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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几何时，谈到管理，人们常会想到西方管理学，从法约尔、韦伯到泰罗，从梅奥、德鲁克到迈
克尔?波特。
现在，韦尔奇在企业界几乎无人不晓，似乎只有“洋人”的管理才有效，才管用。
　当国内企业家们正在津津乐道于西方MBA管理学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将“洋管理”神化而趋之若鹜
的时候，“洋人”们却在挖掘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藏，他们一个个捧起了《道德经》，并奉之
为管理圭臬。
　据报道，英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通过研究《道德经》焕发出新的活力，创出赢利激增200%的
不俗业绩，引起了英国多家主要媒体关注。
美国纽约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在研究工作方面成绩斐然，在谈及治所之道时，该所负责人陈煜耀博士指
着他办公室挂的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条幅解释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别人，又
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
”陈煜耀博士的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贝尔实验室的成功正是老子“无为而治”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
成功运用的一个鲜活实例。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日本企业界在世界商业市场的崛起，越来越多
的西方管理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道家，尤其是老子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原则。
美国管理学家约翰?海德就在他所著的《领导之道——新时代的领导战略》一书中，引用了不少《老子
》的警句箴言。
他十分推崇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在书中还从管理学的角度对这种思想作出了自己全新的诠释。
　但是，我国的企业有多少能从《道德经》中悟出管理的精髓与具体措施？
谁来弘扬我们自己传统的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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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经》是一部伟大的国学巨著，蕴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理念。
提出了“道”和“德”的思想，体现了深邃的管理哲学，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实施无为管理和人尽
其才的战略，促进人性和谐，提高个人修养，促使人发挥潜能和自主精神。
从而获得非凡的团队协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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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永森　先生高级经济师
    香港宝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香港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
    澳大利亚ASl砂岩矿山发展公司(上市公司)主席
    香港宝石商会名誉会长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金银珠宝业商会会长
    广东省政协委员
    钟永森先生，当代儒商，曾获”全球百佳中华儒商人物”、“中华十大才智人物“等荣誉。
他对中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热爱并熟稔中国传统文化。
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观与西方管理精髓结合起来，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企业管理
者具有指导意义。

    钟永森先生在大陆投资众多实业。
任多家企业的董事长。
他治理企业以人为本，厚德载物，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和深厚的管理经验。
他经营产业，能够把公益性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相结合，能把传统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把文化优势转化为效益优势。
钟永森先生被多个城市授予荣誉市民的殊荣，同时担任多家社会商团会长职务。

    钟永森先生曾主编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企业文化培训教程》三册，出版《服务：打造一个卓越的服
务型企业》等专著。
在企业界有很好的口碑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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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天道卷　“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与企业管理　“无为而治”可行性检验：汉初的实践  　无
为录：尊重规律，顺应天道，战略目标将水到渠成。
　“惟道是从”，无为管理以道为核心  　无为录：“无为”即“无违”，管理应遵循“道”的终极
法则。
　“无为而民自化”，打造“无管理”至上境界　  无为录：圣人垂拱，百姓安居乐业；企业无管理
，员工自激自励。
　“为无为”，管理需遵循“无围”制度　  无为录：无为管理不排斥制度，但排斥“有围”的制度
。
　“天大，地大，人亦大”，无为管理要以人为本　  无为录：人是“四大”之一，管理就是管人。
　“能无为乎”，勿入“无为”误区　  无为录：无为不等于放任自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王道
。
战略卷　“道法自然”，决胜企业家战略思维　“大器晚成”：迅速发展等于迅速破产　  无为录：
欲速则不达，成功需要积累。
　“反者，道之动”：反方向往往是突破口　  无为录：聪明人不走寻常路，企业家要有逆向思维。
　“贵其师”：企业要学会“拿来主义”　  无为录：创新就是“创造性的模仿”，借鉴前人才能超
越前人。
　“不以兵强天下”：共同把蛋糕做大　  无为录：竞争不必你死我活，共赢才是硬道理。
　“图难于其易”：化繁为简，提升效率　  无为录：事情也许很简单，人们却把它搞复杂了。
和谐卷　“奉天时”，和谐的工作氛围就是生产力　“冲气以为和”：“快乐大本营”首需管理者自
身心情引导　  无为录：给员工一份好心情，员工会还你一份好业绩。
　“为百谷王”：不可迷恋冰冷的上下级关系　  无为录：最好的领导如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
不可或缺。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别让员工因你的责备而如坐针毡　  无为录：责备乃不祥之器，赞扬则
要好得多。
　“容乃公”：对待员工要一碗水端平　  无为录：公平是规章的第一要义，领导者切不可有偏心。
　“知和日常”：团队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和谐　  无为录：和谐才能合作，它是团队的润滑剂。
放权卷　“太上，不知有之”，授权就像放风筝　“无之以为用”：事“不”躬亲不是能不能，而是
愿不愿　  无为录：事必躬亲是过时的领导方式，管理者要换一种眼光。
　“无绳约”：自我约束力是最好的管理制度　  无为录：自我约束比他人约束更为有效。
　“其贵言”：放位并放权，不要干预下属的工作　  无为录：信任下属，就要给他们权力。
    　“功成而弗居”：让下属成为英雄是你的荣耀　  无为录：让下属成为英雄，你就是英雄中的英雄
。
水德卷　“上善若水”，将“水”的智慧融入管理柔道卷　“柔之胜刚”，企业突围之路取舍卷　“
去彼取此”，在取舍中坚守方向危机卷　“防患于未然”，变管理危机为危机管理细节卷　“为大于
其细”，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变革卷　“物壮则老”，变革之路永不止步文化卷　“有生于无”，企
业不能缺少文化修身卷　“孔德之容”，管理者自我修身修心卷　“上德若谷”，企业家心灵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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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贵其师"：企业要学会“拿来主义”　创新就是“创造性的模仿”，借鉴前人才能超越前人。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道德经》第二十七章　不尊重他的老师，不珍惜他的借鉴，虽然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大迷惑
，这真是个精要深奥的道理。
这就是说，企业家要懂得以优秀者为师，向他人学习。
　标杆管理，是指企业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将同行业、同领域内的一家优秀企业作为标杆，向其学习
，寻找改进的突破口，树立学习和追赶的目标，通过资料收集、比较分析、跟踪学习、重新设计并付
诸实施等一系列规范化的程序来发展自己。
通俗地讲，标杆思维就是“拿来主义”，就是以他山之石，来改变自我之玉。
国内外很多大型企业已开始逐渐重视这种管理技术和思维模式。
　当年耐克学习锐步，如今耐克成为强者；百事可乐向可口可乐学习，如今两家可乐公司并肩垄断了
市场⋯⋯沃尔玛连锁百货公司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曾经说过：“其实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从别处学来
的。
”　如何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如何在竞争中提升自我竞争力？
显然，标杆管理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好方法。
向竞争对手学习，向强者学习，可以低成本而高效率地走向竞争前沿，缩小竞争差距，成为竞争的胜
利者。
当然，作为企业家和经理人，首先要进行自我创新突破，需要修炼标杆思维，不断地整合、共享各种
资源，以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三星集团的成长历程就是运用标杆思维的典型。
　2006年，三星公司的股票飞涨，每股高达699美元，公司市值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是日本著名的电
子巨头索尼公司的2倍多。
三星公司成为亚洲市场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这在韩国也是首次出现。
　作为全球消费电子领域的一匹黑马，三星公司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
公司刚刚建立时，生产的是仿造产品，而其中许多都是以日本著名电子企业的产品为基础的。
1970年，三星公司还在为日本的三洋公司打工，制造廉价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
到1978年，三星公司便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黑白电视机制造商。
1979年，它与另外一家日本电子设备制造公司——夏普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由此开始生产微波炉。
1986年，三星公司不但能够向日本出口产品，而且还将产品出口到欧洲和美国。
这时，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
1990年，三星公司凭借其开发的16MDRAM芯片，在世界半导体制造商中排名第13位。
　在进行了几年技术模仿后，三星公司意识到进步的唯一途径是从技术的跟随者上升为技术的领导者
，而这只有通过在所从事的每个领域内进行创新才可以做到。
于是，三星公司开始强调变革和创新。
总裁李健熙甚至亲自向日本、美国公司的工程师就一些技术细节问题虚心求教。
　经过30多年的积累，三星公司已经由丑小鸭变成名副其实的白天鹅。
现在的三星公司不仅是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而且还成就了“变革之王”的神话。
　三星公司起家靠的是什么？
就是不断地向强者学习，从而使自己成为强者。
三星公司通过模仿，将竞争对手的方法、经验内化为企业自身发展的资源，从而用最短的时间超越了
竞争对手。
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我们掌握的核心技术相对还比较少，我们的企业不得不给跨国公司
打工。
但是企业家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目的绝不是永远做一个追随者，我们以强者为标杆，是因为我们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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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强者！
成为别人的标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联想集团在发展初期才提出“贸工技”的发展道路。
以强者为标杆，是弱小者成功的普遍规律。
数一数二的企业毕竟是个别，对大多数企业而言，找到自己的标杆，就是为自身树立了榜样，从而为
企业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国内的知名网站当当网也是通过向别人学习而走向成功的。
　当当网上书店联合总裁俞渝毫不讳言对亚马逊这个世界最大、最知名的网上书店的模仿和学习。
她说：“对亚马逊的财务报表，我比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还要熟悉。
我会用当当的指标和它一一对比，最新的结果是，9项指标中我们只有库存周转率还不如它。
”俞渝将当当网比做是“学龄前儿童”，而“亚马逊”已经进入“青春期”。
她说：“中国古话说得好，‘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
当当不耻于当学生，因为有的学比没的学要好。
”　向强者学习，我们才能成为强者。
但是作为强者，也不能松懈，因为大企业有大企业的问题，尤其是官僚化问题，大企业也应该向小企
业学习，学习它们的高效率、它们的决策方式、它们如何适应市场。
　标杆思维启示我们，向强者学习，向成功者学习，可以大大降低我们学习的成本，使创新的过程少
走弯路。
以强者的经验为标杆，并将这种经验模仿迁移到自己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就会大大提升企业的效益。
　见贤思齐，才能继往开来。
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需要向别人学习，都需要“拿来主义”，借鉴别人的经验，学习别
人的长处，从而改善自我绩效，实现自我超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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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德经与无为管理》是中国第一部用诗化语言撰写的哲学巨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管理
思想与日俱新　上善若水，将水的智慧融入管理　柔之胜刚，企业反向的突围之路　为大于其细，向
精细化管理要效益　特壮刚老，变革之路永不止步　有生于无，企业不能缺少文化　上德若谷，企业
家之心灵修炼　道法自然，决胜企业家战略思维；去彼取此，在取舍之中坚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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