。
它由华裔泰国人所有并进行经营。
它现在有11家分厂分布在世界各地：3个在中国，4个在美国，3个在马来西亚，1个在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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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厂都由TF所在国家的公民进行管理。
但是分厂厂长都有中国血统，都跟总厂总裁有亲戚关系。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美国分厂的厂长，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但他娶了总裁的侄女。
这些分厂规模都不大，将要建立的分厂规模也很小。
每个分厂都雇用不到100或150个员工，但是加起来，他们生产的零部件足够世界上所有计算机制造商
使用，市场份额达到50％。
　　在“无形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海外华人最大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给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日本企业为首的发达国家制造商斥重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机械制造、重修铁路、远程通信，等等
。
但是海外华人则青睐“无形的基础设施”，他们在建立一个金融网络。
中国实际上没有金融方面的基础设施，因此急需这方面的建设。
海外华人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尤其在中国内陆和大都市以外的地区。
他们也提供了法律基础；没有法律基础，中国就不能发展。
　　受良好教育人口的短缺　　更重要的是，唯有海外华人能满足中国的最大、最迫切的需要：受良
好教育的人群。
　　在中国做生意的每个人都发现中国的工人很容易培训，但是现代经济的真正优势不在于劳动力。
我们知道怎样去培训工人，包括短期培训。
现代经济真正的优势在于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的一个有判断力的群体：工程师、会计师、市场研
究人员、化学家、冶金家、财务分析师，等等。
这些人在中国实际上寥寥无几。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和人员素质方面，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了。
中国有12亿人，但只有400万学生能读完高中升人大学。
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1／5，但是至少有500万学生有机会上大学。
　　中国的高等教育　　造就一个有文化的劳动力群体，不是简简单单培训一下就万事大吉，也不是
几个月或几年就可以一蹴而就。
在日本，这个工作在明治天皇时代就开始了。
直到明治时代结束，日本的高素质人才才算充足，这也只是80年前的事。
　　能及时满足中国对人才的迫切需要，是海外华人的贡献之所在。
资金和技术可以从外国引进，甚至高层管理也可以从外国引进，尽管只是在短暂的时间里。
但是中层管理者、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是本国人，至少应该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在中国，这样的人才不能从日本、美国或欧洲引进。
这些人必须视自己为中国人，并被别人认可为中国人。
这就是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实际上是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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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个创意很好，美国管理学巨匠和日本企业界大亨开始了对话。
由此诞生的这本书更好⋯⋯对于所有的未来企业家，理想的高度就是理论反思和身体力行的完美结合
。
　　——《管理者》　　德鲁克的深邃思想、国际主义视野及其现实主义态度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这
使得他对现在的分析和对未来的预测都那么引人入胜。
　　——《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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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包括《充满挑战的时代》和《重塑的时代》两个部分，是管理学巨匠彼
得·德鲁克和企业界大亨中内功深度对话的成果。
他们的对话探讨了经济世界的变化与挑战，特别是：这些变化对中国与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些变化对社会、公司和经理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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