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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2年底，我从湖南商学院经营管理系副主任的任上下海，与几个朋友办了一家软件公司——创
智软件园。
当时国内还没有几家专门做软件的企业，我们在软件方面的业务交往和技术交流对象主要是当时进入
中国市场的一些国外IT公司，如微软、IBM、SUN、ORACLE、HP等公司，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些机会
接触到这些国际大公司。
1997年4月，创智软件园被国家科委命名授牌为首批四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之一，在软件
行业有了一些国际知名度，国际交流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从1997年第一次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COMDEX（国际计算机世界大会）起，几乎每年我都出国2、3
次，看到了中国企业在管理上、技术上与国际化大公司的差距，也极大坚定了我要带领我们的团队开
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1998年4月，创智软件借壳上市后，作为董事副总经理（2002年9月～2005年4月任董事总经理），
我首先在公司组建了软件外包团队作为开拓国际市场的“先头部队”，并一直领导公司的国际业务。
1998年6月与日本NEC缔约成为NEC在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1999年5月我在东京创办日本创智株式会
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日本创智已经完全融入到日本软件产业。
2001年11月与软件外包大国印度的著名IT企业NliT签约成为他们全球战略伙伴；2004年与美国微软公司
签约，成为当时微软在中国的四家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之一。
到2006年5月创智国际并入有“中国软件第一品牌”之称的中国软件国际，使我们的团队融入到一个更
大的国际化平台。
　　我在湖南商学院是教管理学的，在我近20年的国际业务的交往中，总是习惯从管理学的角度比较
研究日本、美国和中国不同的管理文化的管理方式。
特别是后来这10多年我创办并一直担任日本创智株式会社的代表取缔役社长，在中国一日本之间来回
跑的时间比较多，也就更多关注到中日企业管理之间的异同，从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相比较日本的企业家，中国的老总们个个都能力和精力超强，只要是企业的事，他们什么都要
懂，什么都要会，都要事必躬亲，事事都要冲在一线。
还要花大心力“安抚”员工、指导下属的工作，每天的弦都绷得很紧，都是实实在在的超人。
比较我接触到的日本企业家们，无论精明、能干、勤奋似乎都比不上中国的老板；日本企业的员工，
论聪明能干不一定比得上中国企业的员工，但是经过企业的培养，经过长期职业化的熏陶，他们有种
对上级绝对服从、对待本职工作近乎“傻认真”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保质保量地完成，还不断地
琢磨改善和改进。
我常常感叹：要在中国的企业，他们个个都能当“劳模”！
我常想，如果有一个成熟、稳定、公平、诚信，少一些暗箱操作和“潜规则”的商业环境，让中国老
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在个人修为、提升企业战略发展和文化构建上，花在理顺机制上、培养员工的敬
业精神和职业化素养上，通过全员改善，让每一个员工都异常“给力”，中国老板的幸福指数会不会
比现在高一些？
“超人”的老板和“给力”的员工组合在一起，结果会怎样？
于是我萌发了写点东西的想法，把一些自己思考的、经历的、接触到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借鉴一些日
本企业的经验，让中国的企业家引导、培养一批给力员工，打造更多“阿米巴”超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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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利润增长是一场接力跑，增长最高的路径，并不仅仅是企业家的第一棒，而是每一棒都能发挥出
色。

　　《全员改善》中四大战术教会你如何实现全员改善——战术一：“学变”打通观念；战术二：“
变小”以大化小；战术三：“形变”组合优化；战术四：“恒变”持续改善；三大保障帮助你建立持
续全员改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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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惠春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
　　日本创智株式会社代表取缔役社长
　　北京博士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高级管理顾问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精细化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湖南常德人，八十年代后期任湖南商学院经营管理系副主任，主持教学科研和专业改造，率先在
全国大专院校创建市场营销专业；
　　1994年初加盟创智集团任执行副总裁；
　　1998年4月，促成创智借壳“五一文”上市；
　　2002年成立“创智国际软件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CEO；
　　2006年1月受聘为北京博士德高级管理顾问；
　　2006年2月受聘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
　　2006年5月，与创智国际软件外包团队一并转职到“中国智造第一品牌”的中软国际：
　　2008年3月受聘北京大学精细化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著作：
　　《商务谈判》
　　《市场营销学》
　　《商业经济学》
　　《资源有限创新无限》
　　《公共关系学原理与应用》
　　《值功口法做减法企业荔搌的进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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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老板为什么累
　1.“有事找老板”
　2.“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做的”
　3.“杯具人生”
　4.到底“缺”什么？

　1)缺智慧？

　2)问题在哪里？

第2章 学习阿米巴
　1.学习阿米巴
　1)什么是阿米巴？

　2)学什么？
——学“变”、变“小”、多“形变”、永恒“变”
　2.企业“阿米巴”——“试验田”在京瓷
　3.总结：阿米巴
第3章 四大战术让全员改善
　战术一：“学变”打通观念
　1.“培训”第一
　2.学“变”是过程：培训+体系
　3.学哪些要“变”的
　1)主动积极的工作态度——做好自己的事，做好当下事，养成素养的习惯
　2)“吃菠菜”
　3)职业化素养随时即时抓起
　4)“学变”的工作方式——带着方案来
　4.“学变”的方式会有不同样结果
　1)交流分享
　2)利用阅读
　3)从现实中学习，走出去学习
　5.持续地学习，掌握新信息
　战术二：“变小"以大化小
　1.“大”化“小”的指导思想——长久经营
　2.变小的前提——组织扁平、职位清晰
　3.“变小”的方法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利润中心”
　4.要适合自己的“变小”
　1)组织结构扁平，机构精简
　2)价值观统一，全员迷你CEO
　3)改良——自主经营体
　战术三：“形变”组合优化
　1.划分传统团队
　2.新型团队——“云组织”
　3.组合与形变
　战术四：“恒变”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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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恒变”=从改善-全员改善-持续改善
　2.什么是改善？

　1)改善的目标
　2)改善的持续
　3)持续改善是个哲学命题
　4)改善的特点
　3.改善十法
　1)对标改善法
　2)目标改善法
　3)发现异常改善法
　4)清除浪费、研究损失改善法
　5)满意度改善法
　6)3-Mu改善法
　7)流程、工艺改善法
　8)追求完美改善法
　9)领先一步改善法
　10)先模仿再超越改善法
　4.改善的步骤和顺序
　1)改善的顺序
　2)改善的步骤
　3)改善的注意事项
　4)改善的“一、二、三、四、五”绝招
　(1)一“每”
　(2)“二”时
　(3)“三全”
　(4)4“M”：
　(5)5W-1H+五问
第4章 “三大保障”让每一个员工都成为赢利单位
　1.“二团”助力
　2.“三励”护航
　1)氛围建立
　2)制度建设
　3.“四个要点”
　1)领导重视
　2)全员参加，不留死角
　3)目标明确
　4)计划落实
附录一 戴明环——持续改善
附录二 小组头脑风暴改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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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你是不是经常看到“目光呆滞”的员工？
　　你是不是感觉恨铁不成钢？
　　你是不是奇怪为什么同样的错误会重犯？
　　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员工太“笨”，不明白要做的事？
　　⋯⋯　　有时候你恨不得把这些员工全部炒掉，重新招募一批积极、高素质的团队成员？
　　但是思及成本、影响⋯⋯不得不继续用这批员工。
　　这些员工到底缺少了什么？
　　很多企业家、老板、管理者总在思考，导致自己累心耗力般繁忙、业绩难以提升、核心高素养员
工缺乏的原因。
到底企业缺少什么？
哪里有问题？
是材料、设备不够先进吗？
是技术不够吗？
是人员配备不足吗？
是管理知识不够吗？
⋯⋯1）缺智慧？
日、德的技术和科技相对先进和发达，美国人常以思想和新创新闻名，不少企业家以为聘到这些国家
、行业著名企业的人才就能改进企业现状。
事实上，中国人一直都是非常聪慧的人群。
纵观历史发展，2500多年前中国已是高度文明的礼仪之邦，而当时的西方世界部分还处在荒蛮时代。
　　1988年1月，全世界70多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聚会，讨论人类未来发展问题，会后发表巴黎宣言
：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归到2500年前中国孔子的年代，吸取孔子的智慧。
用儒家思想、东方智慧和文明来引领和拯救未来的世界。
　　21世纪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世纪。
福布斯评选的2010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排第一位的就是胡锦涛主席。
这不仅是胡主席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的体现，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越来越重要的展
现。
2008年，中国的GDP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经济实体；2010年，中国的GDP以58786亿美元超
过日本的54742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中国能力的表现。
　　历史上，无论是从技术、技艺的发明，还是文学、艺术的创新，甚至是人员管理（古代君王管理
机制以及家府家眷的管理），中国人绝对是有智慧有能力的。
很多企业家以为员工不够优秀，甚至认为缺少在岗位上成为优秀员工的智慧，因此在人员招募中广泛
使用智商测试、从外企挖角、优先选择“海归”、“高学历”⋯⋯难道真是现有员工不够智慧导致老
板们的困惑吗？
　　人才是每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招聘人才就像选珍珠。
入职前，员工大都经过招聘的层层筛选，从天分、智慧、能力甚至技能，肯定在当时是符合企业需求
的，不会存在智慧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招募到非常有能力、有水平优秀员工的经历，他们在入职时往往踌躇满志，刚工
作时捷报频频，后来就变“钝”了；有些非常卓越的员工，入职后却处处碰壁，不能适应企业文化，
甚至造成个人与企业双方面的损失。
　　招聘筛选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问题在哪里？
世界各国中，日、德企业是人员稳定性最高的企业，他们的中小企业中有很多“隐性冠军”，这些看
起来不知名或不起眼的企业在行业中长期占据第一的位置，在全球达到超过50％，的市场份额，甚至
有些形成垄断。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员改善>>

我整理了日、德优秀企业，以及在两国经营百年、在行业第一的非知名企业的特点，结合自己在中、
日、德工作、考察的经验，比较三个国家在管理上的差异。
　　德国作为一战、二战的战败国，除了大量国家经济赔偿外，能够持续保持在世界前列的GDP，并
以严谨、品质著称世界，有其值得研究并学习参考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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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有一个成熟、稳定、公平、诚信，少一些暗箱操作和“潜规则”的商业环境，让中国老板多
花点时间和精力在个人修为、提升企业战略发展和文化构建上，花在理顺机制上、培养员工的敬业精
神和职业化素养上，通过全员改善，让每一个员工都异常“给力”，中国老板的幸福指数会不会比现
在高一些？
“超人”的老板和“给力”的员工组合在一起，结果会怎样？
　　《全员改善：让每一个员工都成为赢利单位》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林惠春把一些自己思考的、
经历的、接触到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借鉴一些日本企业的经验，让中国的企业家引导、培养一批给力
员工，打造更多“阿米巴”超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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