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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两年里，有朋友不断鼓励我应该再版自己过去的老书。
我始终缺乏勇气，甚至出版社方面也缺乏勇气。
缺乏勇气的一个原因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企业的进步很大，一本写于那个时期的《联想为
什么》对今天的企业是否还有价值？
缺乏勇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本书是我第一本企业研究著作，它代表着那个时间我对企业的认识，处
处表现出幼稚。
直到前一段，山东的一位企业家朋友跟我说，他自己办企业开窍是因为当时读了我的几本书，包括《
联想为什么》。
我知道这样的夸奖有溢美成分，我也知道其实他是在学习联想、学习柳传志，我只不过沾光了。
当年我曾借用王蒙先生早年一篇随笔里的一句话自嘲自己：“一只苍蝇叮在骏马的身上，因此它也一
日千里了”。
我得益于联想。
尽管如此，山东这位企业家朋友的话仍旧不失为一种鼓励。
而最终下决心再版此书需要感谢河北旭阳焦化集团的董事长杨雪岗先生。
他领导的企业在2007年销售规模接近百亿。
他委托我领导的咨询公司为旭阳集团作咨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研究联想从30亿到100亿的过程
中都面对了哪些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这使得我最终有了再版此书的自信。
因为，1997年之前的联想实践对于今天大量的中小企业或许依旧有一些启发。
在此书再版之时，我想向读者坦诚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联想为什么》这本书当年完全是我个人行为而并非企业工作。
最初的写作动机是因为我和柳总的工作讨论。
当时我建议联想的媒介宣传工作要有些改变，要告诉社会联想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的深层次原因，也
就是要讲为什么。
柳总不同意我的主张。
其中一条理由就是柳总认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把不断进步的规律搞清楚，不能为了要宣传为什么而去乱
说。
建议被否掉之后我仍然不甘心。
于是，1996年有差不多10个月时间的节假日以及平时的晚上，始终在思考、在写作。
最初没想过要写书，更没想过出版。
或许文人缘故，一不小心就写成书了。
动笔之前和过程中，没有人知道此事。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写好，先把话说出去最后事情做不好，那就很尴尬。
也因此，当这本书将要出版时，我被柳总在联想高级经理会议上批评为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个人
英雄主义，并且也因此离开联想去办咨询公司。
后来有记者撰文推测说我不写书就不会离开联想，不离开联想就不会损失可能上千万人民币的期权收
益。
但我始终感激联想，感激柳总和很多其他同事，因为我得到很多。
这本书的首发式很排场，来了数百人，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搞的。
我在首发式上讲了十几分钟话。
其中谈到共产党在延安时，有大批知识分子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那里，灵与肉都经受了洗礼。
而我在联想有类似的个人感觉。
十多年了，现在我愈加觉得联想赋予我太多。
第二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联想为什么》出版之后，我自己最为珍惜的事情是由于出了名，我有机会
在过去的10年里访问逾300家中国企业和近百家跨国公司。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联想为什么>>

这成为我后来继续研究企业的基石。
有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对方问我出名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说最大的好处是老师多了。
每个企业都是你的老师，几百个老师教你，只要你不弱智、不偷懒，一定会学到些东西。
我知道，这是《联想为什么》带给我的最大财富。
世界有联想，而联想不代表世界。
但是，联想给了我去认识世界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对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认识。
我一直认为，企业管理科学最基本的原则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也是所有应用科学的根本特征
。
企业管理研究似乎应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案例研究，诸如有关GE、沃尔玛、丰田、三星之类，也包括《联想为什么》。
第二个层次是实证研究。
它是要从众多而非单个企业的实践中去发现规律，从而让社会分享，例如《基业长青》之类，德鲁克
则是这个领域的泰斗。
第三个层次是理论研究。
它的任务是要把已经发现的规律变成方法与工具，例如泰罗、西蒙等。
中国的企业管理研究是十分落后的，而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是十分丰富的。
例如联想、华为、平安保险、海尔等等。
改革开放近30年，一大批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管理经验。
遗憾的是研究方面则十分苍白。
案例研究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同时充斥着太多企业广告书。
实证研究层次几乎空白。
惟一让人安慰的是专业很有建树的曾鸣教授、彭剑锋教授这样一些学者，要么去了企业任职，要么办
了咨询公司。
我很尊敬他们。
我猜测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挑战。
对于长期在象牙塔里享受人们尊敬的学者而言，他们为自己的挑战要放弃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
而在理论研究层次上，中国的那些商学院今天还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系统成型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企业管理研究的现状。
这样的状况-9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要求，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要求相距甚远。
 这次，出版社将我在不同时期的四本书集合出版。
我理解首先是给那些支持我的读者们提供一个系统阅读的可能。
其次是表明出版方对企业管理研究的一种认识-9态度。
《联想为什么》是这些著作中的第一本，也是我的案例研究开端，而写作于2005年的《登顶之舞》则
是我走访数百家企业之后写成的实证研究著作。
一头一尾，我十多年的研究都在其中。
也因此，《联想为什么》此次再版时，内容方面我不作任何修改，以保持那个时期的真实，包括我自
己的真实。
 是为序！
 陈惠湘 2007年12月于北京静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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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想为什么》作者曾在联想集团担任高级经理等要职，创作著名广告语：“人类失去联想，世
界将会怎样”，长期主持联想集团企业形象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参与联想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
管理工，对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独到的见解。
自1997年以来，深入考察访问过300多家国内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型企业，主持过多家大型企业的管
理顾问咨询工作。
　　《联想为什么》适合于企业界的中高层经理和对企业文化、战略、营销感兴趣的人们，也适合于
从事管理咨询业的人员，以及在企业中工作的其它人员。
　　《联想为什么》从企业战略变革、组织能力提高、企业领导成长三个角度出发，以全球化竞争视
野和大量一手案例为基础，详尽分析了联想集团成功的方法。
　　《联想为什么》将对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变革带来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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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惠湘，1960年出生。
致力于中国企业经营管理实证研究近20年。
曾担任联想集团高级经理、国内某大型投资集团总裁，目前担任北京丰收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
长和国内某知名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著有《联想为什么》、《中国企业批判》、《企业团队修炼》、《登顶之
舞》、《边走边想》等书，在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被誉为对中国企业界影响范围最大与影响时间最长的“中国企业实证研究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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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序序  韩少华第一章  睁大你的眼睛一、选择未来需要勇气二、确定“你别无选择”的目标三、拿
镜子照照自己四、走出庐山看什么？
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六、农村包围城市七、小米加步枪只能步步逼近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
折的第二章  谋事在人一、办公司就是办人二、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三、天下事最难挣的是信誉
四、吹尽狂沙始得金第三章  穿新鞋走新路一、有形的价值有限，无形的价值无限二、特色经营——
客户效益第一，公司效益第二三、铸造斯巴达克勇士方阵四、把企业推销出去第四章  生命在于运动
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二、让我们的血液沸腾起来三、比萨饼与麻婆豆腐四、抢棒子和把
饼子做大第五章  承担责任光荣一、要收获首先必须创造二、庙富和尚富三、罚人吃肉四、条条大路
通罗马一本书、一个人、一个企业和一个民族(代后记)一、贵在认真二、写一本有用的书很艰难三、
不仅仅是关于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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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办公司就是办人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有三个时间段我们感到了人才的珍贵，这三
个阶段我们都产生过如饥似渴的感觉。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我们向苏联送去了大批留学生，今天五六十岁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相当
一批人是从苏联学成归国的。
我们的武器制造专家包括原子弹的设计者，我们的电子工业企业家，多数是在苏联学习的。
1949年以前中国打了几十年仗，无暇顾及科学和经济。
1949年以后，由于物资匮乏、科技落后，于是我们提出个“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农业成立了合
作社希望多产粮食，工业提出大炼钢铁，国防工业围绕着原子弹的研究展开。
中国人当时的任务，一是保卫自己，二是养活自己，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把一
批批热血青年送出去，然后又一批批接回来安排到重要的部门和企业。
尽管20世纪60年代我们走过一段令生产力发展停滞的弯路，但是50年代的这批人才对我们当时以至后
来的发展功不可没。
没有这批人，我们一定连今天这样的科学与经济的基础都不具备。
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至1985年间，中国诞生了许多的乡镇企业，面朝黄土屁股朝天种了一辈子庄稼的
农民一旦成为企业老板之后，他们对知识的敬重远比有知识的城里人高得多。
他们知道自己没文化，没文化就搞不出好商品。
于是他们宁愿全村人集资盖上别墅一样的小楼，买上轿车，开出城里人想都不敢想的薪水数字，然后
学着刘备三清诸葛亮的样子，毕恭毕敬站在一个又一个城里知识分子的家门口，为贫穷的乡村请去一
个又一个能人。
那时候城里人才多，多到很多企业、研究所无所谓张三李四被挖走。
直到乡镇企业的产品大举进入城市，已经冲击到那些被挖走人才的企业时，城里人似乎才醒悟过来。
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后，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以至对人性的尊重，是由我们目不识丁的农民弟兄带的
头。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要实现本土化策略，要为“以夷制
夷”而大量招聘中国人。
在美国，一个一般的工人年薪也要在10000多美元以上，在中国1000美元月薪就可以让外企的门前排起
一队全部博士学位的长队。
中国的企业开始恐慌，开始寻求各种方法留住人才但收效甚微。
在北京已经出现了数家猎头公司，专以介绍人才为业务内容。
猎头公司受那些进人中国的外国企业和没进人中国的外国企业委托，专门负责从中国的企业中物色人
才，一旦找到目标便会开出无法抗拒的条件，把一个个中17qA~l送到外国企业中去。
我的一位同事的妹夫，原先在一家电脑公司从事软件开发，他是从农村考大学进到城里的，从没想过
要出国。
但是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他可以全家去新加坡，定居手续、工作、生活一切自有安排，于是他就去
了。
中国少了一个人才，新加坡又多了一个华人。
今天在北京的外国电脑企业中，确有一些企业在执行着一种规定，凡是从联想集团到这些企业求职的
人，可以不按程序考试，工资职务一律从优，优到收入可以超出这个人在联想的一倍甚至更多。
曾经有一个人说了一段充满智慧的话，他说人人都认为人才值钱，其实是钱值钱。
有钱的外企不缺人才，缺人才的中国企业其实缺钱。
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他们的话也对。
一部美国历史生动地表明人才之珍贵。
二战胜利，美国做的事情是把德国的原子弹研究专家、把德国的犹太人送往美国。
今天支撑着美国科技的中坚力量是那些并不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
1995年间，联想集团一个技术考察团去美国参加一年一度的拉斯维加斯世界计算机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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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考察团在博览会之余去参观了一家规模不大的美国软件公司。
这家公司里有几位4年前还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的年轻的中国人，他们与联想集团考察
团中一些年轻专家是过去的同事或者朋友。
谈话中了解到，去了美国的这几位研究人员此刻已拥有所在公司的上市股票，按市值计算也基本接近
百万富翁。
的确，从马斯洛人的需求层次论来判断，今天我们能够满足人才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与我们的竞争
对手比甚至是可怜的。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
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困境。
在与中国企业相比拥有绝对数量和绝对质量人才的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已经在大声疾呼未来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
但我们社会上这种呼声依然不够强烈。
我们真的不是有经验的海员，我们不知道老鼠上岸意味着什么。
假如有一天，绝大部分中国本土一流的人才都去了外企，由这些人组成的企业与我们自己的企业展开
竞争，结果会是怎样？
这种假设并非危言耸听。
北京已经有上千家外资企业，按每家企业平均50名员工计算，至少已经有5万名中国人才在打外国工。
还有上海呢，还有广东呢。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统计，据说每培养一名大学生，国家要有上万元的经费补贴。
在中国今天有没有10万名以上的研究生打外国工？
有没有50万名以上的大学生打外国工？
如果有，每个人仅算国家贴入教育经费1万元，那就等于我们花了近百亿元人民币培养出来的人才，
如今正在外国企业直接与我们中国企业竞争。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在我们这个国家随处可闻的声音，我们听懂了吗？
有人说，因为我们贫穷所以留不住人才。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家贫出孝子”，关键是我们缺乏这样的意识。
我们贫穷的农民弟兄曾经做出过榜样，曾经全村人勒紧裤腰带对人才顶礼膜拜，“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
中国的人才并非都见钱眼开，更多的时候套用一句歌词，属于“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那种人。
“士为知己者死”，我们从现在起就该警醒，就该为人才创造哪怕是“一点点温柔感受”。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们已经有一批企业家看到这一点，他们在用各种方法发现人才。
在北京颇有市场的中南抽油烟机的老板许为平先生，曾在价格昂贵的北京饭店常年租用了两个房间，
开设了一个人才交流中心。
他的人才交流中心其实没有注册，他用了一些方法使得那些需要人才的单位乐于在他那里登记，不必
交任何费用。
他用了另外一些方法使那些需要谋职的各种人也在他那里登记，也不必交任何费用。
所有登记求职的名单每周都会送到抽油烟机企业老板那里，由他优先选择。
用这样的方法，一年下来他自己物色到几十名人才，给别的企业推荐了数十名人才。
一家广东的企业在北京登报，以年薪50万招聘厂长，承受力不强的北京人当时如同经历一次炸弹爆炸
。
几年过去，在报纸上登广告以年薪几十万招聘人才的事已经不那么令人惊奇了。
在北京的猎头公司里，随便调出一份求职者名单，你便会发现80％以上的求职者自己开出的月薪要求
都在万元以上。
但是另外一面，从传统国营企业缩减定员被辞退的员工，即便是四五百元的月薪要求也很难找到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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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终于让中国人承认劳动力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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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本书、一个人、一个企业和一个民族一、贵在认真很久以前就想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
1989年8月2日，是我正式到联想集团上班的第一天。
在此之前，我在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另一家企业工作了将近10年。
工作之余涉及到文学创作并且加入了作家协会。
但是，想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与写作本身没有丝毫的联系，最初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激动。
我在联想的第一位经理名叫郭为，是一位比我年轻3岁的MBA硕士生，我在本书之中有多处提到他，
此刻郭为已荣任联想集团的副总裁。
我到联想集团工作4个月后接替郭为出任公共关系部的经理，并且在这期间创作了&ldquo;人类失去联
想，世界将会怎样&rdquo;的广告语，协助郭为主持了1989年至1990年上半年公司的多项重大活动。
其中包括公司由原来的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的宣传工程，包括联想微机上市以及联想集
团第一篇关于管理文化《大船结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科学性》的文章撰写，还有管理干部培训等等
。
1990年5月，我再次接替郭为主持集团办公室的领导工作，策划实施了1990年至1991年两年问联想集团
所有的企业形象推广工作。
而郭为则以助理总裁的职务主持了全国各地十几家分公司的管理工作。
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能够有机会与柳传志总裁、李勤常务副总裁在一起讨论工作，接受指示，对联想
的激动就时时鼓舞着我。
在此期间，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这种愿望在心里就时时涌动着。
这里面的原因大概是我在传统的国营企业有过较长时问的工作经历，过去工作过的企业与联想集团相
比，后者确实更显得生机勃勃。
1978年至1980年间，我在北京市物资局化轻公司的一个易燃易爆剧毒品仓库做库工。
仓库位于怀柔水库西南的一个小山坳里，有二十几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白天大多时间闲得无事，年轻人在一起便绞尽脑汁想各种各样的花招儿做各种各样的恶作剧，以打发
多余的精力而显得充实。
譬如到相隔三四公里的果园偷摘苹果，或者到同样距离的公社卫生院找稍稍漂亮一些的年轻女护士山
南海北聊天&hellip;&hellip;我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属于既不踊跃也不消极的一类人。
平平淡淡的日子过了两年之后，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促使我调回城里，到电子部所属的那家工厂工作。
有30多年历史的这家工厂是我国生产石英谐振器的第一大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导弹都有
这个厂的功劳，工厂会议室四周墙壁悬挂的锦旗向所有人证明了它的荣耀。
我在厂里的设计所做过技工，不久便去做专职的厂工会宣传干事，然后做厂里宣传教育处的宣传干事
。
工作任务是每年在报纸上发表20篇关于工厂业绩的新闻。
这个任务我基本上可以用10天的时间完成，因为1篇稿件可以在20家报纸发表。
这使得我每年有大约300天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
于是就一边读书、一边创作和一边谈恋爱。
读书是在现今的首都师范大学，当时叫北京师范学院。
读夜大中文系，一读5年。
刚开始厂里不批准，学费不予报销，占用的工作时间不准假，宁愿我在厂里无所事事也不能去学中文
。
于是我就写信告状，一直告到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宋任穷处，终于把学费和上学时间一揽子解决了，在
厂里工人的眼光里我看到对英雄一般的敬慕。
文学创作是从十几岁就有的爱好，写的书比读的书多，能够发表的作品只有写出来的1％。
仗着分母大、分子小但发表作品的绝对数量依然不太少，于是就由我的老师、著名作家韩少华做介绍
人，多少有些侥幸混入的感觉加人了北京作家协会。
一直到1988年，忽然发觉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马马虎虎的，工作没认真过，创作没认真过，读书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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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过。
惟有谈恋爱、做父亲比较认真，恋爱一年就结婚，结婚一年就做父亲。
看起来匆匆忙忙，但品味一下还算认真。
知道自己缺乏认真的时候已经28岁。
29岁到联想工作，发现还有如此认真的企业，还有如此认真的人们，拿工作当自已的生命看。
这是联想最初给我的印象。
当然我本人也义不容辞地认真起来，这时候又发现认真以后自己原本有那么多的创造力和热情。
在联想，我有过两次挨柳传志批评。
一次是1990年的北京计算机展览交易会，我是联想展览团的负责人，我们在这次展览会上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签订的合同逾千万元，列大会所有参展单位成交额第一名。
我很兴奋，专门指定有人天天统计合同金额，每天闭展前电话通知公司。
有一天，报来的消息说当日合同金额达到500万元。
我不敢相信，叫人继续核实，回答还是500 万元。
于是我就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柳传志。
第二天柳总亲自到展览馆核实，结果证明合同金额离500万元相差甚远。
为此，他怒气冲冲回到公司，几乎是把我痛骂一顿，骂我&ldquo;谎报军情&rdquo;。
这是我职业生活里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受到的痛责。
尽管柳传志当时的表现怒气冲冲，但我非常非常感激他。
因为从那一刻起，我对于&ldquo;认真&rdquo;的理解又有了新的进步。
第二次是 1991年7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和《经济日报》联合举
办&ldquo;联想走向世界&rdquo;报告会。
按照报告会的设计方案，我们希望请一位长期关心我们的中央领导届时能够出席。
我的部下与这位领导的秘书进行了确认，领导答应可以出席。
但我忽略了应该叮嘱部下了解这位领导在这个时间段里的日程安排，以至于当我们把报告会时间定好
以及所有的会议邀请发出之后，才知道这位领导在报告会举办当天恰好在外地考察工作。
这件事柳传志并没直接批评我，因为我母亲身患癌症处于弥留之际。
但是这次无言的批评依然令我难以忘记。
认真的联想，认真的柳传志，认真的所有其他联想人，进入到这样一个到处写满认真的环境之后，我
也认真r。
这对我是极为珍贵的。
通过这种认真，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尽管写书的愿望始终如一，但是我没有写。
没有勇气。
我知道我对企业的本质了解肤浅，对我们的国家了解肤浅，对世界经济的了解肤浅。
我必须认真地生活过，使这些肤浅有了一定的改变，然后才可能真切地写出一些于人有益的感受。
这样的滋味实在很痛苦。
感情时时冲动着，使你按捺不住地要奋笔疾书。
理智却不断提醒你不能仓促和草率。
能够忍耐这种痛苦对人实实在在是一个磨炼。
1991年，我决定离开联想。
离开联想的心情很复杂，但原因很简单。
在联想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从事经营的机会，能够有创业的体验。
在我看来这十分重要。
思想会有如此之大变化，连我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因为仅仅在1989年的时候，我内心强烈的愿望还是要当一名作家，作为企业人并不是我的最终归宿。
时隔两年，我对企业已经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激动。
坦率地说，没有联想的影响，我不会有这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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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p;&hellip; 三、不仅仅是关于联想我的搭档张华滨先生时时会有一些怪论。
有一次他说企业是怎么回事呢？
就好比时钟，员工址秒针，所以不断地走；中层主管是分针，员工走一圈，他就走一小格；企业的最
高管理者是时针，人家走了若干圈若干格，他就走一格。
这比方我一直记着。
还有一次他又说，这人才培养的事儿也是木桶原理。
你不能让他在单项指标上拼命长，长得越高越是个细高挑儿，风一吹就折了。
要有些综合营养。
这比方我也记着。
我觉得这些例子都生动也都有用。
同样，我几乎是以一种等待审判的心情在等待着这本书的结果。
尽管我知道当书稿变成铅字到达读者手中的时候，遗憾已经不可避免。
但我希望这遗憾尽可能少一些。
我希望这本书有用。
为了这一点，我着力在书中更多地表现民族性、思考和行为研究三个特点。
关于民族性的问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贸易保护。
但这并不是我的出发点，尽管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国家应该一面是改革开放而同时也要进
行必要的贸易保护。
就像美国、日本、韩国一样，虽然它们已经很发达、很强大，但它们的贸易保护依然随处可见。
开放的目的是使我们富强而不是使别人富强，世界各国经济的这种民族性（也可认为是利己性）是自
然而然的。
我们当然也犯不着羞羞答答的。
虽然这是我对贸易保护的观点，但我在本书中依然是从中国企业如何参与国际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素
质出发，所谓民族性的体现也基本在此。
我在书里涉及到外国著名企业对中国市场强力渗透的部分，包括外国文化强力渗透的部分，更多的目
的并非指责别人，而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我想指责别人是没有意义的，人家强大人家能够渗透进来，这只说明我们虚弱。
我们如果拒绝与强手竞争，那我们会永远虚弱。
唯一的出路是我们研究别人，研究自己，使自己也强大起来，别无选择。
因此，我在本书中论及的所有问题中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企业放在与外国企业竞争这样一种环境中来
进行判断，而并非就事论事地说某一件事应该怎么样。
在我看来，判断一个企业如何，必须结合生存发展对它的要求是什么，否则结论就会失之偏颇。
而对企业的要求应该全部来自于竞争。
所以，我在本书的五个章节里，就企业战略、观念、创新、人才和激励五个方面的论述，源于管理理
论的思考远远少于竞争实际情况的思考。
有人认为，20世纪末的这几年，民族性会是中国人日益被关注的问题。
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觉得民族性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全世界都会是一个日益被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已经落后于发达的国家。
我们现在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早已爆发的日美贸易摩擦、欧美贸易摩擦实质上都源起于美国、日本、
德国对20世纪本国地位的竞争。
因为所谓民族性，在今天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时代，除去经济与文化的体现，还能够有别的什么内容
呢？
当有一天，我们中国人真的像本书描写的那样，开德国车、喝法国酒、抽美国烟、用日本电器，通过
英特耐特欣赏美国的娱乐节目，我们的民族性还能在哪里体现呢？
人类社会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半叶之前，多数是用武力体现民族性，即所谓强权政治。
但是，在今天以后，体现民族性的途径只有经济的崛起。
日本和德国的例子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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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亚洲四小龙 &rdquo;的例子也说明这一点。
所以，我们的民族性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富强，这是根本的。
关于思考的问题，应该说本书大量涉及的都是联想集团的事例，这使得这本书始终有一种风险，那就
是写成一本纯粹介绍联想集团业绩的书籍。
尽管这样的结果对社会依然是有益的，但我以为这种作用还是比较表面的。
我自己就常常有一种感觉，如果有一本书是说某个企业优秀到什么程度，当然我也会觉得很好，但总
不如从&ldquo;为什么&rdquo;的角度去阐述更令我激动。
联想集团有太多令我激动的东西，这使得我有可能仅仅是为联想写一本书而不能是为社会写一本关于
联想的书。
当写完最后一章时，我才感到松了一口气。
因为有那么一些思考，我想这本书已经不仅仅是为联想而写的了。
关于行为研究的问题，我以为当前我们国家理论科学的研究和行为科学的研究与国际社会比是有很大
差距的，差距表现在我们对行为科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曾经认为，中国有很好的经济学家，但中国缺乏甚至没有很好的管理学家。
这样的现实离我们要跻身国际经济舞台的要求相距太远。
今天我依然保留这个看法。
我们在行为科学研究上的状态始终不能得到良好的改善，这是很令人担心的。
所以，我在本书里的思考基本上都围绕着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
这样做虽然可能有些拘泥，但我想也许会实用一些。
我要感谢我的恩师韩少华先生为本书作序。
在过去的10多年里，韩先生和其夫人冯玉英女士对我的爱护已远远超出一般的师生关系。
还有很多很多朋友。
我想我对他们最好的报答只有今后认真地生活。
本书写作完成不几日便是国庆节。
&ldquo;十&middot;一&rdquo;的那天晚上，天空下细雨，应儿子的请求，我开车带着一家人从长安街
的东头向西头驶去。
天安门广场依旧华灯齐放，人群涌动。
雨夜丝毫没有挡住这个古老都市节日的灿烂。
也就在那一刻，我再一次强烈地感到我们今天所背负的沉重以及搏击的希望。
1996年10月于北京西郊（再版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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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位影响中国企业十多年的学者；一本开创中国企业案例研究先河的著作；1997年中国企业管理最畅
销书；十年之后依旧有数十万读者的保留。
《联想为什么》是陈惠湘的第一本企业研究著作，也是他案例研究的开端；一本中国人写中国企业的
哈佛式案例分析力作。
什么是企业战略？
企业战略就是你要干什么行当，要干到多大，钱和人往哪儿投。
中国缺人才吗？
中国缺伯乐吗？
中国缺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机制吗？
人才的标准首先是信誉。
信誉不仅仅是品德，还有能力。
人才的训练和培养永远是&ldquo;赛马中识别好马&rdquo;。
小企业销售看得见的货物，大企业把看得见的货物和看不见的货物一同销售出去，正如同麦当劳既销
售汉堡包，也销售微笑。
脱离投入只谈产出是不合理的。
脱离产出只谈投入人也是不合理的。
离开责任就谈不上激励，离开激励也谈不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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