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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盛和夫是日本迄今仍在世的经营大师，

作为两大世界级企业（京瓷和KDDI）创办者，

他有着自己独到的经营哲学，并在50年的时间

内亲身实践。其广为人知的经营管理手法被称

为“阿米巴式经营法”。在日本四大“经营之

圣”（另三位分别是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

助、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本田公司的

创始人本田宗一郎）中，他是年龄最小而被尊

为“圣”的。

重要经历
1959 年，在京都设立“京都陶瓷”公司

（现为“京瓷”），起初员工仅有 8人。10年

后，公司在日本的股票市场上市交易。公司依

靠着在新型陶瓷材料领域的先进技术，逐渐成

长为全球大公司。

1984年，稻盛和夫设立电信公司“第二电

电（英文缩写为DDI，是日本大电信公司KDDI

的前身之一）。

1984年，设立财团法人稻盛财团，并创设

了京都奖。此外，也创立了以培养年轻一代经

营人士为宗旨的“盛和塾”。其广为人知的经营

管理手法被称为“阿米巴式经营法”。

1997年退休后，稻盛在京都某寺院出家修

行。

2005年，担任立命馆小学校儿童顾问委员。

2010年，日本航空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

产保护，在民主党鸠山政府的三顾茅庐下，稻

盛和夫以78岁的高龄出任日航的CEO，重整问

题重重的日航。

每个人对自己的事业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
不满。要么抱怨自己的公司没有高大上的前沿技
术，要么羡慕那些独角兽成了资本的宠儿。抱怨
的又何止员工，很多企业家都在抱怨。

然而，在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看来，根本
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好生意」和「好工作」，能
把稀松平常之事变为事业者便是事业家。

阅读本文，看看稻盛老先生怎么说。
（本人摘自《企业成长战略》一书）

稻盛和夫：
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好生意和好工作
稻盛和夫

何谓事业家？
能把看起来人人会做的简单事情变成事业的

人，便是事业家。
这听起来似乎像禅学一般玄乎，但其道理的

确真实不虚。事业并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丰功伟
绩，许多企业家在白手起家时，做的都是毫不起
眼、稀松平常的生意。

如今，"新兴企业"这个词被广泛使用，面对
日新月异的行业和层出不穷的投资，不少人可能
会想：

如今不少新兴企业可谓占尽风头，它们要么
拥有优秀的技术，要么拥有特征鲜明的业务，成
了投资界的宠儿。

与之相比，我的公司在技术和业务层面都不
出彩，究竟该如何生存呢？

的确，假如在创业之初便具备人无我有的技
术，开拓前无古人的领域，那自然能够获得非常
大的优势。但在我看来，与这样的成功者相比，
那些在稀松平常的普通行业创业成功的人更值得
尊敬，也更具有榜样作用。

有的经营者是白手起家，有的则是子承父
业。但纵观如今的中小家族企业，将近一半的年
轻人似乎都不愿意接班。有的行业和生意在我这
代人看来颇有前景，但在年轻人眼中并非如此。
因此不少年轻人不愿继承企业，宁愿大学毕业后
在大公司当个白领。

但有时造化弄人，比如父亲年老体衰，病情
日益严重，于是他们只得听从召唤，在将近40岁
时辞去工作，子承父业，成了家族企业的接班
人。在我接触的人中，有不少属于这种情况。

像这样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接班人，由于对
自己公司的生意并不看好，因此不会对自己的企
业和事业产生自豪感，于是导致公司业绩低迷。

要想让继承来的企业发展壮大，首先要转变
消极的心态，要打心底认为“这样的事业太棒
了”“父亲交给我的生意太棒了”“我对这份事业
感到骄傲”。换言之，唯有心境转变，企业才会转
变。

事业之路并非铺满红毯的华丽天桥，而是始
于足下的崎岖路途。

许多令人羡慕的事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
于平凡事业的不断积累。总之，所谓事业家，就
是能把看起来人人会做的简单事情变成事业的人。

将稀松平常之事变为事业者
便是事业家

当务之急是提升盈利能力

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好生意”和“好工
作”，每个人对自己的事业都存在不满，企业家
亦是如此。

不少企业家都认为自己的生意稀松平常、难
有起色，但事实并非如此。

常言道“事在人为”，只要找对方法，看似
稀松平常的业务照样能够创造可观的利润。这其
中，人的因素是关键。

在我看来，10%左右的税前利润率是底线，
假如达不到这个水平，那么就算不上生意。

一些企业的税前利润率之所以低于10%，是
因为企业家自己缺乏信心。如果一心念想“无论
如何都要实现10%的税前利润率”，则势必能够
实现愿望。

请各位想一想，尤其是实体制造业，大家起
早贪黑地拼命努力，倘若连10%的税前利润率都
没有，那还能有奋斗热情吗？

所以说，企业家的当务之急是提升盈利能
力，只有打好高收益的基础，让公司成长为骨干
企业，才能谋求深度的多元化发展。

鉴于此，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务必努力奋斗，
首先把自己的公司发展为骨干企业。但就像我刚
才说的，这就如同攀登山峰一般，既路途艰险，
又危机四伏。

此外，企业家还不应该一味地抱怨“没技
术”“没资金”“没人才”等客观条件的局限。

纵观我提到的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是
门外汉，且都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艰苦条件
下起家的；但他们毫不抱怨，而是坚信“天无绝
人之路”，从而积极开朗地面对困难。

由此可见，其实人人都有获得成功的资质，
关键在于心念与心态。

所以说，企业家首先要提升公司的盈利水
平，在实现高收益的基础上实行多元化发展，从
而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受人尊敬的优秀企业。

企业家的人格
必须伴随企业的成长而成长

要注意的是，一旦企业取得成功，骄傲自满
的心念便会抬头，一些企业家甚至会变得自以为
是。

不管企业发展得多大多好，企业家都万万不
可抛弃谦虚的美德。

到了这个阶段，导致企业倒闭的首要风险已
经不再是多元化发展，而是企业家自身的傲慢情
绪。

正因为如此，我时常强调“一旦企业发展到
了一定的规模，企业家就必须提升自己的修为”。

具体来说，即不要把满足私欲作为经营企业
的目的，应该把“为社会、为世人做贡献”视为
自己的终极关怀。换言之，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
人生观，抛弃“小我”，立志“为社会、为世人
尽力”。

企业的发展之路犹如攀登险峻山峰，而攀登
过程便是企业的成长过程；与此同时，企业家的
人格也必须随之成长，并重塑自己的人生观。

假如企业家无法将自身心性提升至较高的层
次并拥有优秀的人生观，那么其经营的公司势必
无法达到大企业的档次。

所以说，人越是成功，就越要提高修为。
我一直强调“提高心性，拓展经营”，企业

家如果想让自己的公司发展成长，就必须高度重
视自我修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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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一套系统讲述“日本经营之圣”

稻盛和夫经营理念的书

“稻盛和夫经营实录”系列从20世纪70年

代开始，跨越了40余年，包括《赌在技术开发

上》《利他的经营哲学》《企业成长战略》《卓

越企业的经营手法》《领导者应有的姿态》《企

业经营的真谛》共6本书，涉及经营和人生的

方方面面，内容非常丰富。稻盛从技术开发、

成长战略、领导力、经营手段、经营本质、经

营哲学等全方位、立体而又系统的阐述了稻盛

先生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和经营方案的书。

2、马云、任正非、张瑞敏、孙正义欣赏

和推荐的企业家

马云、任正非、张瑞敏，都把稻盛和夫请

到企业，与其请教、切磋。张瑞敏说:“我们

如果早一天认识您,海尔会发展得更快。”日本

首富孙正义做了稻盛和夫5年的塾生。孙正义

说：“没有稻盛先生的教导，就没有我孙正义

的今天”。

3、一套价值千亿的经营大书。

稻盛建立2家世界500强企业、成功拯救

日航，他所有做研发、带队伍、当领导的方法

和秘诀都在这6本书里。

4、与全世界企业家共享、共有的经营哲学

稻盛的经营方法不仅适合于日本企业，也

同样受美国等西方企业欢迎，特别时金融危机

爆发以后，稻盛的利他哲学赢得了来自东西方

企业家的赞誉。稻盛的经营哲学超越了地域、

时空的限制，他的利他哲学、追求高收益同样

值得中国企业家和经营者好好学习。

!"#$%&'(()*+*)(,(,!"#$
%&'()*+,-./0123!4567
8!*9:;!<=>=?@A8B6CDEF!
GHIJKLM6:NONPQRM6STUV
WX$%M!YZ[\]^_`"[ab=c
de?f:gh*ijk!lmnopq[rs
123&'t"N?
-./012345678

!"#$%&'()*++,-./)012
3"456789#$:;<=>?@#$2A"/
)BCDEFGH2I"JKLM<NOPQRS

6TUV
!"#$%&'()*+#,--./01

23456789:
;<=>?)@AB
CDEFFGHIJ
KL9MNOPPQ9

9:;<=>?@ABCDDE/F
GHIJKLMNOPQRS

!"#$
HITUVWXYLZ[\]^L_`"aLbcdcLefg((hi

!

"#$%&'()**+,-,+*.*.

%&'()*+,-./012
jklXLjm_no

WXYZ[\]^_`abcdef9gh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