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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湖中的企业我这些年写管理类的文章，走了一个从企业到江湖，然后又从江湖回到企业的过程。
最初写的文章，专注于企业内部的管理，从组织，到文化，到战略，到创新，围绕的都是一般管理的
各个方面。
当时刚进入学术圈，对于西方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有很大的兴趣，很乐意充当二道贩子的角色，把这些
理念介绍到中国来。
另一方面，因为我对人文历史类学问的兴趣，我也努力把管理学与中国的人文和历史结合起来，目的
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理念，更好地让这些理念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落地。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做婴幼儿奶粉的企业，居然容忍在自家奶粉中加入做木地板的化工原材料，这是最有想象力的管理学
者、商学院教授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一种“商业模式”。
衬托着刚过去的北京奥运的辉煌，这人间惨剧逼着大家“重估一切价值”，也把我狠狠地从学术的云
端上摔落下来。
我开始怀疑自己专注了这么多年的管理学研究和普及工作的价值。
虽然我也长期提醒自己身在中国，西方的管理理念要想发挥作用，必须跨越文化的鸿沟，但这道鸿沟
居然凶险到这个程度，也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已经习惯了对专业学术期刊上装模作样的管理论文于世无补的嘲笑，但我在中国这样一个恶劣的
环境写那些普及性的文章中，不同样也是沙上筑塔吗？
我开始更着眼于企业所处的这个“江湖”了。
“江湖”在汉字中涵义的丰富性，罕有其匹。
除了泛指江河湖海（“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对江西和湖南的简称（“走江湖”）之外，
“江湖”的涵义分几层。
第一层是相对于“庙堂”的“江湖”，指的是“官家”之外的民间社会。
第二层是相对于宗法社会的“江湖”，也就是所谓的“游民社会”。
这里又分几层，一层是经游民知识分子浪漫化处理的、武侠小说式的“江湖”，虽然是很多江湖人的
精神依托，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一层是社会边缘人靠手艺、靠专业技能养家糊口的生存空间，有竞争
，有战略，颇有类似现代商业的一面；一层是组织更为严密的、为了小圈子利益事实上背信弃义、无
恶不作的黑社会。
所以，光是对“江湖”这个词的分析，就可以对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有个大致的了解：庙堂－宗法社
会－游民社会－黑社会。
庙堂和宗法社会的主流大致是三纲五常之类的阳儒阴法、阳A阴B的那一套统治术，统治者自以为得计
，老百姓其实都是明白人，与阳A阴B相对应的是，游民社会尤其是黑社会通行的则是反（主流）社会
意识（“唯恐天下不乱”）和帮派意识（“只讲你我，不分是非”），只许你统治者耍流氓，不许我
老百姓拆烂污？
恐怕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计划经济时代对社会进行的全方位控制的手段放松之后，中国社会迅速传统化，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
和农民工体制凭空制造出来这个庞大的由脱序人、边缘人构成的游民社会，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
往奶粉中加木地板，恐怕还是这其中情节较轻的。
这些认识，与我在上海主持实践管理研究会工作期间，接触的王学泰、吴思、秦晖等著名人文学者的
思想分不开。
中国的很多事情，要么不知道，知道太多了，很容易让人沮丧。
这么一个上下同构的超级江湖、超级系统、“超稳定结构”之中，企业的位置在哪里，管理的位置在
哪里，管理学者的位置在哪里，我为此颇为沮丧了一段时间。
然而，鲁迅的老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人总是要做点事情的，不为别人，只为自己
，不为外在功效，只为自己心安，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是思想的境界，而是生存的哲学，快要溺毙的
人手中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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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年，我又逐渐从宏观社会文化的话题回到了企业管理的话题上来。
系统强大，人类文明难道不更强大？
阳A阴B强大，普世价值观难道不更强大？
宗法社会和游民社会之间，公民社会难道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一家一家好企业，难道就不能成为我们公民社会建设、向公民社会专型的基础？
相信很多做企业的朋友都有和我类似的犹疑。
做企业不容易，在中国做企业更不容易，在中国的这个时代做企业尤其不容易。
小环境不好，大环境更糟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想想这些苦处，很多企业家朋友有时候会自我怀疑，会一时恍惚，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有时候甚
至也想一了百了，一卖了之，一走了之。
然而，不管怎样，企业还是要做下去的。
用特蕾莎嬷嬷的话来说：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没有逻辑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
们。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当你取得成功时，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
即使你是诚实的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
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
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
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
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留点好东西给这个世界，正是这种淳朴的愿望，支持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企业人走到了今天。
正是这种“不管怎样还是要做”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使得中国的工商业虽历经摧残，仍
不绝如缕，一直延续到今天。
墙头变幻大王旗，中国的未来，中国人的未来，需要靠这些企业去定义，去描绘。
不管环境沙化得多严重，只要根扎得足够深，总有植物能生长。
植物多了，沙漠就变成了绿洲；绿洲多了，塞北就变成了江南。
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
不管江湖多么险恶，只要我们内心深处，守护住这片小小的角落，终将有风平浪静、莺飞草长的日子
。
“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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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江湖》是著名管理学者肖知兴教授最新一部作品。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出来混，迟早就是要还的”，一看便知，中国的企业界就是个大江
湖，有龙，也有虫。
中国企业的管理为什么常常受人诟病？
能作为范例的中国企业为什么那么少？
《海底捞你学不会》为什么火遍大江南北？
在这部《企业江湖》中，管理学家肖知兴教授，以其一贯幽默犀利的文笔、形象的比喻，将企业这个
圈子套着圈子的江湖描绘得活灵活现。
《企业江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文字令人发笑之时，问题却更引人深思。

　　《企业江湖》一书旁征博引，用丰富案例涵盖管理之道、企业变革、商业精神、中国经济嬗变之
痛等，真实剖析了当前中国企业界管理改革中存在的成见及误区，并通过独特的视角给出启示和启发
。
《企业江湖》中的很多精彩篇章，在肖教授的中欧课堂中，已得到大量肯定。

　　肖知兴管理系列
　　《企业江湖》
　　《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
　　《纸上谈兵说管理》
　　《论语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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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知兴，1972年生于江西。
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经济专业，2004年获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博士。

著有《企业江湖》、《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论语笔记》、《纸上谈兵说管理》、《不同文
化的社会资本》、《东张西望》、《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和《常识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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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企业江湖“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世界经济论坛的国家竞争力模型把国家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阶段，中国是
典型的属于要素驱动阶段的国家。
大多数企业的竞争力，还是来自于人为压低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这种低价再通
过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的进一步传导和放大，结果就是独步天下、无人能敌的“中国价格”。
然而，这种双重的人为压低机制，短期虽然带来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从长期来看，却使企业
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激励机制：在效率和创新上的投资回报率远远不如通过各种手段低价取得生产要素
的回报率高，从而阻碍甚至是打断了中国企业从要素驱动（成本最小）向效率驱动（运营卓越）自然
转型的过程，创新驱动（产品领先）更是无从谈起。
也就是说，这些企业被这种激励机制锁定在要素驱动的阶段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在事在人为，中国企业要想从这种格局中突破出来，逻辑上必然的选择就是自加重担，奋勇争先，
自己主动提高支付给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例如，在劳动力价格方面，提高员工的待遇，支付给他们高于市场平均工资的工资；在土地价格方面
，宁可从规范的市场上取得土地，不通过各种灰色手段低价拿地；在资源环境方面，高标准，严要求
，在节能减排上下工夫，主动提高本公司的环境保护水平，降低本公司产品的碳足迹。
当在要素价格上无利可图的时候，企业才会被迫向管理要效益，在质量和服务上下工夫，进入效率推
动阶段，然后水到渠成，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最典型的例子是华为。
在华为之前，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外资企业提供给一般电信工程师的月薪是5000~7500元，大致是国内
企业的5~8倍。
华为横空出世，给电信工程师提供的月薪居然比一般的外资企业还要高一大截！
而且，这还不包括他们惊人比例的内部股分红！
诚如业内人士所评论，华为最大的贡献是系统地提高了中国整个电信行业的待遇水平。
技术战背后是管理战、人才战。
华为之后，这些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跨国电信公司的好日子差不多就到头了。
有一次讲完华为的案例，有一位企业家朋友一定要拉我单独聊聊。
原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曾经是华为在华北某省的销售工程师。
“三年时间，我攒了60万啊！
”他感慨万千地说。
这笔钱成了他后来创业的基础。
他也有抱怨，跟我聊华为内部的种种问题。
然而，万源归一，华为在财富分享上的力度，把钱留在桌子上（leaving money on the table）的气度却始
终让他一直感恩戴德到今天。
所以，业界都知道，从华为出来的人，很少有人说华为的坏话。
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靠专业技术，靠扎扎实实的工作，能够积累这样一笔财富，这样的好事
，你到哪里去找？
有意思的是，华为这种主动提高员工待遇水平的做法，并没有改变华为在国际上的低成本优势。
冀勇庆引用西门子公司2004年的内部资料，华为研发工程师人均每年2.5万美元的成本，仍然只是欧洲
研发工程师人均每年12万~15万美元成本的1/6，但他们年均工作时间2 750小时，又大致是欧洲研发工
程师1 300~1 400小时的两倍。
里里外外合计，华为的人工成本仍然只是欧洲公司的1/12。
这其实还只是算数字上的账。
数字之外，想想上面那个企业家的例子，同样的工作时间，一个感恩戴德、肝胆相照的员工和一个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员工，甚至是一个心怀愤懑、伺机报复的员工，其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如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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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中国的其他几家“好公司”，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
万科的不拿一手地、不行贿的战略，在中国的房地产界是一种典型的“挥刀自宫”的行为；王石抵制
诱惑，两次主动放弃MBO（管理层收购）的机会，更是一种神乎其技的惊世武功。
马云直言，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关系，“政府的生意，找上门来，实在躲不开的，免费给他们做，条
件是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横行的商界，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挥刀自宫”的姿态。
在管理课堂上，我讲出“欲练神功，挥刀自宫”这8个字，熟悉不熟悉《笑傲江湖》的企业家朋友开
始自然都是大笑不止；当我把这个逻辑讲出来之后，大多数人叹服，但也有些人将信将疑，觉得老师
讲得好像有点理想化，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只有5%左右的利润率，哪里有什么挥刀自宫的空间？
这其实又是“鸡生蛋、蛋生鸡”的老问题。
较高的利润率在先，还是对员工的投入在先？
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家朋友确实要掌握好分寸，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但
在大方向上，绝对不能出错。
西方其实也有“挥刀自宫”的例子。
老福特以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而著名，奠定了20世纪机械化大生产的基础。
但老福特同样伟大的是在1914年，开通流水线的第二年，首次向工人支付每天 8小时5美元的工资，这
相当于当时市场工资水平2.34美元的两倍多。
“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老福特解释说。
所以，这个问题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从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推动到主要依靠内需推动其实是同一个
问题。
员工的工资被压得那么低，内需自然就上不来。
可惜在中国“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主导下，温水煮青蛙，很多中国企业被
锁定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产业结构、商业模式、管理文化上都已经积重难返，生存都是问
题，更谈不上练什么神功了。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小孩子看见火拿手去摸，手会被火烫着；谁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脚立刻会疼，
这些人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简单明了、直接确定。
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行为与该行为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没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虽然有“出来混的，迟早要还”、“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劝善的
说法，警告人们小心坏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坏结果，但同样也有“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的叹息，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悲鸣，甚至是“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的孤苦无告，让人开始怀疑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想要健康发展，必须通过人为制定的一些规范来把坏行为和坏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更为确定，这些规范一曰法律，二曰宗教。
法律钳制那些比较明目张胆、容易分门别类的坏行为，宗教则遏止那些更隐蔽、更模糊的坏行为。
法律是肃穆公堂上惊堂木破空一声，斩钉截铁，宗教大多却是夜深人静、月光如水时的扪心自问。
法律看似强大，往往因为程序和文字的纠葛，掉入官僚主义的深渊；宗教似乎绵若无物，却因为弥漫
性、充溢性、自发性而拥有一种惊人的能量。
而且，“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宗教还同时构成了法律的底色和边界，与明文的法律相
比，其重要性也许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界上各大宗教（或者说更广义的教化、文明），千言万语，做的其实都是上面所说的把坏行为和坏
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突显出来的工作。
佛家讲业力，讲报应；基督教讲永生，讲天堂；儒家讲爱人者，人恒爱之，都强调坏行为“肯定”会
带来坏结果。
当然，这个“肯定”是宣教者单方面的独断，对于大众而言，重心还是落在一个“信”字上。
“信”字是“人言”，别人的话，你相信就是真的，不相信就是假的，是无法用逻辑、证据、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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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的。
这种独断色彩体现在上面引用的几句多少有点宗教色彩的劝善的话中，共同的特征是强调时间观念：
“迟早”、“时辰”、“多行”。
什么叫“迟早”？
是10年还是50年？
是本人还是子孙？
对这几句话的体味，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如果大家都相信股市明天会涨，大力买进，股市明天自然就会涨。
宗教也是一样，如果大家都相信作恶者会被惩罚，时机一到，大家束手不救，甚至帮着踢腿，作恶者
自然就会被惩罚。
我曾经写过，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多是亦官亦商的官商或者亦盗亦商的盗商，官商巧取，盗商豪夺，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几种杂交品种，如官盗商，有官方庇护的盗商；盗官商，逐渐露出既得利益本来面
目的官商。
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作为价值掠夺者的本质。
不是你创造的价值非得放到你的腰包里去，最后是什么结果？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这条简单的因果律就解释了中国商业史上各路风流人物“各领风骚三五年
”、一代又一代地在低水平上循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2009年最热闹的山西煤老板被重组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些在地方官庇护下成长起来的掠夺性商人到手的自然资源，又被力量更大的一方掠夺走了。
对于这些煤老板来说，“出来混的，迟早要还”，事属必然，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当然，从纯粹的法理的角度来说，偷小偷的东西也是偷，国有化也有个程序公正的问题，既不市场又
不法治的做法，相当于又在积累下一次动荡的能量。
但对于煤老板之外的大多数人来说，渴求正义而不可得，退而求其次，能这么快就看见这帮人倒霉，
至少当天还能多吃两碗白米饭吧。
范围更大一点是所谓的“国退民进”，除了煤炭，还有钢铁、牛奶、地产等行业。
直接利益或者潜在利益受损的民营企业家们自然不平，他们呼吁改变现存的各种歧视性的政策，促进
民营经济的发展。
从学理上说，国有、涉外、民营三大块中，第三块对中国经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很少人会有不同的
意见。
但有意思的是大众对这种呼吁的漠然。
仔细思考，这种漠然背后隐藏的是大众对这些行业民营企业的不信任，以及对这些行业产生的私人财
富的正当性的怀疑。
虽然大众对国字号也谈不上有多大的信任，但总比被煤老板、黑砖窑、三聚氰胺这些年摧毁的对民营
企业的信任要多一点点吧。
输了游戏不是悲剧，一场游戏没有赢家才是悲剧。
“国进民退”又何尝逃得了“出来混的，迟早要还”这条因果律呢？
历史学者研究从晚清到民国甚至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一次次的国进民退，最后都是无法挽回的
双输结局。
如果无法建立公正的市场秩序，国字号企业必然要逐渐从“为民谋利”蜕变到“与民争利”，沦为既
得利益团体的禁脔。
难道又只有等到掠夺者贪得无厌，被掠夺者忍无可忍的时候，棋桌被掀翻，一切从头再来？
胸怀大志的英雄们也许不在乎，一张白纸正好画最美的图画云云，但做企业，没有三代五代的积累是
不可能成就世界级企业的。
围绕着掀翻棋桌、从头再来的那种疯狂的激情、高热的亢奋，从来就是企业管理所要求的冷静和理性
的最大敌人。
前段时间，悄悄办下美国绿卡的王朔突然喜欢谈佛，说“报”的本质其实就是物理上的能量守恒定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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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
你做了一件坏事，因为你的权势，人们敢怒不敢言，但“敢怒”，说明能量已经产生了，那么就再也
不会消失了。
它如何积累、如何酝酿，最后如何释放，都只是一个时机和管道的问题。
人会记仇，而且记忆的时间还极长（想想小学时经常欺负你的那个同学吧），超越性文化主张宽恕，
认为报复是人应该摒弃的一个劣根性，但在我们这个世俗性的文化中，对这个简单的“报”字的信念
却维系着我们做人做事的最后尊严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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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江湖》编辑推荐：无处不江湖。
在中国这么一个上下同构的超级江湖中，企业的位置在哪里？
管理的位置在哪里？
管理学者的位置又在哪里？
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缺乏“软实力”相仿，我们的企业家缺乏的也是这些软性的、人文的、与终极
关怀相关的内容。
我们与世界的真正沟通，靠的不能仅仅是清晰的账本，流利的外语，而是这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什么时候我们不被别人看做“经济动物”，而是有关怀、有担当、有为有不为，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才能算是真正在国际上重新站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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