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505135694

出版时间：2015-10

作者：迟宇宙

页数：4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

内容概要

宗庆后可能是全中国购买地图最多的人，他的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各种地图，从省、市、自治区、
直辖市到高速公路、城乡公路网，地图上通常都做满了标记，标记的是宗庆后实地考察过的市场，足
迹遍布中国城乡各个角落。
28年来，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年中，200多天奔走在市场一线，宗庆后用脚板来了解市场、接人气，
接地气，直至一手打造出价值上千亿的娃哈哈商业帝国，几度问鼎中国首富。当我们坐在办公室谈论
中国首富时，首富本人或许正行走在广阔大地上，例行地和乡间小卖部的老板聊天。
著名作家迟宇宙，在采访宗庆后及家人、朋友等120人基础上，全面还原出宗庆后70年来的人生经历、
商业思想。如何通过“开明的专制”经营企业，如何用“家文化”凝聚上万员工，如何靠神奇的“联
销体”网络，让偏远的西藏那曲，地上除了牛粪就是娃哈哈的瓶子。此外，本书还首次曝光数万字达
娃之争的真实内幕。
翻开本书，看一个传奇实业家70年来的人生哲学与经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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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

作者简介

迟宇宙，著名财经作家，北大才子，《南方周末》著名记者，《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新京报》
前副总编，现为《中国故事》总编，中国最优秀的财经作家、专栏作家之一。著有《联想局》《海信
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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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宗庆后为什么能揭开娃哈哈的成功密码
2、青春的苦难是一项修炼，既是不知未来的路在何方，也不能停下追逐的脚步，为梦想努力，为未
来储备能力，用一生的时间创造自己，让自己出类拔萃，与众不同。
3、有点拔高，有点民族主义。看故事还是可以的

4、很一般。
5、朴实的宗庆后，建立了娃哈哈这样一个商业帝国，值得钦佩。不过其背后的政府资源也是助其成
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历经的磨难的企业，能更好的挺立。
6、现在的企业家，能够踏踏实实干实业的少之又少，宗庆后能够耐得住寂寞实属不易。老一辈企业
家，包括褚时健，都是一步步探索，一步步吃苦熬过来的，何况创业的年龄已到中年。哇哈哈的杀手
锏，就是对渠道和员工的掌握，以至于在达娃之争中，包括市场竞争中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对基
层的掌控，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倒闭的企业正是对市场，对公司的运行了解的太少，只关注指标，也
可以看出，外国的一些管理模式太僵化，我们不能拿来就用。不过最后，对于哇哈哈的接班人，我觉
得不应该采用世袭，用女儿去继承，而是找专业的懂市场的接班人，才能延续哇哈哈的辉煌，否则可
能哇哈哈之后就落魄了。实体经济确实不容易。从这本书中学到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干事还是得踏
踏实实。
7、一个朴素首富的立业之路。
8、跪舔的文章
9、前面还没创办哇哈哈的事讲的还好，后面的就是拍马屁了，不过胜在资料翔实，笔法也可以，还
是值得一读的。
10、老牌中国首富、娃哈哈创始人、70岁的宗庆后首次开口，讲述自己的创业历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23741549930&spm=a310v.4.88.1】
11、感觉是一个蛮接地气的民营企业家
12、更适合作为娃哈哈的内部员工洗脑材料 老爷子确实有两下子 但写的太个人崇拜了 越看越觉得缺
少客观性 从受益角度老说娃哈哈的成功也不具备太多可借鉴之处 赶上了改革和改制的特殊时期 遇到
困难基本都有政府领导出面摆平 而且这种非现代化管理方式是否可行还要看老爷子退下来后才能得到
真正的验证
13、很企业，很励志，了解首富的很多！
14、确实，过分的站在宗庆后他们的角度来描述娃哈哈的成长，感觉比较片面，而没有客观地来写娃
哈哈（更多的应该采访当时对立面的人），不过，宗庆后踏踏实实地干事业确实让人很佩服。
15、迟的文笔自是不必说的，一贯才情横溢，可挖掘深度却对不起迟在商业作家圈的江湖地位，作为
他的粉丝颇为他遗憾，迟笔下的宗庆后有高大全的嫌疑，某些章节里似乎作者已经被深深的感染，失
去了应有的观察距离。即便是对于宗庆后成功的分析也略显漂浮。对比《褚时健传》后者文风更为质
朴，读后收获却更大。
16、狗屎。这么好的题材写成这个样子，贵圈混饭吃的人太多了。
17、有些地方有失中立立场，比如达娃之争，对宗太过美化，作为一本传记差强人意
18、在读，好。
19、想去杭州清泰街总部看看⋯⋯总觉得书里捧得比较高，有些现实管理的问题没有写，写了发展历
程中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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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书：不客观，情绪化，民族主义，只褒不贬。作为传记，可读性强，资料够权威，毕竟传主
的故事太精彩。二、笔记：1、产品技术：除了最早的儿童营养液用了浙医大的专利，之后大多是跟
随战略。2、营销系统：独创的联销体，是利益共享的渠道建设；各种营销手段的综合运用。最关键
是农村市场的营销网络建设，这是娃哈哈的命脉。3、管理风格：开明专制，暴走市场，保持市场敏
感性。极度扁平化，减少内耗，超强的执行力，缺失在干部培养乏力，用女儿接班。全员持股，员工
的利益共同体。家文化。4、多元化：专注在一个领域内的多元化。5、政府关系：得益于浙江与杭州
政府的开明与改革。
2、首先，本书取材宗庆后先生的回忆描述，因此对事物的描述相对比较主观，正所谓“成王败寇”
，宗先生成功了，所以阐述的想法能够支撑事情发展的最终成功结果；但是从读者角度，如果需要汲
取营养获取知识的角度，其实更加需要相对中立和客观的评价和分析作为指导未来商业行为和企业进
步的指导建议。另外，本书篇幅虽不算小，但是除了在与达能集团PK的章节描述细致之外，在其他娃
哈哈从1~N的过程中如何发展如何壮大，似乎只是为作者展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即使在十几二十年
前的中国，即使当地政府的父母官如书中来说可谓爱民如子、爱企如侄，但整体社会政治、官僚、商
场之中一定不会像书中这般几乎“未提及”潜规则，而笔者恰恰认为在中国商业环境中，如果没有根
正苗红的红色背景或其他类型的大树福荫，无论哪个行业何种性质的企业，如果安分守己偏安一隅，
那么兴许可以长期存活；如果想要和娃哈哈一样飞速发展茁壮壮大，那么其中必须迈过的坎儿：各种
潜规则，则必须是企业领军人或者核心团队要去克服和跨越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我们读这本
书，可以通过宗先生的描述了解娃哈哈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但是仅凭纸面上告知读者的这些内容，
是无法让人真正获悉娃哈哈这个巨无霸究竟是跨越了如何复杂的艰难险阻、宗先生又是在创办和培育
企业的这些岁月中经历了如何不堪回首的晦涩往事，但毋庸置疑的是：娃哈哈目前的确是中国的巨无
霸，宗先生的确曾作为中国企业家的领头人。再谈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宗先生的娃哈哈应该说是
血统纯正的实业致富，书中各个章节多次描述“房地产和股票，有诱惑，但是娃哈哈是不碰的”，宗
先生似乎想告诉读者，他带领的娃哈哈就靠血统纯正的实业发展而攀登上中国商业之巅，但笔者认为
娃哈哈做实体经济做到今天，如同沃尔玛之于美国，都是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特定商品需求时代时
衍生的产物，而虚拟经济如今的确已经渗入和颠覆了很多传统行业，但虚拟经济的确不应单纯地被看
作洪水猛兽，否则或许就没有当初娃哈哈和达能的联姻。有的朋友可能认为娃哈哈和达能联姻是因为
宗庆后先生看上了达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希望能够皆为己用；但实际上，技术方面依据书中描述，
并没有带给娃哈哈太多，而管理经验方面，达能除了派驻常驻财务人员之外，其他管理人员是没有进
入娃哈哈的，也更谈不上对管理方面的改造提升，娃哈哈的管理在宗先生的年代一直是一言九鼎的帝
王制管理（并非贬义）；而笔者认为娃哈哈与达能的联姻，实际上还看重了达能的资本，也就是资本
的力量。从本书中所展示，达能在与娃哈哈合作的过程中，实际上并非以科技专家、管理顾问等角色
出现，而从一而终都是目的鲜明的以资本运作为手段，以吞并娃哈哈为目标的过程。对娃哈哈来讲，
自身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上遇到了瓶颈，而这个瓶颈包括：资金、经验、管理水平、市场多个方面，
而资金是权重很高的一个部分，因此才有了宗庆后先生在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决定和达能联姻的决定。
这个决定虽然导致了后期与达能的恩怨相杀，但是作为那个历史关头企业掌舵人的宗庆后先生，如果
再重来一次，他可能不会选择达能，但一定会继续在世界范围选择资本的橄榄枝。资本运作本身属于
虚拟经济，对虚拟经济运用的好，就如同在氧化反应中添加了催化剂；运用的不好，就会让催化剂影
响反应本身的结果，走火成魔。因此，无论是对于当年的民营企业、大国企，还是当今互联网、金融
、房地产大肆横行的虚拟经济大肆繁荣的当代，对虚拟经济不要怕，也不要丑化，要用对，用到位，
这才是摆在地方zf、商业集团和企业领军人、商业从业者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最后，笔者还是感谢
宗庆后先生作为出身草根、毫无背景的草根阶级涌现出的精英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塑造出纯粹民营的民
族企业，代表民营企业立足于神州大地，坐拥娃哈哈这一传承品牌而屹立不倒，着实为中华民族民族
资本书写了灿烂的篇章。正面：以下为宗先生在经营娃哈哈过程中的一些神来之笔，记录下来以学习
：1、产品技术：除了最早的儿童营养液用了浙医大的专利，之后大多是跟随战略。但能够跟得紧，
保持半步创新，体现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2、营销系统：独创的联销体，是利益共享的渠道建设，
将生产厂商和渠道更加紧密地绑定；各种营销手段的综合运用。3、目标市场的选定：宗先生看清了
最关键是农村市场的营销网络建设，这是娃哈哈的命脉，也是娃哈哈重大战役胜利的原因之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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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风格：开明专制，暴走市场，保持市场敏感性。极度扁平化，减少内耗，超强的执行力，缺失在
干部培养乏力，用女儿接班。全员持股，员工的利益共同体，家文化。（这一点褒贬不一，但在那个
年代确实成功了）4、多元化：专注在一个领域内的多元化，避免产品过时，分散风险，未雨绸缪。5
、政府关系：得益于浙江与杭州政府的开明与改革（真的碰上给力的父母官了！）6、伯乐：时任杭
州市文教局傅美珍副局长可谓宗庆后人生中最大的伯乐，没有她对与宗庆后的认可，力排众议支持宗
庆后承包校办工厂，也许就没有当今的娃哈哈。做人要感恩！反面：笔者对于本文的立意和论述有些
不同看法：1、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盖棺定论”，目的是能够在事情或人物尘封历史一段时间之后
再进行评判和审思，避免因短期影响波动而错评、乱评。就本书而言，在娃哈哈企业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成长史已经作为历史，我们可以开始评判；但自从生长为庞然大物开始，娃哈哈的经营策略、
宗庆后先生的运筹帷幄在商海里何去何从，实际上是需要时间的检验的。网上数据可见：国内民营企
业排行榜      全年销售收入（RMB）2010年    8th       549亿               2012年    16th     636亿2015年    31th     720
亿由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娃哈哈在突破500亿之后，实际上发展已经降速甚至趋于平稳（销售收入如
果考虑到货币价值波动的因素后，几乎没有变化），一方面说明国内饮料市场相对饱和，人口红利已
经挖掘充分。但是，拥有13亿国民的国内饮料市场是巨大的，可口可乐、百事、伊利、蒙牛等竞争对
手仍旧占据巨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说明娃哈哈在企业管理和创新方面遇到了又一个需要跨越的鸿
沟；因此，在娃哈哈刚刚发展成为国内民营企业巨头的时候，不妨再观察几年，在趋势确定的状况下
书写评论确定优劣不失为一个更好的选择。2.娃哈哈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1987年，那个年代中国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重可谓微乎其微，农村市场孕育着广大的发展
空间，宗先生在那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做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可谓眼光独到。但是进入21世
纪，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造就了一个个巨型都市，国民
经济贡献的比重进一步由农村倾向城市，同时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文化传播行业的飞速发展，而文化传
播往往是以城镇为中心向四面扩散，所以进入2010年以后，实体经济中尤其是消费类产品和服务必须
依托文化品牌传播来同步进行。娃哈哈在创立之初考虑到农村覆盖率，因此大力投入抢占央视黄金时
间布局广告宣传，但时至今日，相信新闻联播的最大比重仍在农村，但实际数字应大大缩减，很多观
众流向了地方自营电视台或网络商业媒体，因此央视的传播力度已经有所式微；笔者早上在所在的天
津市市区某大型连锁超市买早餐，顺便留意了一下超市内的饮料乳制品展柜：铺天盖地映入眼帘的无
非是可口可乐、百事、伊利、蒙牛、娃哈哈、同一，在认真搜寻了两圈后，在矿泉水阵列里发现了孤
独而立的一瓶娃哈哈，在另一货架最下层发现了营养快线，唯一稍显规模的是位列八宝粥柜台视距高
度位置的娃哈哈八宝粥勉强能够和身边的银鹭、统一八宝粥抗衡。另外，记忆中似乎早已不见书中花
费大篇幅描绘的自主品牌“非常可乐”的踪迹，甚至都不记得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回忆书中对娃
哈哈布局二三线城市以及农村市场的自鸣得意，笔者深切感到悲哀，希望宗先生的接班人们能够秉承
宗先生之前“暴走”的优秀传统，走出去体察一线市场的真正需求和竞争格局，为娃哈哈这一民族品
牌再次崛起做出正确而顺应时代发展的决策！3、世袭式接班人制度。娃哈哈的管理制度中（按照书
中描绘），不设副总因为避免（怕？）树立派系争权夺势，继承人直接指定自家女儿。这些决定的成
败与否至今还不得而知，我们暂且相信宗先生对女儿的信赖，相信宗馥莉女士的管理能力，相信娃哈
哈麾下所有员工对企业从一而终的忠诚，但是这样的管理模式其实并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先进理论
，但笔者仍旧希望宗氏父女能够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坚定而成功的篇章。尾声：时下是2016年下半年
，作为实体经济阵营中民营企业的出色代表，娃哈哈无论如何是为民族企业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和标杆
。纵观四野，虚拟经济如股票债券地产投资逐步占据了商场舞台，娃哈哈作为老牌民营企业如何看待
身处的环境变化？如何调整自己的飞行姿态继续翱翔长空？如何健康茁壮地在21世纪继续营造自己的
商业帝国？这是我辈年轻人需要仰望和观摩的。最后，祝福娃哈哈越走越远，继续鹰击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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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的笔记-第258页

        脱胎于当年的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的娃哈哈集团，几经扩张和更名，如今已经是国内最大的
食品饮料企业，而在当时草创之时，虽然当时的全部启动资金都来自宗庆后以及员工为保灵公司代销
花粉的预付款和银行贷款，国家并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完全是依靠企业自筹资金滚动发展起来的，但
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不得不带上了“国有企业”的帽子。
。。。
。。。
。。。
收获亲手种下的丰硕成果固然让人感到幸福，然而，在宗庆后和娃哈哈的员工们看来，这一结果只能
算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从娃哈哈的前身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诞生的第一
天起，所有的资金都是他们自己筹措、积累起来的，企业经营业完全依靠他们自己，国家并没有投入
一分钱。
但是，在本书P63，“扑向机遇”章节中：他41岁那年获得了一个机会：杭州市上城区文教局要对下属
的校办企业经销部采用承包经营的方式，并选拔经销部的负责人。
。。。傅美珍副局长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这个校办企业经销部连经理在内一共只有3个人，开办费
只有4万元其余14万元可用资金全部来自贷款。。。
本书P79：1987年7月4日，杭州市计划委员会下文同意建立“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虽然计
委同意了，但是并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全部要靠宗庆后和员工们自己想办法，最后他们以自己销售花
粉的预收货款和向银行借款的方式，勉强筹集了“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的第一笔启动资金。
由此，个人认为虽然“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从法律法规上的确没有国资的投入，但是前面校办
工厂的原始资金积累是缘于承包小班企业经销部，而经销部的资金确确实实包含4万元的文教局的初
始投资。
所以，从情理上杭州保灵应该是脱胎于校办经销部，而从法律上没有任何约束。这的确是横亘在娃哈
哈创始人和员工心头的一道杠，也是横在当地政府心中的一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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