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度决定高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深度决定高度>>

13位ISBN编号：9787547703311

10位ISBN编号：7547703313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同心出版社

作者：张炼海

页数：2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度决定高度>>

内容概要

　　柳传志，40岁开始创业，从20万元起家，从小公司到旗下拥有5家企业，到收购IBM的PC部门，再
到跻身世界五百强，总营业额过千亿元的控股公司，联想这个中国式的跨国公司是怎样炼成的？
本书重点解读柳传志带领联想集团成为业内霸主的创业与领导秘诀。
机遇偏爱实干家，这是崇尚实干的柳传志成就联想霸业的终极秘诀。
创业理念、危机意识、管理技巧、企业文化建设⋯⋯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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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炼海，畅销经管书作者，企业管理咨询顾问。
深谙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对本土企业管理的影响，对现代企业组织设计及人力资源管理有着丰富的实
践经验及理论基础，同时致力于企业中高层管理技能的提升训练。
已出版《执行就是走流程》《三角团队》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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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1 做大树不做小草　　柳传志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有的人像小草一样活着，有的人像大树一样
生长。
像小草一样生活的人，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建设上，其目标就是让自己和家人过得舒适，不做更高
的追求。
这样的人，尽管在事业上很用心，也很勤奋，但终究做不成大事。
而像大树的人，永远有积极的心态和更高的追求，他们会凭着自己的努力抓住机遇，做成一番大事业
。
所以说，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就要坚决做大树而不做小草。
一个人想要做大树，需要有成为大树的基因。
我们都知道，一棵树的种子，无论放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它最终都会成长为一棵大树。
而一粒草的种子，无论放在哪儿，都会长成一棵草。
由此可见，基因确实很重要。
一个人如果没有做大树的基因，则无论他多么努力和勤奋，都不能做成大事。
对创业者来说，所谓做大树的基因，就是巨大的勇气、积极的心态和宽广的胸怀。
创业的人想成大树做大事，勇气至关重要。
我们常说，成功靠机遇。
很多创业者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在于他能够抓住关键的机遇。
然而，机遇往往又是与风险并存的。
创业者想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
因此，一个想要创业的人如果没有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就不可能抓住重要机遇。
　　1984 年，柳传志已经40 岁，在国家计算机研究所工作。
这一年秋天，所长曾茂朝找到他，提出要在所里挑出一部分人办公司。
至于公司能不能办成，具体做什么，曾茂朝并无明确的想法，但他希望柳传志能担起这个担子。
虽然办公司对柳传志而言是一个机遇，但是他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
柳传志身边的那一批同事，都是毕业之后在研究所工作，扎进单位不敢出来。
别说是创业了，就连离开单位的想法都没有。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出去折腾，而失去了稳固的工作，后果不堪设想。
柳传志考虑再三，决定接过曾茂朝所给的担子。
这一年11 月，包括柳传志在内的11 个人，在一间小平房里，成立了联想公司。
　　后来的事实证明，柳传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柳传志当初当然知道自己做出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已经年过40，选择创业对他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
的挑战。
如果柳传志在那个时候，选择稳妥，安于现状，那么到今天为止他可能依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科技
工作者，而不会成为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家。
正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勇气，才使得他抓住了人生的关键机遇，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许多人都有创业的愿望，但是真正敢干的人却寥寥无几。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创业的风险是很大的。
一个人一旦选择创业，不仅意味着失去原来的工作机会，而且创业失败之后，还会损失大量的资金。
面对创业的风险，绝大多数渴望创业成功的人都因为缺乏足够的勇气，只能一面抱怨现实的残酷，一
面又屈从于现实，平庸地生活下去。
而那些真正能取得成功的创业者，无疑都像柳传志一样，在面对机会的时候，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之
后，敢于拿出自己的勇气努力抓住机遇。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去闯会遇到不少风险和挑战，但是他们明白只有闯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安于现
状是没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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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内心当然会对自己的选择有一定的恐惧，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渴望去克服这种恐惧。
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创业者想成大树干大事，还必须拥有积极的心态。
创业的路是无比艰辛的，不可能一帆风顺，创业者在前进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
当困难到来的时候，拥有积极心态的创业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和向别人诉苦
。
这样的心态，就促使他们做各种努力去克服困难，从而达到最终的目标。
而没有正面心态的人，习惯于用负面的眼光看问题，问题一旦出现，他们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而是
想要抱怨社会的不公平和推卸责任。
如此只能使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导致失败。
　　柳传志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中科院给他们投资了20 万元。
没想到，20 万元刚拿到手才一两个月就被骗走14 万元。
面对这样的困境，柳传志没有抱怨，而是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跟同事给人家的机器做验收，四处
讲课，做维修，攒下了90 万元，从而为联想公司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每一个创业者都能像柳传志一样，在困难面前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那么他们就不太容易一
开始就失败了。
事实上，很多创业者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要么抱怨社会的残酷，要么抱怨环境的不公平。
抱怨并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特别是在公司非常弱小的时候，你的抱怨别人往往视而不见。
所以，面对困境，创业者就得学习柳传志，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创业者只要把心思花在解决问题上，问题就会慢慢解决，而成功也会自然到来。
　　勇气和心态固然重要，但是创业者仅有这两种基因并不足以成大事，他还必须拥有博大的胸怀。
马云说过，男人的胸怀是委屈撑大的。
我们想作为四维的代表，在大陆为其寻找客户，两家平分利润。
正好，当时国家体委要购买12 台IBM 微机，柳传志在打通层层关系之后，才发现体委购买微机的钱都
放在中仪进出口公司。
这笔生意想要做成的话，就不得不请求&ldquo;中仪&rdquo;的批准。
体委的代表领着柳传志，告诉&ldquo;中仪&rdquo;的业务员想要从柳传志这里买电脑。
业务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态度蛮横，说自己有进货渠道，没有理由把这笔生意交给柳传志做。
柳传志忙着解释，那个业务员知道柳传志是四维的代表后，更加不耐烦了，冲着柳就是一句狂吼
：&ldquo;代理就是外商，你给我出去！
&rdquo;在许多人的注视下，40 多岁的柳传志只能忍气吞声走出门外。
他感觉这是一件很屈辱的事情，在科学院那么多年，自己从来没有受过那么大的气。
但是柳传志并没有放弃，他抱定了一定要把这笔买卖做成的信念。
　　他把委屈和气愤咽进肚子里，放下公司所有的工作，去陪那个小伙子吃饭，努力和他套近乎。
在帮助对方解决了换外汇的个人问题后，小伙子终于露出笑容，答应让联想做这笔生意。
　　联想公司成长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坎。
柳传志为了公司，为他人背过很多黑锅，也忍受过他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和挫折。
正是凭着这样的胸怀，柳传志才把联想公司一步一步地做大做强。
　　创业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委屈。
客户的故意刁难、大公司的歧视、家人的不理解等。
有的创业者甚至这样说过，办公司就是给别人当孙子的。
这话说得虽然有点夸张，但却是实情。
面对诸多委屈和不平，抱怨和意气用事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创业者只有用自己的胸怀去容纳他们
，才能真正干成大事。
　　02 只干让自己长本事的事　　无论在职场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只要想成功，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应
该去干让自己长本事的事，而不能为了赚钱让自己在成长的道路上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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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从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就是得益
于柳传志&ldquo;只干长本事的事&rdquo;的思维。
　　联想公司成立之初，信通公司也刚刚成立不久，该公司主管开发的人找到倪光南，为他提供两台
微机请他开发汉卡。
汉卡开发出来之后，倪光南已经被任命为联想的总工程师。
于是，两家公司打算一起销售这一批汉卡，它们签订的合同是这样规定的，联想负责生产与销售，信
通负责采购，利润平分。
合同签订之后，很多人埋怨柳传志，认为最有利可图的采购被信通拿走了，而联想只干费时费力的生
产销售，这显然是一个很不划算的合作。
　　柳传志只是一笑了之，没有跟他们解释其中的玄机。
汉卡上市之后，联想因为推广和销售做得很好，结果卖出了93 块，而信通只卖出了7块。
这时，联想有人提出要拿更大的分成，而信通坚持对半分成。
在　　对方的坚持下，利润还是照合同的规定对半分了。
两家的合作也就此终止。
　　从表面上看，联想是吃亏了。
实际上，通过这一次合作，联想掌握了汉卡的生产和销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这为联想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这一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柳传志做事有着很强的目标性，这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联想公司创业初期，柳传志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通过与别人的合作和自己的不断摸索，增长联
想公司做事的本事。
他认为，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只有具备了做事的本领，才能为今后的成功打下基础。
这对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想要创业的人做事也要像柳传志一样突出目的性，坚持只干长本事的事情。
只要我们能踏踏实实干那些长本事的事情，等自己有了本事，将来想要追求的东西都会随之而来。
　　1993 年，中国的房地产出现高潮，土地便宜，资金回笼也很快，很多中关村的企业都想介入。
柳传志也打算买两块地，在这一行业里赚取利润。
他甚至连买地的地方都选好了：烟台与福州。
后来他觉得目标应当放得更长远一些，应该弄清楚自己到底能干什么。
最后，公司开会讨论，确定了做电脑的大方向。
　　这一决定，使联想避过了公司短命的宿命。
因为没过几年，在国家的调控下，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许多房地产商都出现了亏损，不少人甚至因
还不起贷款而选择逃跑。
不长本事又夹杂着风险的钱就不赚，这就是柳传志的原则。
这个原则使联想公司躲避了陷入房地产泥潭的危险。
与联想同时期创业的很多中关村的企业只是为了追逐利润，不顾及其想进入的行业能不能&ldquo;长本
事&rdquo;，这就使得它们没有活到今天。
　　由此来看，创业者在选择行业的时候，不能老是紧盯着高利润的行业，而是要弄清楚所要选择的
行业是否适合自己去做，自己做这个行业能否增长本事，能否持续做下去，并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
创业者如果能把这些问题考虑清楚，那么他在选择的时候就会减少盲目性，因而避免无谓的风险。
　　当然，创业者想要成功的话，只干长本事的事情是不够的。
许多情况下，我们坚持一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不长本事的事情，我们也不得不去做。
这就涉及怎样坚持方向和调整策略的问题。
只要能坚持大方向，适度地干一些不长本事的事情也是值得的。
　　联想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根本不清楚到底能做什么，背靠着计算机研究所，柳传志却找不到一
个可以运作的项目。
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北京乱闯，为了公司的生存，他跟员工们倒卖过电子表、运动裤、电冰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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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他没有想怎样做&ldquo;长本事&rdquo;的事情，满脑子都是如何赚到一笔钱，养活公司十
几口人。
有一次，他听说江西有个女人手上有一批彩电，购进倒卖可以赚到一笔钱，便找人把钱汇过去，结果
被骗走14 万元。
　　经过这样一连串的摸索，柳传志才思考清楚自己究竟该干什么，能干什么。
于是，联想走上了IT 道路，为用户验收、安装、维修计算机，慢慢积累了第一笔资金。
　　如果没有最先的原始资本积累，联想公司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由此来看，公司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不能生存，发展便无从谈起。
所以，当你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即便不是&ldquo;长本事&rdquo;的事情，也得努力干下去，先把眼
前的小事情做好，等有了基础，再寻找新机会。
　　很多创业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他们一开始就把目标定的很死，当市场上没有机会实现这一目标时，他们依然坚持既定的目标，等公
司把启动资金花光之后，他们只能承认创业失败。
这样的失败根源就在于这些创业者过分坚持既定的目标，不懂得变通。
当一家创业公司出现生存困难的时候，创业者所要做的不是一味坚持既定目标，而是在不改变公司大
方向的前提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维持公司的生存。
等公司的生存问题解决之后，再做调整。
否则，创业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失败。
　　只干长本事的事情，要求我们不断升华目标，直至高远。
任何创业者在创业初期，目标都不见得特别清晰，这里面有一个不断摸索，一步一步提升、升华的过
程。
　　我们从柳传志的创业过程就可以明确地看出来这一点。
一开始，柳传志以一个科技工作者身份出来选择办公司的时候，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不是特别清楚自己到底能做什么，能把公司做到多大的规模。
当联想公司通过倒腾家电站稳脚跟以后，柳传志放大了目标，代理IBM 微机及至代理AST 微机，最终
开始了联想电脑之路，从代理走到自主生产。
　　&ldquo;联想286&rdquo;在全国展览会上一炮打响后，联想公司有了更大的目标：到海外发展！
 1994 年联想在香港挂牌上市，2004 年联想收购IBM 在全球的个人计算机业务，此外还将IBM 个人计算
机的5 亿美元的债务转到自己名下。
随着公司的逐步壮大，柳传志的目标更加明确，那就是做百年联想，高科技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
　　由此可见，&ldquo;长本事&rdquo;的目标是一个不断拔高的过程。
创业者想要成功，就不能紧盯着一个目标不放，当时机成熟之后，一定要不断提高目标，这样事业才
能获得长远发展，个人才能得到长足进步。
　　一句话，目标是成功的基础。
只干长本事的事情，是一种坚守目标的态度。
当然，在朝着目标努力的时候，我们不能一成不变。
比如在不能做&ldquo;长本事&rdquo;的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求得生存的机会。
最后，目标需要升华，只有一步一步拔高目标，并力求实现，我们的事业和人生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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