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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专业的油画家，但是年仅40岁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过世的那一年正好是1945年“二战”结束那一年。
    之后，母亲独自一人撑起这个家，凭自己的一双手将5个子女抚养成人。
在战争中已将国力消耗殆尽的日本，战后陷入了严重的物质匮乏状态。
百姓为了生存、为了糊口，就必须拼命干活。
那种状态恐怕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挣扎于这种贫困的生活之中，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兄弟姐妹说：“希望你们几个长大后不要
去当艺术家，要从事那种能挣钱、能让自己过上像样生活的工作”。
    ⋯⋯    对于公司而言，经营理念就好比企鹅嘴里的毛的生长方向。
全体员工都应该拥有共同的理念，朝着相同的方向而努力。
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是如果大家都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就能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一般而言，“金太郎棒棒糖。
式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如果缺乏理念，或是对经营理念的理解各不相同，只是一味追求相同的经营手法，就会成为毫无个性
的“金太郎棒棒糖”。
这样的公司也就毫无魅力可言。
    我们追求的不是经营手法相同的“金太郎棒棒糖”，而是拥有共同理念的“金太郎棒棒糖”。
大家保持相同的方向和相同的理念十分重要。
根本的理念相同，方法却可以各不相同。
就仿佛登山，所有的人都朝着远方一个明确的目标奋进，但是到达顶峰的路线和攀登方式却可以充满
个性、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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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专门写给中小企业的书。
没有说教，只谈实际，探索真正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之道。

　　日本科学技术厅长官奖、最优秀经营者大奖得主塚越宽，首次揭示48年公司持续利润增长的不传
之秘。

　　源于自然的“自然经营”、开发型企业“播种法”、提升员工干劲的“士气经营”⋯⋯让经营者
和员工共同创造“好公司”，达成双赢，持续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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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塚越宽，日本伊那食品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作家。
193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1983年开始担任伊那食品工业董事长，1990年就任日本琼脂工业协同组合
理事长。
自1958年公司成立起，连续48年增收，从未亏损，创造日本企业界纪录，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

　　1995年获日本科学技术厅长官奖，1996年获农林水产大臣奖。
2002年获专为中小企业经营者设立的“优秀经营者表彰制度”最高奖“最优秀经营者奖”。
2007年，获中小企业研究中心设立的“Good
Company大奖”最高奖。

　　主要著作有《回归幸福的原点》（与键山秀三郎合著）、《不解雇员工的“年轮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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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打造一家好公司
序言
第一章
目的与手段
抓住机遇
不能弄错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人力费是“费用”吗？

朝着目标前进、关注流行趋势
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往往别有洞天
第二章
自然体经营
缓慢成长的“八字形经营”
成长未必都是好事
不追求急速成长也是在为社会作贡献
与稳定成长息息相关的“不出售”决断
公司经营不是追求“浪漫”
拥有远大的理想
领悟成长的极限
应该制定“景气对策”而非“不景气对策”
商道欠缺所引发的不景气
三年一决算最合适
暂不考虑股票上市
企业文化使企业持续发展
真正的国际标准存在于老字号
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老字号经营
向自然学习的经营法之一：根深且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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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体经营之三：年轮式经营
自然体经营之四：脱胎换骨式经营
自然体经营之五：欲速则不达
第三章
开发型企业的“播种”工作
为“行情商品”创造三个稳定
在海外亦要建立互相信赖的贸易伙伴关系
将一成人才用于研究开发
“寒天爸爸”品牌的诞生
SERENDIPITY（意外新发现）
关心他人的能力
放手让孩子去远行
回归时代的企业活动
第四章
士气经营
最好的合理化就是“提高士气”
道德观念与士气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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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的道德意识与员工的劳动意识
“让所有人都知道”的力量
“让所有人都知道”的经营法
作为和平之基础的信念
尊重个人的经营
“论资排辈”是一种自然的秩序
建立肯定个人努力程度的评价机制
何谓不浪费的“浪费”
安全第一
愉快的员工旅行
雇佣能够在这个公司变得幸福的员工
何谓“成功的社会人士”
第五章
“寒天爸爸花园”所融入的精神
为营造舒适的职场环境进行最大限度的投资
“寒天爸爸花园”构想的产生
“稍微有点不自量力”的公司大楼
环境整备是最好的宣传武器
对故土伊那谷的依恋
通过文化活动建设“真正强大的公司”
伊那谷之美与重新审视摄影文化
新年广告所融入的建设家园的心愿
制造大国之后的“旅游大国”
坚持不懈，直至成功
一日之计始于“庭院治理”
顾客满意度与生产效率
通过体验所发酵的知识就是智慧
尾声 学习之目的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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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就是不断追求“原本应该保有的姿态”。
企业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为企业工作的人们的幸福。
企业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员工们的努力而建设运作机制良好的公司，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
员工们生活幸福、素质提高，社会治安良好，整个社会水准也就能够得以提升。
遵循这样一个根本原则，公司或许不能快速成长，但是却能保持稳定的成长和企业的永续经营，这是
极其不易的稀世之宝。
反之如果忘记了为员工谋幸福这一公司经营的根本目的，只顾追逐眼前利益，将幸福降格为次要的东
西，那么，任凭你如何努力也得不到这件宝贝。
    对于公司而言，利益与成长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颠倒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势必造成混乱。
应该时刻不忘站在公司经营的起点上思考公司的发展。
    判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我作为经营者判断自身日常行为的重要准则。
    人力费也好、福利费也罢，一般在财政上都被作为一种花销“费用”看待。
为了提高公司的收益，在“削减支出”的名目之下，压缩“人力费”；与此同时却又要求员工努力提
高销售额。
这样的经营方式可谓司空见惯。
但是，人力费真的和其他费用一样是一种多余的“费用”吗？
对此我持怀疑态度。
人力费是对追求幸福生活的员工们所付出劳动的一种肯定，对这一劳动进行等价支付正是企业经营的
目的之一。
从“公司就是家”的意识出发，我们公司一贯认为人力费越多越好，从不将其作为削减的对象。
    如果是家族企业，大家都会为了家庭成员的收入而努力。
那么，从“公司就是家”的意识出发，自然也希望公司的每一个人增加收入，获得幸福。
感觉就像“家变大了”一样。
所以我无法赞成“人力费支出越少越好”的做法。
    企业是社会的公有物。
只有越来越多的经营者认识到为社会提供雇佣机会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这个社会才能变得越来越
美好。
    当然，还是应该从公司经营的总体状况来判断人力费的支出规模。
我也并不认同超越一般社会常识，支m高额人力费的傲法。
    草率地做出削减人力费支出的决定，不是一个经营者所“应该保有的姿态”。
在节约经费的想法之下，大家往往忽视了经营者与员工之间的信赖关系。
基于相互信赖构筑起来的经营，管理部门再小也足够使用。
经营者都希望培养自己能够信任的员工。
其大前提便是经营者必须获得社会和员工们足够的信任才行。
    所谓社会，总是在与现实的不断妥协中，一点一点地、缓慢地接近自己的理想状态。
这个理想状态就是没有战争、没有灾害、生活富裕、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社会。
这应该是每个人的愿望。
朝着这一理想社会奋勇前行的线，我将其称为“进步轴”，这一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与此不同，还有一个“趋势轴”，指的是这个世界上每天不断涌现的各种流行趋势。
与进步轴呈直角状态，宛如钟摆一般摇摆不定。
流行趋势反映着顾客们的购买趋向。
伸展触角敏感地捕捉住流行趋势，当然十分重要。
但是，如果将这种一时的摇摆看成今后世界变化的大方向，那就大错特错了。
    经营必须依靠自身的意志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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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社训卡”上写着要警惕急速成长。
因为急速成长依靠的是完全倚仗市场的经营方式。
丢掉了进步轴的经营理念，听凭市场摆布，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快速成长，但最终却难逃厄运的例子
，我们见得太多了。
尤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最为显著。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我们时刻不忘预期目标和发展趋势双方的存在。
例如，“寒天爸爸”品牌的主打理念就是“手工制作也能很迅速”。
对于双职工的忙碌家庭来说，最受欢迎的就是不费时间就能轻松完成的食品，这就是发展趋势。
    同时，“手工制作”可以说是幸福家庭的象征，是家庭“原本应该保有的姿态”。
“寒天爸爸”是连不擅长烹饪的爸爸也能轻松搞定的食品。
确切地说，这正是进步轴的意识。
    我将这种既有流行意识，又不忘坚持进步理念的“钟摆理论”充分运用到了自己的经营中。
一边关注流行趋势一边对产品进行微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过于关注流行，频繁进行调整便会妨碍前行。
而且事实上有很多企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经营状况不断下滑，降到了与进步完全相反的方向。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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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7月本书初版发行以来，历经7余载，蒙读者厚爱，几次再版，已售出6万余册。
期间历经金融危机、东日本大地震等诸多影响日本经济的大事件，现在的报刊杂志的经济专栏几乎都
是～些大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白热化的压价竞争等负面新闻。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想借再版之际再补充一点内容，把我的想法，我的行动传达给大家。
    ⋯⋯    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中小企业并非上市的后备力量。
企业的价值也不应该以规模大小来衡量。
中小企业有自己的健康发展之路。
我通过自己的实践总结了一些大家可能用得上的经验，希望能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就像大树的年轮每年都会增加一圈一样，不管年景多么不好，也要坚持明天比今天有进步，明年比今
年有发展的经营之路。
如果读到这本书的经营者能够从书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将感到万分荣幸。
    伊那食品工业株式会社董事  塚越宽    2011年秋于寒天爸爸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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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打造一家好公司(做最了不起的小企业)》编辑推荐：超实用的微公司养成记！
致年轻一代的经营理念。
快速成长并不一定有利！
超实用的微公司养成记。
一间生产琼脂的小企业，却能占领日本国内80%、世界范围内15%的市场份额。
一个创业不足50年的年轻公司，却创下了连续48年增收增效的市场纪录。
一位居于偏远地方长野县的小公司董事长，却吸引丰田、帝人等大企业纷纷前来取经。
循序渐进地发展才是健康稳定的经营模式，而现今很多企业的经营理念都与之相悖。
“要打造一家好公司，既要坚强，也要温柔。
”企业因何而存在？
你在公司有幸福感吗？
员工的幸福与公司发展、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公司一切经营都应以这一理念为出发点！
让员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感受到每一份付出都是切实有用的。
中信小微企业系列从书的最后一册，年轻一代必读的经营理念，请不要错过它！
做最了不起的小企业，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大前研一、孙正义 一致追求的商业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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