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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透视企业创新成败》对企业创新的论述力透纸背，将复杂的创新问题变得条分缕析。
两位实力型咨询专家独特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对企业创新成败所作的全方位透视，令人深思和震惊。
作者熟稔30年中国企业各种经营发展模式，通过大量案例鞭辟入里的剖析，揭示了企业创新成败的内
在和外在深层原因，为更多企业进入创新发展的正确轨道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作者勇于批判，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不是单一的经济行为，而是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和企业家思
想意识等综合的结果。
全书闪耀着作者的独到见解、企业家创新的智慧光芒，同时也暴露出人性种种难以克服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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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培玉，战略管理与企业创新专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商管理高端课程特聘教授，中国企业
联合会专家委员。
二十年关注西方经济管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融合，探寻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之道。
倡导并开创商务策划学科，推动大学本科新专业的设立。
丰富的工商、媒体、管理咨询等从业经历，养成了注重传承、崇尚原创的作风，常以特色专家受各地
邀请，累计完成政府和企业委托咨询项目数十项。
主要著作有：《企业战略策划》、《商务策划原理》、《策划思维与创意方法》、《商务策划管理教
程》、《迷途》（合著）等。
　　黄飞，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专家，曾在大学任教15年，又在大型企业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15年。
在学府传道授业解惑和商海摸爬滚打的30年中，细心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不断总结企业经营的
真谛。
在积累实践经验的同时，业余笔耕不辍，主要著作有：《三维管理》、《经济新思维》、《企业文化
的生产与经营》、《迷途》（合著）等。
2000年以来，经常受邀为社会各类机构高端培训和清华大学总裁研修班授课，担任一些复杂项目的设
计与咨询，在收获客户信任的同时，也收获了知识生活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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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创新成功，为何烦恼不断1.1 领先的焦躁改革开放头30年，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领先。
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领风骚三五年。
因为产品销售形式的创新极易被模仿，由此而形成的竞争优势一般也难以维持。
在竞争的迫使下，企业家们总是不断地为争得领先优势而创新，同时又在不断地被新的创新而超越，
因而众多领先企业变得焦躁不安。
1.2 横竖都是挑战守旧无异于等死，创新不当则等于找死。
守与进都面临挑战。
不守难进，不进难守。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取得一两次创新的成功，多数企业家似乎都能做到。
但是，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并取得持续不断的创新成功，大多数企业家则难以实现。
1.3 懒惰的人性人性不仅贪婪而且懒惰，当一次创新获得预期成效时，人们总是希望它永远灵验，从而
阻碍或停止创新活动的持续进行。
一部分企业家之所以愿意自觉地进行创新，并不是为了追求更新的价值而创新，而是为了享受原有创
新的成果。
一旦有了创新的成果可供享受，他们就会失去继续创新的热情。
1.4 双重代价创新往往意味着交出一部分既有利益，实行新的、更为复杂的经营管理方式。
不仅如此，创新的不可知性使企业经营成本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保全现在，即使过去勇于挑战
现状的人也往往退缩，从而自掘坟墓，为竞争对手制造打败自己的机会。
第二章 诚实创新，不敌欺诈操作2.1 创新的商业操作用商业的眼光看创新，创新必须具有商业价值。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新，不一定是成功的创新；但成功的创新一定是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新，这是创新的
经济性质所决定的。
所以，在相同的创新名词下，不同企业演绎出的创新具有不同的创新性质。
2.2 欺诈的创新欺诈的创新，正是利用人们对创新的好奇和向往之心，用欺诈的手段进行商业的花样翻
新。
这样做，可以不付或付出极低的创新成本，而能获得高额的收益。
⋯⋯第三章 实力不济，创新难以维系第四章 过度超前，先驱变成先烈第五章 系统不善，创新险象环
生第六章 创新前行，还是坐等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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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横竖都是挑战　　守旧无异于等死，创新不当则等于找死。
守与进都面临挑战。
不守难进，不进难守。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取得一两次创新的成功，多数企业家似乎都能做到。
但是，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并取得持续不断的创新成功，大多数企业家则难以实现。
　　就连曾经开创汽车工业生产先河的亨利·福特也未能持续交出好的答卷。
1908年10月，在亨利·福特的主持下，福特公司推出了举世闻名的T型车，一举开创了汽车时代和福特
公司的新纪元。
这是一项巨大的企业创新成果，福特将汽车这个有钱人的奢侈品变成普通人都能买得起的消费品，因
为每辆汽车只有几百美元，最低时每辆售价只有区区260美元。
1921年，T型车的产量战世界汽车总产量的56．6％，T型车的最终产量超过了1500万辆。
亨利·福特通过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可谓空前绝后。
但后来福特先生拒绝任何再创新，不但只生产单一的T型车，甚至连颜色也规定只能有一种——黑色
。
由引领世界汽车工业创新的先驱而暗恋成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亨利．福特让人感叹，也让人啼笑。
皆非。
1927年福特公司被迫停产，今天看来，没有倒闭已属万幸。
　　我们知道，凡企业都必须适时而有效地进行创新。
而且，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企业要进行不同的创新；即便在同一市场环境下，不同的企业也要进行
不同的创新。
所以，创新既是所有企业的共性，同时也包含企业各自创新的个性。
　　如果从国内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企业的创新，体现的是中国市场环境的特殊性。
中国经济头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与市场环境的特殊关联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总体上是一种短缺经济，努力增加产品产量，是当时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
所以，当时的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或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都把努力提高产品产量作
为企业发展的中心任务。
企业创新，主要集中于提高产品产量的创新，至于产品质量、品牌、服务等等许多今天看来基本的产
品要素，在当年都无足轻重。
巨大的市场需求，掩盖了产品品质的不足，消费者对产品的缺陷也有着极大的宽容度。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追求的不是产品的好坏，而是产品的有无。
　　在如此特殊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最大创新，是将产品从无变有，是不断地做大规模。
今天已是知名企业的健力宝集团、科龙集团、联想集团等大型企业，当年都是大胆进行产品创新，抓
住了企业发展的历史性机会。
尤其是健力宝集团造饮料、科龙集团造冰箱。
更是具有传奇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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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也创新，败也创新，成败绝非偶然，功在发展，过在发展，功过谁予评判。
　　因为有独一无二的庞大内需市场。
有面向未来几十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预期，没有人会怀疑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人会怀疑
中国因经济结构调整而步入低增长轨道。
但未来30年的中国企业，已经无法再走过去的老路，它们必将也只能这样续写自己的历史：不是在创
新中前行，就是在创新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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