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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创始人乔治&middot;默克说过：&ldquo;赚取丰厚的利润只是圆满地完成使命的
附带结果，或者是一个过程。
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就绝对不会没有利润；我们记得越清楚，利润就越大。
&rdquo;　　很多企业经营者都错误地认为赚取了利润就意味着所谓的成功，却忽视了掌控赚取利润的
过程决定着你成功的长久，毕竟一时的利润回报只能带来短暂的成功，而我们所追求的则是成功的延
续，是基业长青。
　　正如李&middot;艾克卡所说：&ldquo;赚钱不是一件容易事，把钱花出去却再容易不过了。
&rdquo;经理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激烈竞争中，在危机束缚中，在经济环境变化调整中，企业的成本
消耗很大，获取的利润却越发微乎其微，企业甚至听到了零利润率、负利润率的丧钟。
　　其实，聪明的企业家早就从多年来的生存考验中寻找到了解决这一不利局面的唯一方法：节约。
事实上，像沃尔玛、丰田、日立这些久经沙场的知名企业都是靠着节约保持着优势地位。
沃尔玛创始人山姆&middot;沃尔顿曾经感慨良多地说道：&ldquo;我甚至告诉我的员工，在生产的时候
不要浪费一分钱，如果我们浪费了一分钱，就等于我们从顾客的口袋里多拿出一分钱；如果我们在顾
客的口袋里多拿出一分钱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的市场。
而如果我们能把这一分钱节省下来，那么我们的产品就会在市场中多一份竞争力。
&rdquo;　　的确，节约就是经营者守住那条&ldquo;利润&rdquo;战壕的武器，更是经营者们避免失败
的救命稻草，抓住了它，你就抓住了希望，抓住了它，你就抓住了企业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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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曾经感慨良多地说道：“我甚至告诉我的员工，在生产的时候不要浪费一
分钱，如果我们浪费了一分钱，就等于我们从顾客的口袋里多拿出一分钱；如果我们在顾客的口袋里
多拿出一分钱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的市场。
而如果我们能把这一分钱节省下来，那么我们的产品就会在市场中多一份竞争力。
”    细节决定成败，而节约上的微观细节决定着企业的宏观利润。
可以说，节约的每一个细节就是总经理降低成本、获取利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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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放手做：把节约升华到战略屡而　　素有美国企业管理之神的杰克&middot;韦尔奇就曾这样说
过：&ldquo;商业的成功并不是浮夸设想得来的，而是在变化发生时能够迅速做出正确反应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策略必须有灵活性和预见性。
&rdquo;这句话充分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企业的发展战略必须要有灵活性和预见性，必须在适当的
时候根据企业利益做出客观调整。
　　节约作为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由于其为企业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
奉为一项企业的核心战略之一，并通过合理的战略规划，将这项战略目标渗透到企业的每一项工作中
。
　　毕竟，总经理不是一部机器，能天天盯住一张纸的两面，水龙头是否关紧等细小的问题不放，而
总经理又是一个企业的掌门人，如若不紧盯节约工作不放的话，势必在节约管理方面产生疏漏，造成
浪费滋生。
　　这就要求总经理拓宽思路，尝试进行节约战略管理。
在企业战略谋划中，将节约工作分解落实，长效管理，这样就能取得实质效果。
　　那么，总经理该如何进行节约战略管理呢？
　　①节约战略是以企业未来发展为基点，为寻求和维持持久竞争优势而做出的全局性、长期性、前
瞻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筹划和谋略，节约战略是企业的定位选择，解决了战略问题，也就解决了&ldquo;
节约是什么？
&rdquo;、&ldquo;在哪里节约？
&rdquo;、&ldquo;怎么去节约？
&rdquo;等具体发展问题。
　　②从业务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要从机会思考向战略思考转变，不能再迷恋和期待一次机会的得失，而应注重长远发展的成功。
　　③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行业环境和发展趋势，看看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是限制性产业还是
非限制性产业，是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还是寡头垄断。
从而设身处地的制订可行的节约方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④找出自己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环境变化的威胁与不确定性中发现并抓住成功的机
会。
这就要求，企业先别人之所想，在企业的各个关节中率先进行节约管理，采用新方法、新制度，确
保&ldquo;节约有效&rdquo;。
　　⑤一经确定不能朝令夕改，但必须注意节约战略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防止战略捆住自己的手脚，
扼杀企业的应变活力。
　　⑥长计划，短实施。
在充分考虑打造节约型企业的必备条件和预期时间后，就立刻着手实施，做到长远计划，短时间内实
施，充分保障企业战略的客观性和时效性。
　　13.拼细节：微利时代公司立足的最大优势　　公司的成功与否，固然有战略决策方面的原因，但
更在于决策后面的小事情是否做得足够好，是否能把这些决策真正细化、推行下去。
国内很多公司都热衷于做大事情、规划大战略、挥写大手笔，很宏观，但战略做了一大堆，后来呢？
没有人耐心地去细化、去落实，大战略也就不了了之。
　　纵观国内的强势公司，都是在细节的比拼上下过很大工夫的。
公司仅靠战略就能挣大钱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正是不注意细节的大企业病拖垮了许多大公司，诸如
企业资源浪费巨大而熟视无睹，人浮于事相互推诿，对市场信息不敏感，内部各部门之间沟通存在障
碍，员工创新动力不足等，每一个问题都会在细节上找到其理由。
　　产品和服务微小的细节差异有时会放大到整个市场上变成巨大的占有率差别。
一个公司在产品或服务上有某种细节上的改进，也许只给用户增加了1％的方便，然而在市场占有的
比例上，这1％的细节会引出几倍的市场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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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当用户对两个产品做比较之时，相同的功能都被抵消了，对决策起作用的就是那1％的
细节。
对于用户的购买选择来讲，是1％的细节优势决定那100％的购买行为。
这样，微小的细节差距往往是市场占有率的决定因素。
日本SONY与JVC在进行录像带标准大战时，双方技术不相上下，SONY推出的录像机还要早些；两者
的差别仅仅是JVC一盘录像带是2小时，SONY一盘录像带是1小时，其影响是看一部电影经常需要换一
次带。
仅此小小的不便就导致SONY的录像带全部被淘汰。
　　微软公司为什么要投入几十亿美元来改进开发每一个新版本？
公司就是要确保多方面细节上的优势，不给竞争者以可乘之机。
只要能保证产品在一比一的竞争中能够获胜，那么整个市场绝对优势就形成了，因而对于细节的改进
是非常合算的。
　　这是一个细节制胜的时代。
国际名牌POLO皮包凭着&ldquo;一英寸之间一定缝满八针&rdquo;的细致规格，20多年立于不败之地；
德国西门子2118手机靠着附加一个小小的F4彩壳而使自己也像F4一样成了万人迷&hellip;&hellip;而在类
似的以细节取胜的经营之法也逐渐地涌入我们的视野，例如：饭馆在餐厅里准备了若干&ldquo;baby
椅&rdquo;，专供儿童使用；客人吃完螃蟹后滚烫的姜茶便端送到手；商场在晚上关门前会放送诸如《
回家》之类的音乐，让客人在萨克斯的情调中把轻松带回家&hellip;&hellip;　　每一个细节都是微利时
代下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节约也要注重细节，否则浪费就会像一张无形的网，使企业无法脱身。
　　14.切忌：企业节约不可半途而废　　企业节约是一种长期的战略过程，应一直贯穿于企业整个发
展阶段，切不可半途而废，否则节约就变成了浪费，不但收获不了利润，反而使企业走上浪费的老路
。
　　人的一生，不可能什么都能得到。
有时，你只能选择一个目标，只要你把选择的这一个目标干好做好，就是最大的收获。
当你什么都想得到的时候，结果往往是什么也得不到，节约工作也正如此。
　　为了惩罚一个违法了戒律的教徒，主教列出了三个处罚的方式让他自己选择：第一种是罚款100元
，第二种是吊在树上两个时辰，第三种是吃50个辣椒。
　　那个人想，还是吃辣椒划算，既不破财，也不痛苦，于是他选择了第三种。
他拿起辣椒吃起来，刚吃了几个感觉还可以，当他吃到第20个时，他感觉到嘴里火辣辣的痛，心里像
烧着一团火，他难受极了。
他又勉强吃了几个，但实在坚持不下来了，他流着泪说：&ldquo;我再也不吃这要命的辣椒了，我宁愿
被吊起来。
&rdquo;　　他又被一条结实的绳子吊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感觉头晕目眩，浑身像是被砍了下来一
样，绳子勒进了肉里，痛得大声Ⅱ叶起来，他再也不想为了100元钱而受这个罪了，他高声地叫道
：&ldquo;快放我下来，我要选择第一种方式，我情愿被罚100元钱。
&rdquo;　　他转了一圈，折磨也受了，最后，依然没有逃脱罚款的方式。
如果他一开始就能想到，选择第一种方式，就不必再去尝试另外的痛苦，也不会受两种罪了。
最后他还是乖乖地回到第一种方式来。
　　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认真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切不可半途而废。
即使工作再多再忙，仍然需要一件件认真地完成，将目标缩减为一，完成一个再处理下一个，循序渐
进，只有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一件事情，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企业在厉行节约时肯定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任何困难都有解决的办法。
要知道，当你解决完节约道路上的每一个坎时，你就会多收获一份长期的&ldquo;利润合同&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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