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因此，如果你的行销活动是要吸引

大家上电影院，则锁定职 业妇女会比

家庭主妇成效更大。

（摘自《 世界经理人文摘》）

财富文摘

企业家精神和特质

杨 壮

在企业 家身上，我们通常可以 看

到一些不同寻常的特质和精神，与众不

同的行 为、性 格 和举止。正 是这种独

特的精神和特质成就了一批批的企业

家，为社会创造着财富。

企业家是梦想家。古今中外的企业

家对人生都充满 了梦想，他 们从 不 满

足 现状，对周围发 生的一切有永无 止

境的好奇心，有征 服世界、超越他人、

创造个人王朝的强烈欲 望。美国电脑

大王戴尔在他 15 岁生日时，好 奇心让

他 把父母送的一台计算机从 里到外彻

底拆散，认 真研 究机 器的内部结构。

戴尔不久便在大学成立了自己的计算

机公 司，通过不断更新机 器的零部件

为顾 客提供增值 服务。20 多年后的今

天，戴尔公 司已经是世界第一 大家用

计算机公 司。

企业家是冒险家。凯 恩斯 认 为企

业 家具有动物的本能，对商机和市场

利润有着超人的敏 感。在企业 家的眼

中，四 处都是金矿，危机中充满 商机。

回 顾 美国历史，从 1492 年哥伦布发现

美洲大陆到美国内战结束，一批又一批

的移民 从 欧 亚 大陆移民 美国，开拓冒

险，寻求商机。而 美国的历史也是企业

家不断冒险、不断创新的历史，产生了

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巨人财团。上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 来的中国也变

成了企业家冒险 和创业的乐园，为那些

敢于突破制度限制、思 想行 为 不受约

束、对商机有超度敏 感的企业 家提供

了发财致富的机遇，并在中国社会制造

了大批的富豪。

企业家是偏执狂。企业 家 不但 充

满梦想和欲 望，他 们更具有一种为实

现梦想、满足 欲 望而拼命奋斗的执著

精神和内在推动力，不但对自己的事业

充满自信，而且不轻易受外界影响。一

位在美国工 作了 40 多年的创投教授把

企业 家的这种执著精神比作激 光的光

头 ：光头的力 量很 强就 是因为所有的

光线都 集中在那一点上。日本本田 汽

车公 司创始人本田 宗一郎就是这样一

个相当执 著的神奇人物。本田 在创业

过程中勇于挑战传统，性格自由奔放，

思想充满 活力，坚持原创，拒 绝模仿，

创造了本田的引擎技 术，形成今天本田

的核心竞争力。在公 司用人十分强调学

历的日本社会，本田 强烈主张“学历 不

如 能力，经历不代表实力”的理念。本

田 对员工 和创新的执著形成了本田 独

特的公 司文化 和企业风格。

企业家是创新者。熊彼特认 为企

业 家的天职是创新，企业 家不 仅 会引

进新的产品 ，更会开辟新的市场，为人

类造福。苹果创业的经验实际上就 是

总裁乔布斯不断创新的历 史。乔布斯

本人性 格 孤僻，脾气暴躁，但在他的

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常人所缺乏的创新

意识 和创新理念，十几 年来通过不间

断的产品 创新为公 司带来巨 大价值，并

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组织管理危机。苹

果 M ac电脑在世界市场环 境变化 之 后

更换机 芯，第一次允许微软的界面在

其机 器上运行，为公 司带来了新的商

机和顾 客群体。当人们已 经熟悉索尼

公 司发明的随身听之 后，苹果公 司在

几 年前推出了风靡世界的 iP od 产品 ，

而且 为顾 客提供 了 巨 大 方便，让 大家

从 网站上下载自己喜欢的音乐，彻底颠

覆了传统的激 光唱片业，并摧毁了日本

索尼随身听的市场前景。

（摘自《 商务周刊》）

财富文摘

你为什么富不起来

C razy C hen G uang

不屑于做小事

他 们往 往 放 不 下 架子，不能从小

事、从 最基层工 作做 起，总认 为自己

是干大事的料，期望一步登天，不知凡

事都需要日积 月累。还 有一些人总是

抱怨周围环 境不利于自己发展和成功，

诸如 区域太小、老板 不好、老婆不能

干、朋友不帮忙，从 来没有想过其实

最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不屑于做小事。

所谓“一屋不扫，何以 扫天下！”

害怕承担风险

投 资，投 错 了怎 么 办？找 合 作 伙

伴，找错了人怎么办？辞职下海，没有

医 疗保 险 和退休 养老金怎么办？思前

想后，还是待在原岗位 最为保 险。下

岗职工 可以 洒脱地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是 因 为 别 无 退路。当 然，是否自主创

业，这也跟各人的实际能力和性 格 有

关系。有些人疑心太重，事必躬亲，除

了自己谁都 不信任，自己害怕承担风

险，又 缺乏与别人合作、共同承担 风

险的勇气和能力，也就失去了进一步拓

展市场并能争取事半功倍的机会。事

实上他 们忽视了经营活动中不 可或缺

的 重要 一环——社会人际 关 系网络。

寻找合 适的合作伙伴，不 仅可以 为自

己分担风险，而且可以 取 得 1+1> 2 的

效果。

抵触新的理念

这些人喜欢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

境中，见熟悉的人，说 熟悉的话，按部

就 班，做 生意最好 一帆 风顺，永不 转

向。但是社会在发展进步，顾客的消费

理念变化 了，不能固守老的经营理念。

还有一些人自我束缚，心有牢笼，这个

不能干，那个怕不行，实际上限制了自

己的潜能，殊不知自己有可能在新的

领域做 出更大的事业，取得更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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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缺乏开创精神

这些人往 往 工 作态度好、兢兢 业

业，但 过于循规蹈 矩、单线思维，适合

在别人的指挥棒下干活，缺 少勇 于创

新的精神和举一反 三 的能 力，只 能挣

些辛苦的小钱，发不 了财、致不 了富。

还有些人 并不缺乏闯劲 和干劲，但是

总也找不对合适的领域和位 置充分发

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营业绩平平。经

营者不仅要有开创精神，还要“开对门、

创对业”，就是说 要好 好分析自己的实

际 情况，从 而科学选择适合自己创业

的领域。

败在纸上谈兵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今社会，人

们对于知 识转化 为生产力、转化 为价

值 和效益的作用是越 来越重视 了。其

实，将科学文化 知 识 和社会 关系网络

资源转化 成价值，是每个经营者应该

仔 细考虑的课 题。因 为在经营这个领

域，没有什么“放之 四 海而皆准”的公

式可以信手拈来。但是有些人就是自诩

满腹经纶，未经任何社会实践和磨练，

却常常纸上谈兵、自鸣得意，理论著说

一大堆，但是一旦 真的用于实际，依葫

芦画瓢，却发现根本不是书本上学的那

么回 事。

（摘自新浪网财经）

财富文摘

企业管理有哪些
值得玩味的数学游戏

廖 晓

数学假设与企业管理

管理科学是一种数学假设。不同

的假设有不同的结论。比如 传 统 的公

司治理 定 义是以 产权 不变为假设前提

的，这是静 态治理研 究的前提假 设。

它还假设 所有权 和经营权 分离。这在

美国是一种常态，在中国却不是如 此，

如 果套用西方流行的公 司治理理论往

往将导致适用性问题。这是中国 大多

数公 司治理专家所忽视的问题。

经验派与理论派的对决逻辑

在 当今的中国企业管理界，经验

派与理论 派争论的背后是数学逻辑问

题，是归纳 法和演绎法的不同表现形

式。经验主义 是通过一个个企业管理

的实践经验 来提 炼理论的，很 多时候

往 往 是理论总结，甚至接近一般规律

性，这其实就是 归纳的运 用。演绎往

往 是从一般 规 律到个体，而前提是一

般规律的存在，这种存在是通过实践

反 复总结并不断得到验证的。学院派

和理论 派的工 作，只 有是否适用的问

题，不 存在对错问题。比如 西方强调

赢在执行，这是符合西方企业实际的，

因 为他 们对战略的把握相当娴熟。而

中国不然，中国企业管理问题往 往 是

战略问题 或公 司治理问题而不是执行

问题。同样的是，西方的公 司治理与中

国的公 司治理都强调制度，也就是游

戏规 则，但是中国的制度更多的是非正

式制度，也就是所谓的潜规 则起作用。

极限与企业基业长青的神话

战 略 管 理 是 一 系 列 战 略 活

动 的 管 理。假 设 企 业 运 营 管 理 和

制 度 环 境 不 变，那 么 企 业 的 绩 效

也 就 是 利 润 由 战 略 决 定： 那 么

Y =A 0 +X 1+X 2+ X 3 + …… +X I。X I

就 是 第 I次战略 业务活 动。企业 不是

一次 两 次战略决 定的，而是 N 次决 定

的。这是一个极 限值。理论 上讲只 要

Y > A 0 企业将继 续 生存，实际上几 乎

没有企业可以 做 到这点，所以 企业 基

业长青只 是理想状 态，是一个极限值，

永远都难以 达到。

概率与营销管理

最明显的数学概 率运用是保 险推

广，它假设推广业绩遵循 大数法则，也

就 是说 只 要你推广一百 次，总会一次

成功。同样，我们做 广告、网站和电话

推广，也是遵循 大数法则的。其前提 就

是市场存在某种需求。

边际概念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核心 竞争力一直被理论界视 为企

业发展的秘诀，是长生 不老药。但是

边际理论却认 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企业的竞争力是客户感受价值与相对

价格之比。在相对价格相同情况下，客

户感受的价值或效 用是企业竞争力获

得的关键。但是根据 边际效 用递减规

律，即使 企业偶 尔能在满足 客户效 用

和价值 方面占优，但是 边际 效用递减

规律会导致你的企业竞争优 势变得不

重要，需要新的能 力来满足 客户新的

偏好，所以 核心竞争能力是阶段性的、

暂时性的而绝非永恒 不 变的。比如 戴

尔公 司现在就在改 变赖以 成名的直销

模式，采取直销和代理结合模式。

权重与企业评价

无论是对供应商评价、对赊销客

户的信用评估、对收 购 兼并目标企业

的评估，还是股市对企业投资价值的

评估，其原理都是假设企业是 定性 和

定量变量所决 定的。定性指标可以 用

企业 家水平、行业吸引力、企业竞争水

平，生产、质量、研发水平等指标，外

加 财务数据 等定量指标加 以 判断，给

与一定的权 重，然后在此 基础上对企

业进行打分，通过调研 和访谈等手段

对企业进行评估。

变量与企业环境

企业管理理论往往会将一部分变

量视 为外生 变量或常量，而将影响企

业 绩效的内部变量视 为内生变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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