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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现在正是最大的危机    我进入铃木公司已经50年，担任社长、董事长也有30年了。
就任社长的1978年（昭和53年）铃木的集团销售额是3232亿日元，现在超过了3兆亿日元，增长了差不
多10倍。
再来看看事业疆土，过去以国内市场为中心，向国外出口摩托车，现在铃木的触角已经伸入了印度、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各地，在匈牙利也设置了摩托车、汽车生产基地。
从销售额的构成来看，国内市场的占23%国外市场的占到77%。
并不是说铃木成为了国际化大集团，这一点一点的成绩都是用每一滴汗水，在建设工厂、建立销售网
络、市场开发的过程中凝结而成的。
    回头看看，28年前的1981年，世界能源危机背景下，小排量汽车的开发得到广泛关注，美国通用汽
车公司（GM）提出与铃木合作共同开发的合作请求。
那一年我成为社长刚刚3年。
但是决意合作的记者发布会，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很多记者问我“你不担心铃木被GM吞并吗”。
确实如此，企业规模的悬殊实在太大了。
这场合作就是世界上排名第一名的汽车企业跟日本倒数第一名企业之间的合作。
人们都在议论，这场合作会不会成为铃木的死亡之旅。
    对这些疑问，我是这么回答的。
    “GM是大鲸鱼不假。
铃木确实比将科小鱼还小的小蚊子。
将科小鱼可能会被鲸鱼吃掉，小蚊子却不会，一旦遇见险情，小蚊子就扇扇翅膀飞走了”。
    难道是一语成憿。
    在资本、业务上拥有20年合作情谊的GM却在今年陷入了资金的泥淖。
2008年11月，铃木接受GM的请求，收购回了GM所持有的铃木股份。
    这样的事情真是任谁也无法预料。
被称为“世界的GM”的大企业，却以20年、30年为单位，陷入了经营危机。
美国汽车量产大约有1个世纪的时间。
20世纪也被称为“汽车的时机”。
谁想进入21世纪还没到10个年头，就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下面还会发生什么谁也无从知晓。
这世间的变化和企业的荣枯盛衰是谁也不能预料的。
陶醉于“现在的业绩不错，可以放宽心了”、“市场占有率很高嘛”等现状不思进取的话，不管多大
的企业都得迎接衰亡的命运。
危机每隔25年来访        关于企业经营，我一直相信一点。
企业一时的好景气，不意味着时时顺风顺水。
每隔一定时间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危机，不能克服就意味着波止人亡，只有不断克服才能增强实力。
这个时间的间隔大约25年。
1/4世纪。
危机来临，企业风雨飘摇之时，也是磨练真功的时刻。
    我之所以这么肯定，是与铃木得法真理是息息相关的。
铃木公司就是每隔25年就会有危机造访。
最早的危机出现在1950年，战争刚刚结束。
我那时还是学生，还与铃木没有任何关系。
那时国内发生了一起最大级别的劳动纷争。
公司几乎面临破产边缘。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25年后的1975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是中小企业掌门人>>

那时我还不是公司的全盘领导者，作为专务只担当一部分的业务。
    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了汽车的销售，这是好事。
反过来，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推行了排气规则的改革。
    于是每个汽车厂家都投入技术力量，研制开发适应新排气规则的发动机。
铃木在新发动机的开发中失败了。
最悲惨的是，这个失败是在身为公关宣传的我，已经发布了“新发动机开发成功”的消息之后印证的
。
    我简直无地自容，满脸羞愧。
光是这样还不算。
问题的根本还是没能解决。
新规则是不会为铃木留出时间的。
等到新规则上台，如果没有研制出适用的发动机，铃木将面临无法生产的命运。
等待我们的，将是卖掉工厂，甚至破产。
    穷途末路之时，丰田汽车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新规则是关系到汽车行业全体的大事，我只帮助你们这一次。
赶紧开发出适用的发动机，独立起来吧”。
就这样，将他们的发动机技术分给了我们。
那一刻我终生难忘。
同时下定决心，决不再为其他公司增添麻烦，也决不能再接受别人的无私援助。
杉木易断，青竹难折    现在，我经常对身边的人说，“铃木就要迎接第三次危机了”。
“根据过去的经验，第二次危机过去25年后（2000年），第三次危机也将到来”。
虽然迟了几年，但终究还是来了。
    如前所述，过去30年间，铃木的销售额增长了10倍。
最初的增长是缓慢的，从刚当上社长时，销售额3232亿日元到1兆日元，用了12年，下面从1兆日元增
长到2兆日元也用了差不多12个年头。
以平均年增长600亿-800亿的规模上升。
但是从2兆日元-3兆日元，却只用了4年时间。
2002年销售额是2兆日元，2006年就突破3兆日元了。
年平均涨幅为2500亿日元。
    在我来看，这就是超过了自身能力的增长。
铃木并不是在公司的规模扩大以后再增强内部实力的。
公司内部的实力还没有十分健全的情况下，公司一下子扩大了销售规模，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我出身与飞弹山中叫做“下吕”的温泉小村。
山上下雪时，常常可以听到杉木折断的声音。
杉木的生长太快了，内在还没有长实，禁不住大雪的重压，所以容易折断。
但是拥有竹节的竹子却不易折断。
依然挺立在雪中，这就是由于每个竹节为竹身提供了有力支撑的原因。
    企业也是这个道理。
每年增长数百亿日元的情况下，竹节就能够长实，可以经受严酷条件的考验。
但是如果增长过快，节与节之间没能成长完全的话，竹子也会折的。
临逆境，斗志昂扬    最大的问题是，人才不足。
    我们公司，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劲地向前奔跑。
就是这么一个公司。
滨松的人都是农民，对我言听计从，“挺修君的话没错，跟着修君前进！
”，于是气喘吁吁地紧跟在我身后。
我领头跑，不时回头看看，“噢，全都跟上来了，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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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经营方式，大家跟着我能顺利跑到今天真不容易啊。
    还是需要尽早培育具有独立性的人才的。
一个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到能够独当一面需要12-15年的时间。
销售额达到1兆日元的时候，如果能为了下一步公司的发展培养一批员工的话，那现在他们正好是公
司的顶梁柱。
但那个时候，我这真没想到公司能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总是想着现有的阵容应该足够应付。
所以我现在也经常在反省，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所不够深谋远虑之处。
    形势变化之快，难以言表。
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引发了金融海啸。
我提笔写这本书的时候，这场危机已经席卷全世界，甚至影响到实体经济。
景气的回复有说需要3年，还有说需要5年。
铃木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只有采取减产以应对。
    问题是，这次危机光顾的时候，经历过前次危机的社员基本都不在了。
现在的高级管理人员，当时还是新人。
那之后，经营一路顺风顺水，业绩直线上扬，从来没有下降过。
他们还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减产”。
可以想象他们内心的慌张。
    对策上比如说，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对下面的采购公司强调削减成本的必要性。
减少生产。
齐心协力，努力节省成本。
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更换材料，降低不合格率。
不着急的设备投资就中止，取消没有意义的加班，停止彩色打印。
总之必须把节省成本的精神在整个公司彻底贯彻执行。
    危机总是潜伏在企业内的。
而这样的时候也往往是成长的机遇。
临逆境，则斗志昂扬。
以我丰富的失败经验和全公司员工一心与危机对抗的搏击精神，一定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2009年2月                                                                      铃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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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铃木汽车的领导者铃木修的自传。
在书中他讲述道：“我进入铃木公司已经50年，担任社长、董事长也有30年了。
就任社长的1978年铃木的集团销售额是3232亿日元，现在超过了3兆亿日元，增长了差不多10倍。
再来看看事业疆土，过去以国内市场为中心，向国外出口摩托车，现在铃木的触角已经伸入了印度、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各地，在匈牙利也设置了摩托车、汽车生产基地。
从销售额的构成来看，国内市场的占23％国外市场的占到77％。
　　“所有这些，并不是说铃木成为了国际化大集团，这一点一点的成绩都是用每一滴汗水，在建设
工厂、建立销售网络、市场开发的过程中凝结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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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铃木修 铃木株式会社董事局主席兼社长
　　1930年1月30日，出生在岐阜县益田郡下吕町（现在下吕市）。
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以后，进入银行工作。
后于1958年4月进入铃木自动车工业（现在的铃木）就职。
成为第二代社长铃木俊三的女婿。
1963年11月就任董事，1967年12月任常务，1973年11月任专务，1978年6月成为社长，2000年6月任董事
长。

　　他是坚持贯彻一线生产经营重要性的领导者，就任社长时铃木的销售额是3232亿日元，30年间，
将铃木培育成销售额3兆亿日元的实力企业。
期间，在巩固自身微型汽车市场第1位的同时，也在印度、匈牙利开展当地生产，并与美国通用汽车
进行合作，打入美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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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终生难忘的一款汽车对于一个汽车制造厂商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汽车了。
听起来似乎理所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
不管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具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个人号召力，如果生产的产品不具备市场魅力
，不被社会所认可，那么这个公司就没法好好地生存下去。
不论是汽车制造商也好，什么别的厂家也罢，对于制造类企业而言，“产品就意味着一切”。
各种各样的道理啊，说辞啊统统放一边，研制的新产品不能得到消费者的支持就是不行。
回顾铃木汽车的发展，有的车型受到追捧，有的车型则受到冷遇，也是一部曲折跌宕的历史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一款车型我终身难忘，那就是1979年（昭和54年）上市的微型汽车“奥拓”。
这也是我，1978年担任社长后推出的第一款汽车。
非常幸运的是，奥拓一上市就得到了市场的一致认可。
受欢迎程度可非昙花一现，经历了5次全面改良、在30年后的今天依然销售强劲。
累计销售已达477万辆。
2008年，奥拓仅在日本国内的销售，就取得了8万5119辆的骄人成绩。
对于汽车业以外的人士来说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在汽车销售惨淡的时候达到年销售8万辆以上的车种是少之又少。
即使是在很受欢迎的小排量车型当中，日本国内能够达到年销售8万辆的汽车，在2008年也只有3个车
型。
现在你清楚奥拓的实力了吧。
而且，在我们公司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的印度市场卖得最出色的也是奥拓。
我们专门搭载了800cc和1100cc发动机，每年销售34万辆。
在印度市场卓越的销售业绩也刺激了我们公司的成长。
如此，“一个汽车品种改变了一个汽车生产企业的面貌”——这就是奥拓带给我的启发。
延期一年的发售转回到奥拓发售当时的情况，当时的铃木汽车，可以说正是遭遇打击，垂头丧气的时
候。
为对应汽车排气规则进行的新型发动机开发失败了，自信心几乎丧失殆尽。
而且，1977年，也是我永生难忘的年份。
6月，公司的第二代社长，也是我的岳丈去世，10月11月，公司的创办者、以及现任社长相继病倒，作
为这个家族的女婿，所有的担子都落到了我的肩头。
就是从那一年起，铃木公司的轴心发生了转变。
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上任为社长，开始从公司内部，广泛提拔铃木家族以外的人才。
其实那个时候，奥拓的开发也已进行了不少时日，正打算年内发售。
但是那个时候的奥拓，怎么看都没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可以说是相当大众的一款车。
我时年初任社长，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让我异常焦虑。
那就是，当时微型汽车这个车型的市场相当疲软。
如果奥拓不能卡住微型汽车衰退的市场车轮，带起新一波销售势头的话，铃木公司本身就有破产倒闭
的危险。
基于种种考虑，我决定将奥拓的发售延期一年，请当时公司内的最高技术责任者稻川诚一常务（原铃
木董事长）对奥拓进行重新调整。
微型汽车比较便宜，在日本还很贫穷的60年代销路一直很好，但是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70年代，就开
始呈现出衰态。
1970年，微型汽车的销售为125万辆，占新车销售的30%，5年以后跌至58万辆。
在这5年间，汽车市场整体却在大踏步地前进，微型汽车所占比率一下子跌至13%（请参考后面的资料
）。
1976年，根据汽车排气规则，出台了微型汽车的规格改动意见，马达排量从原来的最高360cc扩大
到55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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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没有一间工厂生产出了符合新标准的汽车。
通常，规格的变更恰好是扩大市场份额的契机，各个工厂都应当开足马力投入对新车的研发，可当时
的新规格标准的出台太过紧急，各工厂都没能反应过来。
铃木也是仓促之下将既有的发动机进行改良以缓解一时之需。
将原来的360cc发动机硬是扩大到了450cc。
我心里还在想，借着这个机会可以重新迎来微型汽车的春天吧，但市场的观点却十分冷淡，多数人都
认为微型汽车的时代已行将终结了。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有一种三轮摩托车。
轮子只有3个，速度也不快。
农村或者小商店常常使用这种小车。
这种三轮摩托车在昭和30年代是十分便宜的，因此十分畅销。
与四轮汽车相比，三轮摩托车拙劣的性能以及随时可能翻车的特点，使三轮摩托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
台。
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但在日本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彻底走出人们的视线了
。
当时微型汽车就面临着与摩托三轮车相同的命运。
业界当中，原本就是微型汽车厂商的本田公司也开始进行其他车型的研发，推出了新车型“思域”，
几乎彻底放弃了微型汽车市场。
这个局势就成为铃木大大的转机。
铃木公司就此开始了微型汽车四轮事业的时代。
但如果微型汽车市场萎缩至消失的话，公司利润的大半也就随之蒸发。
虽说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但在技术人员阵容以及销售渠道商依然不能与丰田、日产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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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是中小企业掌门人》中国企业追求扩张中值得倾听的意见，中国公司全球布局中值得借鉴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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