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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作为

人，何谓正确？

日本“经营四圣”之一稻盛和夫都一

一作了解答。他是京瓷公司创始人，并

创造了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他提出的成

功方程式：人生·工作成果=思考方式×热

情×能力，广为流传。作为稻盛和夫的忠

实信徒，广州国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锦恭孜孜以求，坚定地实践着“稻盛理

念”和“稻盛精神”。

李 锦 恭 认 为 ，企 业 是 社 会 的 公 器 ，

要 为 社 会 盈 利 。 企 业 经 营 的 本 质 是 创

造幸福，为员工和顾客创造幸福。企业

家 把 私 心 私 欲 提 升 到 追 求 公 益 的“ 大

欲”层次，就是利他。因此，企业家的心

性 修 炼 和 企 业 的 基 业 长 青 之 道 是 殊 途

同归的。

近日，李锦恭受邀来到广州，参加了

“冠军论道”演讲，《中国贸易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他。

统一思维先行

京瓷在发展过程中也同其他企业一

样，曾遭遇过毁灭性的打击，稻盛当时做

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承诺在任何

情况下绝不裁员，这正是稻盛经营理念

的精髓。

稻盛和夫常说：“企业的目标是要让

全体员工在身心两方面都能获得幸福。”

在 京 瓷，“ 终 身 雇 佣”是 实 实 在 在 的“ 制

度”，京瓷从不主动裁人。

“稻盛和夫写的《活法》一书，我已经

读过 30 遍了，心灵很受震撼。对于一个

企业来说，通常的做法是将股东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稻盛和夫令我重新思考这

一问题。股东利益、公司利益，还有被忽

视的员工利益，究竟哪一个应该被优先

考虑？我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感纠结。”

李锦恭最终认识到，员工不是赚取利润

的机器，必须统一企业领导层的认识，为

企业制定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把企业做

成全体员工共同致富的场所，共同分享

财富。

为 此，他 在 自 己 的 企 业 实 行 了 一 个

A、B、C 目标法。A 目标是基础目标，B 比

基础目标高 20%，C 比基础目标高 30%。A

目标，就是达到去年实现的目标。如果年

底，公司达到 A 目标，大家就发 13 个月工

资，多 发 一 个 月 工 资 。 如 果 达 到 了 B 目

标，就多发两个月工资。如果大于 C 目

标，多发 3 个月工资。如果超过 C 目标的

10%以上，就再发 1 个月工资。

“ 这个目标法实行后，2010 年，在计

业绩的最后一天，公司主管上午就打电

话 问 我，我 们 离 C 目 标 还 差 50 多 万，全

体 员 工 提 议 ，可 否 自 己 凑 钱 买 产 品 ，等

放假的时候大家再去卖？我答应后，员

工就很紧张地筹钱了，财务在紧张地统

计 着 。 结 果 ，到 了 下 午 5:30 分 ，他 又 打

电 话 来，说 大 家 已 经 凑 了 80 万 元，超 出

了 C 目 标 的 30 万 元 。”李 锦 恭 回 忆 道 ，

“ 当有了共同目标后，大家抱成团，公司

上下互相自觉监督，连扫地的阿姨都会

主 动 跟 车 间 工 人 说 ，你 要 努 力 一 点 啊 ，

要不我年底就要少拿两个月工资了。”

精简，战略性地放弃

1992 年，李锦恭下海创业。10 年后，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赚了一点钱，但他

忙着忙着就感到了茫然。他感叹：“很多

公司赚了钱后，就会多元化发展，很多人

做的还是非相关多元化，客户、产品、技

术都不相关。我受到很多诱惑，很多人

打电话找我，说一起做项目，一起做股东

等等。我也曾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也

做过与自己的主打产品指纹锁毫无关联

的事。”

在《活法》一书中，稻盛和夫坦言，在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应该称作“智慧之井”

的地方。当一个人专注一件事情之中，而

且有一种全然的敏感时，人们会得到神灵

的帮助，从那眼“智慧之井”中，获取新思

路、灵感或者创造力。

放弃还是坚守，专业化还是多元化，

这是每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绕不过

的问题。

李锦恭说：“稻盛和夫给了我许多启

迪。我开始砍掉或卖掉与自己的保密技

术无关的产品，聚焦在一个渠道——国

家保密系统，只切入四大相关领域——

机电、五金、电子、软件。但这种瘦身的

过程非常痛苦，总销售额明显下降，各个

部门的销售经理不停地找我，甚至与我

吵架，但最终还是坚持住了，精简掉的业

务达到 80% 。花了 18 年，我才明确自己

和企业究竟要干什么，保密技术事业必

须全力去做。企业不能盲目追求规模，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企业，都需要聚焦，聚

焦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

利他：经商的原点

在《活法》一书中，稻盛和夫指出：“利

他本来就是经商的原点，企业家必须回到

原点。”

稻盛和夫表示：求利之心是人开展事

业和各种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大家都想

赚钱，这种欲望无可厚非。但这种欲望不

可停留在单纯利己的范围之内，也要考虑

别人。因为人一旦有了私欲，只一句“给

你钱财”、“给你地位”、“给你名誉”，就可

以轻易收买。所以，企业家只有回到原

点，才能具备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的能力。

这种利他的精神最终仍会惠及自己，扩大

自己的利益。

李 锦 恭 坦 言 ：利 他 是 经 商 的 原 点 ，

也 是 最 高 境 界 。 自 己 思 想 和 心 灵 的 每

一 次 升 华 ，都 是 一 次 博 弈 的 过 程 。 他

说：“ 我有一个产品叫保密柜，这个设备

中 国 人 自 己 制 造 自 己 销 售 。 广 州 的 空

气质量要求很严，我们做金属的柜体有

一 个 喷 涂 工 艺 ，影 响 环 境 ，被 要 求 关

闭 。 如 果 关 闭 ，不 仅 质 量 很 难 控 制 ，而

且 成 本 增 加 ，工 期 延 长 ，企 业 自 己 的 设

备 将 全 部 作 废 。 我 们 下 面 的 主 管 想 了

很 多 办 法 ，主 管 单 位 来 检 查 时 就 关 门 ，

走 后 再 开 。 对 此 ，我 一 直 非 常 纠 结 ，一

直 在 思 考 稻 盛 和 夫 的 问 题 ：作 为 人 ，何

谓 正 确 ？ 最 后 连 觉 都 睡 不 好 了 。 关 闭

这个工厂后，我就安心了。做企业要以

人为本，提升心性，自我升华，用利他之

心打造企业王国。”

稻盛和夫关于“心灵经营”的智慧很多，

仅从以下案例中就可窥一斑。

1971 年 5 月，稻盛和夫收购了美国圣地亚

哥一家工厂。这家工厂经营混乱，每个月都

有 10 万到 20 万美元的赤字，员工零散操作，

毫无凝聚力。

稻盛和夫认为，人的本质应该都一样，在京

都制陶能推行的管理方式，在美国也行得通。

于是，稻盛先选出 50 名能接受京都制陶

思考方式的员工进行培训，并派原主管保曼

担 任 厂 长 ，希 望 他 能 够 领 悟 京 都 制 陶 的 哲

学。可是工厂一开始运营，就暴露了美国人

和日本人之间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导致纠

纷不断，结果使工厂每月赤字上升到 20 万美

元以上。

痛定思痛，稻盛决定不顾美国人的反感，

完全聘用日本管理人员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公

司，一个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领导体制建立

了起来。

第一次听到“你们辛苦了”这句话，美国

员工吓了一跳，但年轻的日本管理人员愿意

在生产线上与员工同甘共苦的诚意，令人感

动：他们穿着和员工一样的制服，并且丝毫没

有架子，员工们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认同感

和团结一致的决心。

当工厂业绩逐渐好转时，稻盛买了很多

比萨饼在餐厅里和员工们一块儿吃饭。第二

天，员工们就带着自己做的菜招待稻盛。自

此，他们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举办联欢会。

稻盛在工厂业绩上升后，把每月销售额

的 20％当作奖金发放给员工，这使所有人都

认识到，公司的发展与自身的幸福是紧密联

系的。 （钟 欣）

“微创新成就商业传奇”系列报道之四

大道至简 国保科技以“心灵经营”取胜

国保科技的李总以自身的案例告诉我们

如何提高心性，拓展经营。这条心性修炼之路

是一条漫长又近乎苦行僧式的路，也是企业灵

魂铸就并贯彻坚持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企业家经得起诱惑，还需要耐得住寂寞。

中 国 企 业 为 什 么 很 难 赶 超 世 界 一 流 企

业？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普遍缺少一种企业家

精神，缺少那种敬天爱人、克己复礼、滴水穿石

的灵魂。《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无论人生还是企业经营，

其成败取决于企业家如何想如何行动。

因此，企业转型的根本在于企业家转心。

要从如何赚钱转换到如何花钱，如何把创造的

财富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价值的再创造，也就是

企业公民意识的培养和企业公民实践，不仅是

拿出钱来，而且要用自己的知名度、影响力，对

社会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经验。

近年来，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

企业家正在践行李锦恭所提倡的那种心性人

格，这些企业家不仅用他们的智慧和财富造福

中国经济，还积极扮演社会活动家或慈善家的

角色，他们正在为大义名分而奋斗，而这些恰

恰又是基业长青的灵魂所在。

（作者系冠军论道论坛组委会副秘书长，

南方营销策划机构总顾问）

一提到办企业，我们就想到赚钱；

一提到经营，我们立刻会想到上级管理

下级，老板管理员工。民营企业管理者

常常更善于管理别人，而忽视了自我心

性的提升；中国企业更重视行为控制，

而缺少精神管理。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管理悖论：

无人愿意被管理，许多人是为了生存而

无奈地接受管理。众多企业效率不佳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此，中国企业家又开始苦苦寻找

企业快速发展的正能量。曾经，西方企

业成为中国企业的标杆和偶像，无论是

通用、福特、微软的经营方法，还是卡耐

基、杰克·韦尔奇、德鲁克的管理理念，

中国企业家如数家珍；东方邻国，比如

日本和韩国也是中国企业学习的楷模，

在很多中国企业身上，都能找到丰田、

松下、李健熙的影子；而从国学身上，各

类 研 究 在 商 业 中 的 应 用 更 是 大 行 其

道。东西方商业文化的不断碰撞，又造

成了中国企业家多年来的迷茫。

“我们追求财富，追求名利，却连最

基本的、从小就学的道理都忘记了。稻

盛哲学在教我们‘回到原点’，重新补修

如何做人。”稻盛和夫（北京）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董事郭弘波认为，要想改变整

个中国企业界的浮躁，只有先从企业家

的改变做起，企业家改变了，企业才会

有所改变。

对此，李锦恭颇有同感。采访中，

李锦恭反复讲到“精进”二字。他认为，

日本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不同之处

在于：中国企业家像个儿童，看到什么

好玩就玩什么，看到什么热就去学什

么，学完用一阵子，感觉没效果，就丢掉

了，再去寻找新的玩具；日本企业家则

像一个成人，认准了一套理论，就坚定

地去实践，不断精进。如果没有产生效

果，就反省自己做的是否到位，踏踏实

实地经营。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种持

续精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总想找捷

径，很浮躁，而捷径往往是找不到的。

由此看来，中国企业家思维模式的

改变与心性的提升比应用技术创新更

需勇气和智慧。只有以人为本，提升心

灵管理和心性经营，中国企业才能赶超

世界一流企业，实现基业长青。

记 者 手 记

被忽视的心性经营何时回归

花絮

演讲小插曲

在稻盛和夫与李锦恭相互了解颇深之后，稻盛和

夫曾邀请李锦恭到“盛和塾”做讲师，但李锦恭拒绝

了。稻盛和夫接着说：“那我就投资你的企业吧。”但

还是被李锦恭拒绝了。

究其缘由是，李锦恭不想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

另外，他的企业不需要资金。

“虽然对稻盛和夫颇为敬仰，但我现在已经明白

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李锦恭如是说。

而此次演讲，也颇具戏剧性。

之前，李锦恭与广东非常小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梁

伯强并不相识。梁伯强给李锦恭打过几次电话，李锦

恭未接，因为是不熟悉的手机号。但梁伯强不达目的

不罢休，又发短信。最终，李锦恭勉强答应。

几天后，梁伯强带领几个人，亲自到国保科技公

司再次正式邀请李锦恭到“冠军论道”演讲，并说：“此

事已经挂到网上了，广而告之了。”李锦恭回应道：“被

梁总的诚意感动，必须来了。”

按照冠军论道以往的规定：演讲嘉宾从晚上 8 点

开始，讲到 9 点半。但在 9 点半，梁伯强举手示意：“我

们要求延长演讲时间。”听众一起响应。

此次演讲一直持续到晚上 11 点多。梁伯强又提

议吃夜宵，李锦恭解惑答疑直至凌晨 2 点多。

稻盛和夫语录

1.最美好和最尊贵的行为，就是为他人奉献

2.德至深而事业更成功

3.平静的内心决定事情发展的方向

4.追求人间正道——单纯且强有力的信念

5.细节决定你今后飞翔的高度

6.简单是终极的复杂

7.走崎岖的路，做垂直攀登

8.改变“思维方式”，人生就会实现 180 度的大转变

专 家 评 点

稻盛和夫：人生是磨炼心灵的道场

李锦恭认为，人生即努力，努力即幸福。

人生的目的是通过劳动磨练灵魂，提升品格。

经过 20 年的风雨打拼，李锦恭认识到人生

其实就是三层楼：

一层楼是吃穿住行性，属于有钱的消费人

生阶段。人在一层楼时，处于本能状态，追求

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财务自由达到一定程

度时，人就想上楼；二层楼是琴棋书画茶，要有

精神享受，属于有闲的消遣人生阶段。能到达

二层楼的人很少，生活在二层楼的人怡情养

生，身心放松，享受生活，即所谓小富即安，知

足者常乐；三楼是提高心性、磨练灵魂，乐于奉

献阶段。能攀登到三层楼的人更少，生活在三

层楼的人追求心灵自由，不仅私心了无、动机

至善，而且有信仰，人为大义名分而奋斗，乐于

奉献。

李锦恭强调，人生三层楼，是要走动起来

的，在一楼不能太贪心，到二楼时，能力大了，

就要向三楼走动，不忘磨砺人格，做些对社会

有益的事情，造福大众，荣耀祖宗。这就是人

生的活法。

李锦恭：人生其实就是三层楼

延 伸 阅 读

稻盛和夫如何经营心灵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陶海青

■ 肖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