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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位笑看风云、功成名就的“老江湖”的心路历程——　　从最原始的“汽油马车”，到开辟私
家轿车新纪元的T型车，直至今天的福特“嘉年华”；从密歇根州的农民，到美国汽车工业的“元始
天尊”，直至成为美国汽车界第一个亿万富翁；从讨厌农活、喜欢发明的孩子，到一个个奇妙想法的
出现，直至“FORD”品牌的诞生；　　这是一位特立独行、洁身于金钱世界中的“管理者”的内心
独白——在大工业时代，仍然坚持自由经济，坚决批判垄断、殖民剥削和投机主义的“最后的武士”
；在赤裸裸的大商业时代，仍然坚持底线工作、低利润经营和高效率服务的“傻瓜”；在工作已经麻
木不堪、生活已经被物质和享乐腐蚀掉的年代，仍然坚持用心工作、快乐生活的“老顽童”；　　这
是一个爱憎分明、无私付出却又拒绝赞美的“梦想家”的真实写照——　　他建立的职业学校，为数
以千万贫困的孩子提供了实践性学习和真正工作的机会；他建立的医院，真正体现了“服务至上，人
人平等；尽职尽责，病人为先”的宗旨；他修建的铁路，不仅改变了美国铁路系统的糟糕状况，而且
为美国产业的健康发展树立了标杆；他的梦想，早已成为了现实。
他的人生，是无数人学习的榜样。
他的理念，有的早已得到了时间的证明，有的还等待着我们去继续实现⋯⋯　　他是亨利·福特。
　　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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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亨利.福特：
    1863年7月30日，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迪尔本。

    1903年6月16日，成立福特汽车公司。

    1908年，生产世界上第一辆T型车，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1913年，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成为20世纪大规模生产的基础。

    1914年，首次向工人支付8小时5美元的工资，改变美国工人的工作方式。

    ——以上三件事被称为20世纪商业史上惊天动地的事情。

    1915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见福特，盛赞福特汽车公司。

    1921年，美国总统哈定接见福特，盛赞“你为美国创造了一家最了不起的公司。
”
    1929年，美国总统胡佛参加福特博物馆落成典礼。

    1946年，“汽车金色50年”因为福特对汽车工业的贡献而授予他荣誉奖：《纽约时报》评论说：福
特不仅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同时也带动了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1947年4月7日，亨利.福特去世。
他葬礼的那一天，美国所有的汽车生产线停工一分钟，以纪念这位“汽车界的哥白尼”。

    1999年，《财富》杂志将福特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以表彰他和福特汽车公司对人类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

    2005年《福布斯》杂志公布了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20位企业家，亨利.福特名列榜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生活与工作>>

书籍目录

前 言  ● 本书的理念是什么？
　　这远远不止是一种商业理论，而是对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适合生活而起作用的理论。
福特汽车公司的商业成功与众不同，这一事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以人人皆知的方式证明：上述理论
直到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第1章  ● 　最初的岁月                      　　一旦你有了某个好的想法，就一定要集中精力把它实现，而不
是到处闲逛，一路空想。
一次一个想法就足够了。
我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事：在开始动手之前把每一个细节都计划好。
而动手操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不可能从书本上学会东西都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第2章  ● 　我所学到的商业                      　　商业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商人们往往把大量的注意力放
在金钱上，只把少量的注意力关注于服务，这在我看来是违反了自然程序的。
当一桩买卖完成时，厂家和顾客的关系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
任何把服务放在首位的人，其出路都是非常清楚的。
第3章  ● 　踏上真正的商业之路                      　　消费者正日渐学会怎样购买产品——大多数人都会考
虑质量，并购买同等价位中质量最好的东西。
因此，如果你能够提供给这95%的人们全面的服务，以最好的质量生产，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你将面
临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它甚至可被称为是普遍需求。
第4章  ● 　生产与服务的秘诀                      　　现在，我并没有出于任何个人的理由来描述福特汽车公
司发展的历史。
我没有说：“去吧，照这样去做。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工商业的普遍方法并非最好的方法，我们现在到了和这种方法彻底说再见的
时候。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公司迈进了非凡成功时期。
第5章  ● 　进入生产                      　　从变化中我们能明白我们付出了远比该付的大得多的代价，明白
人们得到的工资远比他们该得到的低得多，也明白还有多么广阔的领域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利用。
福特汽车公司只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了一小段而已。
第6章  ● 　机器与人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工作，当我们玩的时候，
我们应该尽情投入地玩。
如果我们有一个传统的话，那就是：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得更好，并且永无止境，这种总是要把工作做
得更好更快的压力几乎解决了工厂里的每一个问题。
第7章  ● 　对机器的恐惧                      　　当你能持认真对待的态度，你就会发现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
具有重复性的。
我还没有发现重复性劳动会给人造成某种伤害。
最彻底的调查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例子，说是人的头脑由于工作而被扭曲或变麻木。
工业并不是非要以人命为代价的。
第8章  ● 　工资                      　　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
生活的。
他们的生活的提高——即他们的工资增长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
第9章  ● 　好企业为什么不常有？
                      　　 只是由于我们管理得太糟，所以我们才经常要忍受所谓的坏运气。
一个生产者的成功只有建立在有能力提供消费者所喜欢的物品的基础上。
那么为什么要一筹莫展盼望着好企业呢？
你要做的只是用更好的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把价格降低到购买力之下。
第10章  ● 　产品可以制造得多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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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宗旨是降低价格，扩大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把降低价格放在了第一位。
我们并不会为成本担心，因为新的价格会使得成本有所下降。
我们总是能从我们定的价格中获得利润，并且，就像我们并不知道工资要高到什么程度一样，价格要
低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第11章  ● 　金钱与商品                          我并不是说一个经营企业的人对金融应该一无所知，但他最好是
知道得少一点，因为如果太精通此道的话他就会想去借钱而不是想去挣钱，然后为了还所借的他就要
借更多的钱，这样他不是成了一个企业家而是成了一个耍钞票把戏的人。
为扩大生产而借钱是一回事，为弥补错误的管理和浪费而借钱则是另一回事。
第12章  ● 　金钱——主人还是奴仆？
                      　　我们能这样减少人数是由于贯彻了一条规定：任何东西任何人必须有助于生产，否则
就坚决清除。
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怎样通过加速资金周转而使我们的使用资金减少。
我并不是在讲述一项业绩，而是要指出一个企业怎样能从自己内部发现财源而不用去借。
第13章  ● 　为什么会贫穷？
                          贫穷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是根源于生产和消费之间——包括工业和农业两方面的——
权力的来源和运用之间的糟糕关系。
消灭贫穷不能通过个人节俭，而要通过更好的生产。
“艰苦”和“节俭”的观念已经腐朽不堪了。
第14章  ● 　拖拉机与机械化耕作                          在1917年至1918年，战争最关键的时期，也就是德国人
的潜水艇最忙的时候，我们跨海运送了5 000辆拖拉机，每一辆拖拉机都安全运到了。
英国政府的官员们很客气地说，要是没有这些拖拉机的帮助，英国几乎无法对付粮食危机。
第15章  ● 　为什么要有慈善业？
                          我并不是反对仁慈之心，上帝不允许我们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灵冷漠无情。
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一伟大的美好的动力用在了太小的目的上。
在人类的帮助被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和职业化的那一刻，这种帮助初衷就被消除了。
我们的同情心如果足以帮助人们摆脱困难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同情心让他们根本就
不会陷入困境之中。
第16章  ● 　铁路                          在我们这个国家，找不到一个能比铁路更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行业是
如何背离它的服务功能的。
这一点就是大多数麻烦的根源：那些懂得铁路的人没有被允许去管理铁路。
而把财产从那些不能提供服务的企业中抽出去，这是自然的补偿之一。
第17章  ● 　一些人事及看法                          没有人在广阔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能超过托马斯·A·爱
迪生⋯⋯约翰·巴罗夫决不会因太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成长⋯⋯我
们不应该忘记，战争是一个纯属制造出来的恶魔⋯⋯试图掌控世界贸易不能促进繁荣，只会促使战争
爆发⋯⋯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把一个人的头脑填满事实，教育在于教会他怎样用他的头脑去思考。
第18章  ● 　民主与工业                          也许现在再没有比“民主”用得更滥的词了。
那些大声叫嚷着这个词的人，其实是最不想要民主的人。
我总是对那些把民主挂在嘴上的人很怀疑，我想他们是不是想建立某种专制，或者是不是要别人为他
们做那些他们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
我拥护那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平等机会的民主。
第19章  ● 　我们所能期待的                          我们逐渐学会了把事情的原因与结果联系在一起思考。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换一种观点来看世界，就能够把过去糟糕的制度变成未来美好的制度。
我们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且开始知道我们的世界上已经存在着生活最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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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公园街11号的小砖房里，我有很多机会设计一辆新车并找到生    产的方法。
即使能够组织我想要的那种公司——在公司中决定因素是把工作做好，满足公众的需求——很显然，
在目前这种试验性生产方式下，我也不可能生产出能够以低价出售的好汽车。
    每个人都清楚，一件事情第二次总是比第一次做得好。
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企业为什么没有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基本的事实看待。
可能是由于厂家都急于生产可以出售的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做好充足的准备。
依订单生产而不是大批量生产，我想这是一种习惯，一种传统，从很早的手工艺时代就传下来的。
询问100个人他们希望某一特定的物品怎样制造，大约有80个人不知如何回答。
他们把这事留给你来决定。
15个人觉得他们必须给点说法，只有5个人真正有想法和理由。
由那些不知道并且承认不知道和那些不知道却不承认不知道的人组成的这95个人，才是所有产品的真
正市场。
5个特别需要某种东西的人，如果他们出得起价钱就能获得所想要的。
但他们这个市场很特殊也很有限；余下的95人中，也许有10到15个人会按东西的质量付钱；其余的人
，他们买东西只考虑价钱，不关心质量——不过他们的人数正在日益减少，因为消费者正日渐学会怎
样购买产品——大多数人都会考虑质量，并购买同等价位中质量最好的东西。
因此，如果你能够提供给这95％的人们全面的服务，以最好的质量生产，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你将面
临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它甚至可被称为是普遍需求。
    标准并不存在。
“标准化”这个词很容易引起麻烦，因为它意味着在设计、方法和日常工作上有一定程度的僵化，生
产厂家便选择最容易制造同时又能卖最高价格的产品。
公众并不考虑样式也不考虑价格。
大多数标准化背后的动机是谋取最大的利润。
如果你只生产一种经济效益巨大的东西，那么高额的利润将持续地流入你的工厂，接着，产量会像滚
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大，设备也生产得更多，而你却不知道市场上已经充满了这种卖不出去的东西。
虽然总有购买力存在，但购买力不会总能够对价格的降低做出反应。
同时，如果一种商品以过高的价格出售，最后由于企业的不景气而造成价格暴跌，这种结果会令消费
者们非常地失望，他们会认为降价只是商家玩的一套鬼把戏，于是他们停止购买，等待着真正的降价
。
去年我们就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如果与此相反，商家的生产效益马上转化到价格上，公众会非常信任他，会做出继续购买的回应。
因此，“标准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件坏事，除非它能够经常地降低所售商品的价格。
价钱的降低(这点非常重要)是因为生产的效益使然，而不是由于公众需求的下降，它表明公众对它的
价钱并不满意。
公众将会感到奇怪怎么会需要花那么多钱。
    标准化，就我理解并不是要寻找最畅销的物品并专注于此，而是要日日夜夜地计划——也许要计划
好几年。
首先考虑，什么东西最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然后考虑该怎样生产它。
生产的具体过程会自己形成，然后。
如果我们把生产从利润的基础上移到服务的基础上，我们便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工商业，产品的利润
也就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证自明的。
服务95％的群体是所有产业的逻辑基础，它也是群体服务自己的逻辑方式。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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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因为他的劳动而变得更加美好。
通过他对理想的追求和实现，人们将肩上的重担交给了钢铁和轮子。
　　　　　——美国著名诗人：埃德加·格斯特（Edgar A·Guest)　　他是我们所见到的最伟大的企
业家，他不是汽车的发明人，但他是汽车工业的创始人。
他创建的汽车王国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知道如何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财富》1999年评选亨利·福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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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生活与工作》向您介绍一位笑看风云、功成名就的“老江湖”的心路历程；一位特立独行、洁
身于金钱世界中的“管理者”的内心独白；一个爱憎分明、无私付出却又拒绝赞美的“梦想家”的真
实写照。
当他来到人世时，这个世界还是马车时代。
当他离开人世时，这个世纪已经成了汽车世界。
他就是亨利·福特，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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