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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什么在过去的150年里西门子能够从一个只有十个人的手工作坊发展成为今天拥有386000 名员工和销
售额近1000亿马克的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企业集团之一？哪些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对企业的成功起到了
重要作用？哪些因素使得企业能够成功地驾驭危机和极端状况？面对通向第三个千年时所遇到的多种
多样的挑战，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企业如何能迎合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兴趣，并且能
同时适应新的环境并取得成功？简言之：企业必须具备哪些学习和“舍弃”的能力，才能在这个不断
变化的世界中存活下来？”本书的描述就是以这个问题为背景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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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厂“成立于19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带着剧
烈变革的烙印。科技以让人窒息的速度和让人无法预料的规模进步着，人们的生活由此发生着改变，
维尔纳·冯·西门子通过他的发明和使用创新技术为这一进程做着贡献。他的公司从一个简单的手工
作坊发展成了一家大型企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气集团之一。　
　1918年至1945年跨截止了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困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暂阻碍了
企业的成功。尽管如此，在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的领导下，企业的经营范围、销售额和员
工人数不是增长了数倍，因为在电子技术领域电的使用范围在不断扩大。1945年年初德国政治和军事
上的崩溃使得西门子公司的生存成了问题。　　本文从“为什么西门子公司能在15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
小型的手工工场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型企业”这样一个问题出发，多角度地对公司的发展进行了
明确的调查。在对未来的远景作战略规划的基础上，西门子公司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迎接了许许多多
的挑战。其中包括1848/49年建设从柏林到法兰克福的电报线，以及在19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建设与
美国相连的海底电缆，建设连接印度与欧洲的电报线等。这些就是在现代管理文献中被称为“长毛大
胆目标”(BHAG)的计划。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的爱尔兰电气化以及西口子二战以后重新夺回国
际市场的行动都属于BHAG之列。　　德国电子工业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和西门子公司的发展是同步
的。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厂成立于德国工业化进行得如火如茶的19世纪中期。当时的环境一
方面为西门子&哈尔斯克工厂的增长创造了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维尔纳·冯·西门子(1816—1892)
的工作和他的公司的活力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代。企业在几十年中从一家小型的精密机械车间，当
时主要生产铁路的电力机械信号钟、古塔橡胶绝缘电缆、水表，还有电报机，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最
大的电子公司之一，而且在公司成立不久就开展了国际业务。电报机制造厂的基础产品是由维尔纳·
冯·西门子开发的用于远距离信息传送的指针式电报机。该电报机作为后来电传机的前身构成了西门
子公司的核心领域即信息和信号技术的基础。　　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企业的建
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弱电技术——人们当时为了和强电(能源)技术区别，把信息技术
称之为弱电技术。工厂的生产主要是以手工进行的，生产的分工和机器的使用并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
。以手工方式来生产电报机设备无需太多的资金，所以企业在成立之初并不存在很大的资金风险。西
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厂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具有德国特色的欧洲企业，因为维尔纳·冯·西门子
从一开始就　　很重视在外国开展业务。在企业发展的一定时期内，西门子公司的业务的成功几乎主
要是靠他和外国的关系才得以实现，他的兄弟卡尔(1829—1906)和威廉(1823—1883)所领导的位于俄国
和英国的子公司，同时位于柏林的总公司也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西门子&哈
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厂已经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企业，而企业主要是靠纯粹的家庭方式来经营，并
没有什么系统的组织机构。　　在和俄国驻柏林的公使卡尔·冯·吕德斯进行了尝试的会谈后，1851
年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向圣彼得堡——莫斯科的线路提供了75台电报机。1852年维尔纳·冯·西门
子到了圣彼得堡，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业务。他后来又到俄国进行过多次旅行，而且他的生意伙伴约翰
·乔治·哈尔斯克就从莫斯科到俄国边境直至德国的电报线路的修建进行了谈判，谈判带来了预期的
效果：圣彼得堡——奥拉宁——喀朗施塔得电报线的修建使公司获得了更多的修建电报线路的订单。
除此之外，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还获得了进行长期的维护工作的任务。这样在俄国的业务就成了公
司的重要支柱，位于圣彼得堡的俄国分公司的领导者是当时24岁的弟弟卡尔。　　19世纪50年代的俄
国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电报市场。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俄国无论是出于政治军事原因还是出于经济原
因都有必要对通讯线路进行彻底改善。同时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55年在位)和起决定作用的
政治和军事界也都对新科技怀有很强的兴趣。由于俄国没有高素质的专业人员，所以电报设备的生产
、安装和维护方面的工作都只能依靠外国。　　1853年11月爆发了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
，英国于1854年3月参加进来并支持土耳其，以便改善其针对俄罗斯在黑海和海峡地区的地位。这场战
争加速了电报系统的建设。俄国军方对于尽快建设一条通往克里米亚的电报线抱有极大的兴趣，以便
能够时刻和被围困了尽一年的塞瓦斯拖波尔要塞保持联系。因此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被委托快速修
建一条莫斯科一塞瓦斯拖波尔的电报线路。当这条电报线路最终建成时，人们却只能通过这条线路通
报塞瓦斯拖波尔沦陷的消息。　　卡尔·西门子作为一名善于做决定的称职企业家于1853年11月取得
了在俄国业务的代理权。1855年1月1日，他成为拥有西门子&哈尔斯克五分之一股权的企业所有者之
一，并取代了自愿退出企业并被支付了5万塔勒的司法顾问约翰·乔治·西门子。从此之后，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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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独立地负责着在俄国的业务，并自负盈亏。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从1856年开始西门子&
哈尔斯克公司不能再获得大笔的订单，而这些订单在过去的几年里对公司获取利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更为困难的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后，和卡尔·西门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的国家电报
局局长格拉夫·克来米切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81在位)所撤换。这样与主管部门领导的直接联系
就丧失了。　　对于柏林的总公司来说，俄国业务的倒退意味着非常敏感的损失。1853年至1855年来
自俄国的订单使得柏林的工厂得以全负荷运转，而在之后的维护工作却只够圣彼得堡的工厂干的。除
了电报领域外，公司还签署了一些小规模的额外业务。维尔纳·冯·西门子开发了一种酒精表，该仪
器被俄国的税务部门在确定酒精税时加以广泛运用。　　尽管新的订单数目在减少，在最初的阶段里
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在俄国的收入却一直保持稳定，因为1855年他们签订了为期12年的为所建线路
进行维护的合同。由于最初人们很难计算出维护的费用，所以制定了很高的维护费用。后来维尔纳·
冯·西门子所发明的电铸版仪表能很快确定发生干扰的位置，也就把对人员的需求降到了最低点。这
样，所谓的补给业务成了一个获利颇丰的收入来源：维尔纳·冯·西门子非常高兴地发现，他的企业
获得了“俄国帝国电报线路的修建者和维护者”的称号。　　在1867年合同执行完后，西门子公司在
俄国也能在和外国对手的竞争中站住脚并继续向俄国销售很多的电报设备和铁路部门的安全系统。　
　除了为整体业务共同工作外，维尔纳、卡尔和瓦尔特·西门子三兄弟，还在高加索经营凯达贝格铜
矿。1864年卡尔和瓦尔特和维尔纳一起购买了这一矿山，但这一行动却让其合伙人哈尔斯克大为恼火
，他拒绝对他来说不确定的投资，而且这一举动还会牵扯到整体业务所需的生产能力。即便是在哈尔
斯克退出之后，凯达贝格矿山也一直被划在整体业务之外。　　当瓦尔特·西门子为他弟弟卡尔在高
加索监督从圣彼得堡开始的电报线路的修建和维护工作时，他发现了这个铜储量丰富，但也在下沉的
矿山。当他的第一位夫人玛蒂尔德去世之后，维尔纳·冯·西门子于1865年秋天启程到高加索，后来
在他的一生中还去过那里两次。他当时发现了两个缺陷：其一是交通不便。在位于伊丽莎白港附近的
凯达贝格和黑海之间，也就是大约枷公里的路段中，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且所有用于建设一座
现代化矿山所需的材料都必须从欧洲获得；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当地的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劳动热情不
高。只要过着游牧生活的居民所挣的收入能负担他们一段时间的生活，他们就不愿意在矿山中干活了
，这阻碍了一支固定的工人队伍的建设。出于这个原因，领导岗位都是由西门子的员工或波罗的海省
份的俄国人来担任。　　当1868年维尔纳·冯·西门子由于瓦尔特因事故死亡而赶赴高加索时，矿山
工作已经进展得非常好，以致于俄国政府愿意向他们兄弟再提供其它矿山的开采计划。冶金技术的引
进改进要感谢卡尔，他当时已经把住所从圣彼得堡迁到了第比利斯，并潜心研究矿山的组织工作。　
　由于维尔纳·冯·西门子坚持由一名家庭成员来领导位于第比利斯的西门子公司，人们最后同意由
最小的弟弟奥托(1836-1871)来担任这一职务，他已经和他的兄弟们在第比利斯呆过一段时间。由于缺
少业务经验而且身患肺病使得健康状况不佳，所以他当时并没有能力来领导矿山。为此卡尔在伦敦也
还要关照一下凯达贝格，但他和由他雇用的矿山领导们却没那么走运。当奥托和斯瓦拖不尔克—米尔
斯基侯爵的遗孀安纳特·冯·克雷默结婚后，他的影响大增，之后1871年的矿山的情况暂时得到了改
善。这一发展却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同年秋天奥托·西门子便去世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
矿山的经营每况愈下，直到他们1876年聘任了新的矿山领导古斯塔夫·科勒，他一直在凯达贝格工作
到1905年。在他的领导下，矿山的铜开采量很快就翻了数倍，而且从1877年开始，矿山就又重新赢利
了。维尔纳·冯·西门子在世时对这个企业显示了很大的兴趣。早在1890年，当他为生平回忆撰写高
加索的报告时，他就设想要把矿山变得现代化并加以重新组织，而且要把凯达贝格建成一家欧洲的模
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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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500强"企业不仅促进了整个世纪的工业革命与技术创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
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了卓越的企业文化，成为全球企业的可贵借鉴的范例。西门子公司
作为五百强之一，其成功的秘诀何在？本书讲述了其成长的过程，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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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快毕业了，今天专门用半天时间把自己以前读过的一些书整理一下，算是对自己大学的一个小小
总结。大一读过的书早忘名字了，所以只能整理大二下半学期以来能记起的一些比较好的书名，这些
书陪我走过了过去的一年半时间，也是它们让我一点点从几年前的失败阴影中走了出来。时光荏苒，
如今，自己即将走出学校，不过这些书带给我的阳光和感动却是一生的，谢谢这些书的陪伴，以后的
人生路，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译本较差，顺序混乱 看起来费劲。。
不过也没有其他这么来写西门子传记的了咯，想了解的可以看看 
3、本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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