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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胜九败》

作者简介

柳井正（1949年2月7日）
出生於日本山口縣宇都市。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畢業後進入著名的百貨賣場佳世客
（JUSCO），工作10個月後辭職。1972年開始在父親開設的小郡商事男裝店服務。1984年於廣島市開
設休閒服飾品牌「UNIQLO」（優衣庫）一號店，並於同年出任社長一職，此後，「UNIQLO」快速
成長。
1991年把公司名稱由小郡商事改為「Fast Retailing」（迅銷）。1998年將版圖擴至原宿，並掀起風潮
，1999年在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2002年起就任「Fast Retailing」董事會長兼CEO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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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胜九败》

精彩短评

1、他家的衣服没买过，但是对他的商业模式很感兴趣。
2、　　因为日本纤维产业的衰退，那些上了一定年纪的熟练技术工人，渐渐失去了可以发挥作用的
场所。于是我就拜托他们到中国进行技术指导，想不到他们竟然兴趣很高，纷纷毛遂自荐。对于这些
匠师们来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而对中国的工厂来说，获得了一个提高生产技术的好机会。
　　
　　
　　
　　在关东人的眼里，我们是一家从关西地区过来的打折店，尤其是在证券评论家们的眼中，持有这
种看法的人还不少。打折，就意味着便宜，而“便宜没好货”的观念在关东人的脑海里是根深蒂固的
。
　　
3、@乌龟也会飞 嗯嗯，Lz说的是，我买的就是工商联的⋯⋯说着说着柳井成长故事呢，转眼就又说某
某地开店的事去了，唉。
4、　　里面的观念很传统，
　　
　　我更偏向喜欢《重来》里面的商业思维模式，那部书的评价我也有写。
　　
　　但这部书
　　还有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应该说，优衣库的成功也不是非偶然的，也是一条艰辛路。
　　
　　如果，从事服装这一行业，你如果在为开服装公司而迷茫，如果，你看不懂《重来》的思维模式
，这部书很不错。
5、实际就是服装四季的基本款，起初他们还追求品质，进入中国后，就滑向了垃圾。价格限定是市
场份额的保证，利润追逐驱动只能牺牲品质。当然优衣库比起更典型的垃圾还是有区别的，薄利多销
取中段策略吧，关注过，没买过。
6、1）创业简介
2）供给连锁（supplychain）的角度看“经营”&ABC改革
3）U型理论角度看“经营”&极速成长期企业“经营”成功的“秘诀
4）店铺及本社的关系&组织制度角度看”经营“
5）失败及成功的关系（举例）
全书层次清晰，浅显易懂。柳井正是个再简单务实不过的企业家。一切已客户（店铺）为中心，本社
的运营不过是为客户（店铺）提供服务的机器。
顺应时代变化，等同于顺应客户的需求变化。总之是个彻头彻尾的”顾客就是上帝“奉行者。
看完之后对玉塚苛刻要求罗森紧盯店铺的理论根源有所了解。然而实行力度不够，组织肥大涣散的问
题不解决，不知何时才能做到”彻底“执行。

7、挺好的一篇评论，让沙发给毁了
8、　　没有企图读完这本书，要学到什么成功的经营理念。
　　
　　一胜九败，看到这个书名，决定看一看。现在看到的大企业，都是被市场和时间筛选后的成功企
业。市面上写他们的故事，大多也都是如何如何成功的经历。于是便想读读这个一胜九败。
　　
　　读完这本书，感觉听了一位老人很真诚的讲了他艰辛创业的故事，让我也对他的企业有了新的认
识。一个要对社会有存在意义的企业。
9、优秀的商业模式让老行业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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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胜九败》

10、so u mean K-T should consider post-android-era in advance? hahaha
11、说的挺到位，两本都读了，两种素都有吧“此书适合有一定商业知识的创业者和经营者阅读。 此
书适合纯粹对优衣库感兴趣的读者。 ”
12、三言两语就能被毁了的评论好么LS？
13、　　柳正井 《一天放下成功》 
　　
　　优衣库使命：改变服装，改变常识，改变世界。
　　“以最快的速度制作顾客所需要的优质商品，以最合理的价格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人们买衣服的需求是受到时间、地点、场景、环境、个人风格以及购物时的心情等多种要素影响
的。但是卖家光依靠通过分析这些元素、对数据的理性分析是无法创造出畅销产品的。
　　简单来说，就是成功不能复制。
　　哪怕业内人士对畅销商品的要素了如指掌，他们还必须将商品代入到顾客真实的使用场景、生活
环境和个人体验中去，这也是为什么优衣库非常重视在电视、平面广告甚至是店内单品搭配上展现这
些。
　　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敢于试错，一旦发现销售不好就得下决心立马调整。
　　
　　“公司是谁的？——企业不是股东的，也不是员工的，而是客户的”
　　=&gt; 顾客的需求才导致产品的产生。因此，公司“为顾客而存在”才是真正的本质意义。如果
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在公司里工作的员工，就变成“为了你们公司员工的幸福，我就买下这件衣服吧”
。顾客为了公司里面的员工而埋单，这岂不成了笑话。
　　=&gt; 商品如果不是客户所需要的，毫无疑问是卖不出去的。但是如果符合客户的需求，对买家
和卖家都有利，对方的交易就会成立，这和生产、销售手法的好坏没有关系。
　　
　　
　　
　　“大企业病——官僚主义盛行、管理层级繁复、决策速度非常缓慢”
　　优衣库在2002年8月的决算期，遭遇了公司上市后的第一次减收减益；而到2004年8月的决算期，
再次实现了增收增益；但是到2005年8月决算的时候，反而又出现了减收减益的情况。
　　=&gt;“减收减益”，说明企业效率变低。
　　=&gt; 我清醒地认识到，当企业经历了业绩触底反弹之后，就容易产生追求稳定发展的想法。
　　=&gt; 问题是，商品采购、生产以及研发等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工作上出
现了“得过且过、表面应付”的现象。
　　=&gt; 当工作量多到一个人或两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出现“组织”这种形式。不是先有组
织才有工作的，而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为了能够更有效、更顺利地推进工作才组建组织的。所有的组
织都是为了服务客户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gt; 因此我提出了企业“二次创业”，我们需要不断地向新的事物发起挑战，领导层做任何事
情都必须由自己思考、自己执行。
　　=&gt; 工作并没有固定现成的模式，领导层只有和具体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找出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整理，并最终将问题解决，才算是完成了使命。
　　
　　
　　
　　
　　
　　
　　“成功没有方程式，需要不断试错”
　　搞企业经营，无论是干什么，如果不经过实践的检验，很多事情是不知道其好坏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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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胜九败》

　　
　　=&gt; 畅销不是分析出来的：导致消费者发生购买行为的，是这个人的情感和条件反射。在各种
要素之中（颜色、花样、设计、衣料、功能、缝制品质、价格、穿着感、品质）找出导致畅销的最主
要要素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在被购买之后，分析畅销的理由是比较简单的；但在被购买之前——也就是说，在商品
企划的阶段，要预测畅销的要素是不太可能的。
　　也就是说，希望运用分析结果，再来复制一个热门商品的神话是非常困难的。
　　
　　=&gt; 如何制作畅销品：“找到客户真正的需求，不断地在公司内外进行试制、检验和改进，通
过广告宣传让客户知道产品的好处，才有可能创作出畅销品”
　　如果我们能够非常细微地观察市场，能够真正地解读消费者的心理，并结合我们自己的能力从蛛
丝马迹中发现可能畅销的要素，也许我们就可以经常制造出让消费者动心、满意的商品。只是，在目
前的环境中能够实现畅销的那个商品要素，在打高尔夫时球棒击中球面的那个点在哪儿呢？没有现成
的捷径和法则，也没有人教给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每天老老实实地、细致地与从事商品采购、研发的人，以及市场营销人员一起周
而复始地进行对话和讨论。不经过非常艰苦的努力、改善再改善的精益求精，以及不断试错，是不可
能产生非常畅销的商品的。
　　也许，当科学性的、分析性的探索和艺术性的、近乎直觉的探索有机融合时，就可能诞生好的商
品。偏废哪一方都是行不通的。然而，但这两者中，要说更偏重哪个一些，我认为也许是艺术性的吧
。
　　只依赖理论上的、分析性的探索，我不认为能够开发出受市场欢迎的商品。
　　另外，即使是了解了商品畅销的要素，对顾客来说，没有真实的生活环境的体验，不运用电视广
告、新闻广告、商场店铺的实景展示等传播手段来告知、说服顾客，要想达到非常畅销的效果，也是
非常困难的。
　　
　　
　　
　　
　　
　　
　　
　　
　　
14、这本比一日放下成功，还是好一点的~
15、我经常去买，确实感觉到性价比很高，和fast fashion中的zara h&amp;m gap相比，品质上优衣库明
显要技高一筹，价格差不多。日本人确实牛。
16、ls的是和优衣库有仇吗？！！！
17、顶，有空看看
18、失敗並不可恥，可恥的是發生重複的失敗。
19、没觉得龙抬头的评论毁了Lee的书评，柳井正之所以能成为日本首富，与其定位有着很大的关系，
定位于基本款，即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而就像龙抬头说的，大众市场其中段是最值得发力的一段。我
觉得优衣库，最牛B的定位在于“容易搭配”这个点上。
20、作为一个长者，他的超前性与能动力让人叹为观止。。
21、谷歌拼音输入法
22、喜欢优衣库么？
23、　　Lz对工商联太客气了，写得时间&amp;逻辑都很混乱，偶以为根本是胡拼乱凑⋯⋯
    ---工商联那本看看就好，就是本心灵鸡汤，比较适合大众；中信那本，适合有一些阅历的人，都是
干货。
24、　　有友自京城来，赠我此书，并且郑重地嘱托我，要把这本书传阅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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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胜九败》

　　
　　书扉页上有章，上面的字是：
　　民间流动图书馆，公益赠书敬请传阅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官书院胡同30号
　　网址：http://www.minjianliudongtushuguan.com/index.php
　　并有一份报纸介绍这个图书馆，令人肃然起敬。优衣库我还没实际接触，先读书，再体验。我特
别到网上看了一下这个图书馆，也认真阅读了报纸，知悉这个图书馆的由来。
　　
　　在网站上有清晰的说明：
　　“民间流动图书馆”著名营销策划专家、中国广告界“策划三雄”之策划之侠、中国十大策划案
例金奖获得者、京城“国学四大才子”之一徐大伟先生于2009年2月25日发起创建的。
　　“民间流动图书馆”旨在通过“网络店”和“实体店”向国内外广大读者免费赠送好书的形式，
提高人类文化修养和生命质量，全面体现“纯公益、全免费”的建馆精神，“民间流动图书馆”创始
人徐大伟先生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国民读书改变命运的运动
，其所有购书、寄书、场馆租赁、活动支出、员工薪水等一切费用均有徐大伟先生一人承担。不接受
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任何形式的捐款。
　　
　　朋友从那里借这本书给我，也有推荐我关注一下优衣库的意思。对优衣库，我之前有注意过，是
某次秋叶来深，约了人月、长云一起在金光华的星巴客聊天，旁边有优衣库的大张海报，只是我并没
有进去看过。
　　
　　由于这本书有这样特殊的因缘，所以我看得也格外认真。看到第80页，我才明白《一胜九败》这
名字的意思，看过的部分，有不少都描述了失败，而失败的教训非常宝贵。作为一个知识管理研究者
，我对＂失败＂有更强的好奇，但失败往往被重重掩盖，遇上一本描述失败多于胜利的书，我喜欢。
　　
　　书很真诚，优衣库成长历程中的失败都有揭示，包括从失败中学习到的教训。当然，不须否认，
九败之所以能够成书，也还是因为一胜。如果没有这个胜，败也就是真败了，可能湮灭，不被人知。
但胜原本也是目的，并没有人是因为要求败才去做事情，只是因为失败不可避免，所以需要建立对失
败的正确态度。
　　
　　我与不少投资界朋友攀谈，知悉在投资过程中，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只是这些案例，往往被成
功案例的光芒掩盖，但在投资公司内部，对于失败相当坦然，因为大家知道，不可能任何一个项目都
可以成功退出，所以有包容心，而如果并没有这种文化，则非常有可能对失败持强硬的谴责态度，从
而使得人们不再敢越雷池一步。鼓励尝试、敢于失败，是创新中必须的态度，我也一直在思考，是不
是中国之所以缺少创新，即在于成王败寇的古老文化渊源。
　　
　　优衣库做了大量的尝试，有些尝试意外地成功了，但也有些顺理成章地失败了，胜而不骄，败而
不馁，分析原因，卷土重来，这种文化貌似被优衣库上下认同，所以才会有今天的优衣库，在艰难的
开始，其实也有质量问题，有人才培养问题，和很多企业所经历的类似，但是不同的应对模式，也导
致了企业的不同命运。
　　
　　附录中的创业者十诫、经营者十诫以及经营理念也有非常棒的借鉴意义，值得反复琢磨。
　　
　　计划抽个时间到优衣库现场感受一下。而这本书，也依照朋友所嘱，会传阅出去。
25、　　整本书没说UNIQLO的神话故事，
　　而是掏心窝子的管理感言。
　　干过公司的人都能看出来，
　　柳老师说的都是带血带笑的干货。
　　而且不分行业，不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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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句话是装NB的，
　　没有一句话是喊着玩儿的，
　　不讲大道理，就说小商小贩的商业法则。
　　时不时还会貌似镇定地说上句：“这真是很没面子的事儿。”
　　看到公司里的优秀女员工被非优秀男员工娶回家当妈妈桑，
　　还会“相当窝心啊！”
　　
　　据可靠消息，柳老师这个月底会登上“中国服装论坛”，
　　要粉的赶紧找门票吧。
　　
　　
26、看了一半了，节奏很好，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先生娓娓道来，将优衣库的发展历史的经验教训一
一阐述，其经营理念值得每个创业的人学习。很精彩的一本书。 
27、编排实在有点混乱。。。
28、设计理念可以参考《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术》。作者佐藤可士和曾经做过优衣库的创意总监，书
里有优衣库的案例。
29、　　标题没错，我要说的是两本书名都是《一胜九败》的书，一本是中信版，一本是工商联版。
　　如果你跟我一样，冲着优衣库和柳井正的大名来找这本书，你要找的应该是中信版的《一胜九败
》。柳井正的这本自传2003年出版日文版，2010年末有了繁体中文版，2011年中信引进简体中文版。
　　不过在中信版上市之前，工商联出版社却抢先推出了一本同名书，尽管作者不是柳井正，书名却
同样是《一胜九败》。
　　在读完两本《一胜九败》之后，我来说说两者的区别：
　　
　　中信版
　　柳井正站在一个创业者和经营者的角度，讲述了优衣库创办以来的风雨历程，原汁原味的优衣库
第一手信息。写得很诚恳，面面俱到，但是各个方面有没有深入展开。语言有点生硬，有些内容需要
读第二遍。
　　此书适合有一定商业知识的创业者和经营者阅读。
　　
　　工商联版
　　作者本身跟优衣库没有关系，看内容的话，很多内容都有柳井正原著的影子，有些内容来自杂志
对优衣库的报道和其他图书（比如《Uniqlo熱銷全球的祕密》，繁体中文），很多内容不流畅，前后
逻辑不通，有些内容有抄袭的嫌疑，比如书中对优衣库和美特斯邦威的分析跟《Uniqlo熱銷全球的祕
密》如出一辙，但是后者是2010年7月出版的。
　　工商联版的优点是通俗，思路比中信版广阔，很多概念讲解比较通俗。
　　此书适合纯粹对优衣库感兴趣的读者。
　　
　　如果你对优衣库的产品企划和设计理念感兴趣，可以看佐藤可士和的《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术》
，里面部分案例是关于优衣库的，包括优衣库母公司迅销（Fast Retailing）的LOGO设计，UT设计
和UNIQLO纽约旗舰店创意设计等。
30、不看也罢
31、商品企划相当于商业机密，不能随便写进去的。
32、很乱。字大。内容空洞。还贵。不知道在说什么。
33、　　这是一本可以给创业者和经营者正能量的书！
　　
　　看这本书能让我有一种是说不出来的感觉，跟以前看过名家诸如德鲁克之流的管理书籍不同；也
完全不像一些名人企业管理畅销书，比如杰克韦尔奇的那类书，那样华丽而纯粹为歌功颂德而做更加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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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真实，朴素，没有大道理，全部是来自失败和经营一线的经验和做事方式的总结，以及感受
。
　　
　　用联想的柳传志的话来说，这就是复盘。最后书中最后总结的做事方式，很多在中日文化中，实
际上是老生常谈了，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
　　
　　而这本书，也恰恰是柳井正对优衣库整体和他人生复盘之作。这是我今年自己认为管理类里面买
后读完最值得的书。而且放在手边，随时翻阅，都能获益匪浅。
　　
　　经营管理之法，在本书中所现无疑，我有点领悟到大道至简的道理。相比开头说的那些歌功颂德
的畅销书或者某些管理专家的理论，都是把外行思维，把成功理想化、把管理问题抽象化，把解决方
案复杂化，回头看来都是弯路。
　　
　　告诫大家，真的无需再看更多的管理类书籍了。管理本质上就是复盘。从另外一个层面说，就是
对错误行为的矫正纠正，离开这一点，管理无从谈起，什么战略、规划，在柳井正看来都是纸上谈兵
。
　　
　　而做生意或者经营就是实践——总结——实践的过程。在优衣库这里就是快速试错，快速止损，
然后总结得失。人类历史不就是在试错——矫正——试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么？
　　
　　这就是根本！
34、Lz对工商联太客气了，写得时间&amp;逻辑都很混乱，偶以为根本是胡拼乱凑⋯⋯
35、谢谢推荐！买来读读
36、　　       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的一胜九败，可以看成是其自传。讲述的是优衣库如何创立。正因为
喜欢优衣库的衣服理念、风格。所以找了这本书来看。
　　       一胜九败简单的说就是，允许失败，但绝不能出现一蹶不振的失败。要越挫越勇以致成功。
书中谈到了自己从家中接过事业，父亲的严格要求以及对父亲的情感，后期开创事业。行文还是真诚
不傲娇的。前期有精力有能力要打拼事业，后期年老了搞资本投资，安度晚年。这个就是我的人生路
径啦。书的末尾他提出了23条经营理念，以及我的心得总结如下：
　　1、做企业和做生意的区别。做生意就是低买高卖，纯粹的理性和金钱关系。而做企业则不仅要
赚钱，还是做理想，做长久，做人。因此做企业要嘛不做，要做就要树立包年老店的目标。
　　2、如何面对失败？快速止损！当你已经作出“失败”的判断时，就必须在短时间内果断的及时
制止损失。及时止损是失败时最善的策略。失败后还要担当，要处理善后，要人员安排。
　　3、经营伟大的公司要有真正的愿景，要明确的告诉员工，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公司，我们要做
什么样的人。用愿景激励员工。
　　4、何为店长：在店铺这样一个工作场所，运用你的能力，增加附加值的角色。增加价值，别人
才能买你的账。
　　5、对店长如何考评：增加营业额、提升利润和培养接班人。
　　6、店长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安排好部下。管的太严，员工会敬而远之，管的太松，员工又会不
把你当一回事。这里要不断改进店长自身的管理方式和管理作风。如何让店铺成为顾客愉快购物的好
环境？环境舒适，员工精神饱满，这些都是考验店长的功力。
　　7、组建团队的诀窍有三点：一，设定明确的目标，目标必须有共识，具体可量化，可操作。二
、有明确的分工：包含岗位和职责。三，有明确的做事规则：基本方针、行动计划、工作流程。
　　       23条经营理念（摘抄部分）
　　01  经营要顺应顾客的需求，创造顾客的需求。
　　02  经营要不断实施好的想法，发挥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为社会变革做贡献。
　　03  经营要独立自主，不能落入任何企业的旗下。
　　04  经营要正视现实，与时俱进，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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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胜九败》

　　05  经营要营造让员工自我管理、自我反省的柔性组织环境，让每个人都能重视团队合作并相互尊
重。
　　06  经营要活用国际智慧，确立公司独特的身份，开发年轻人最为推崇的商品和事业，实现真正的
国际化。
　　07  经营必须以唯一与顾客直接接触的商品和商场为中心。
　　08  经营要建立对公司效益最大化的全员齐心协力，各部门联动的机制。
　　09  经营要强调速度、干劲、革新和执行力。
　　10  经营要光明正大，赏罚分明，提倡彻底的实力主义。
　　11  经营要提高管理的品质，彻底杜绝浪费，经常考虑损益，执行高效率，高分配。
　　12  经营要对以往的成功和失败进行彻底的分析和记忆，作为下一次成功的参考教材。
　　13  经营要积极挑战，不能逃避困难，回避竞争。
　　14  经营要强调通过实际业绩取胜的专家意识。
　　15  经营要坚持一贯的经营理念，从小事做起，从基础做起，沿着正确的方向，坚韧不拔，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
　　16  经营是出售企业的经营文化，要培养敏锐的市场嗅觉，由表及里的看问题。
　　17  经营要始终保持积极的思维，先行投资，对未来寄予希望，使企业充满活力。
　　18  经营要让全员认同公司的目标、目的和构想。
　　19  经营要提倡自我批评、自我变革。
　　20  经营要不断开发具有倍增效果的新型事业，并要成为该新型事业中的龙头。
　　
37、读完还做成了PPT:)
38、　　其实这本书根本还没有读完，同时，在还没有读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道理，切身的感受跟
大家分享。
　　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常态”。
　　
　　“优衣库在经过一阵大发展的高潮之后，销售业绩出现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一般消费者来
说，当他发现自己家门口附近的优衣库店要关门时，也许会想，优衣库看来是越来越不行了啊！”
　　“其实，关闭不盈利的店铺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改变的过程。在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中，事业的荣
枯盛衰是常有的事。”
　　“有些人对于快速发展的企业总是心存疑虑，有些人则对一家善于挑战的企业最终获得成功感到
不爽。对于任何一件事，人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意见，这是不足为奇的。”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话。
　　这段，作为经营者柳井正本人的内心独白，让我回忆起我一直做的手机。当年MOTO在V3之后，
没有出现什么强有力的机型。同时，市场的占有率逐渐被三星什么的抢走。当时我们作为MOTO的供
应商都如同看笑话一样的在看。然后还给索爱的采购打电话：“你们知道MOTO要卖天津工厂吗？什
么？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们连业内最八卦的消息都不知道⋯⋯”我现在觉得我们好幼稚。所以
当MOTO的XT800闪亮登场，率先占领了Android市场的时候，我们有说，“唉呦呦，MOTO又斗起来
了⋯⋯”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企业在变化过程中的常态。
　　然后突然觉得：一切皆常态。。。
　　人的生老病死，开心，不开心，高峰和低谷，花开花谢。都是正常的。
39、又读了一遍，最大感触是先做了才能逐渐找到发展的路，不怕犯错，关键是要灵活应对，有错就
改~另外跟创京东一样的是，公司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另外一定要有健康的组织结构，才能
扛得住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
40、因为你有钱不计较呗。同样品质的基本款我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有心就能找到。基本款么，基本
各各品牌都有。又不需要买很多，所以我不急于买优衣库，贵啊。
41、　　作为读者，我尝试用自己的话总结柳井正的成功经验：
　　
　　１）心态。书名之所以取作『一胜九败』，是因为柳井正觉得，做企业根本就是九死一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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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各种失败具备良好的心态。他说，『成功之中孕育着失败的胚芽』，这既是种企业家必备的
忧患意识，也是从容面对世界变化的平常心。作为成功人士，柳井正不吝在书中提及自己诸多的失败
案例，难能可贵。
　　
　　２）定位。ＵＮＩＱＬＯ取得成功的直接因素就是其独特的市场定位：『让顾客像买周刊杂志一
样买休闲服』『客人想要的自助服务模式』『任何时候都能选到衣服的巨大的仓库』『无年龄差别、
无性别差异、能够应对任何年龄层和任何身份地位的人』优衣库没有矫情地跟随时尚的大流，而是以
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拉近与客户的距离，并将产品的性价比做到极致。
　　
　　３）设计。『作为一般性服装，如果它的单品质量很高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跟任何服装搭配，并
不一定需要上下服装都用优衣库的，完全可以和其他的品牌服装搭配着穿』这种设计风格是由优衣库
的市场定位直接决定的，它关注：ａ）容易穿着；ｂ）容易搭配。后者其实比前者更重要，有点类似
今天互联网行业所谓『开放接口』的概念，通过与其他时尚品牌的兼容性，不但没有削弱自身的品牌
风格，还可以将自身的设计体系平台化。这样，优衣库就成功地使服装从原本的个性细分市场直接跨
越到通用性的普适性消费市场，扩大了规模。
　　
　　４）管理。优衣库是基于连锁经营的庞大的企业，柳井正在管理上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对店长
的高度重视。他说：『店长必须是最高职位，他如果能够胜任店长的全部工作，收入就应该高过在公
司总部的人。』在柳井正的眼中，总部与店铺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略带紧张感的对
等关系。柳井正高度强调店铺的自主性、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类似互联网『去中心化』的
管理架构，形成『大家的优衣库』⋯⋯
　　
　　这些就是柳井正的理念，也是优衣库的成功之道。
　　
　　一个八卦是：１９８８年，日本ＵＮＩＣＬＯ在香港做合资公司办手续时，误把Ｃ写成了Ｑ，却
发现看起来效果更好，于是从此，优衣库就干脆改名叫ＵＮＩＱＬＯ了。
　　
　　对此，柳井正说：现实生活往往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差错会导致一个美丽故事的开始。
　　
　　他说：我们的公司也许还会面临失败，但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他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些只想拉长途客人的出租车司机，等待机会到来的时间总是很
长。
　　
　　我想他是对的。
　　
　　
　　
　　－－－－－－－－－－－－－－－－－－－－－
　　www.leeforce.com
　　
　　
　　
42、朴实 乏味
43、这种伪正版啊...
44、另外想问一下lee,『』这个符号怎么打？
45、我买过，觉得还行啊 = =
46、呵呵，他家衣服还好，性价比挺高，他和zara,hm的商业模式都是走fast  fashion吧
47、看了此书后对于优衣库如此快的扩张突然觉得再正常不过，柳井正先生是个非常实际，中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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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力高的人。当时写这本书是03年，书中对于未来的规划和目标都已经达到，无疑他用自己给这本书
画上了最美好的句号。
48、期望 跨越时空的对谈 很不错 希望自我不要彷徨
49、工商联的版本简直让人思维混乱，不知所云的地步。内文的小标题与文章本身几乎完全没有关联
50、　　整个写的比较凌乱，含金量颇低。
　　
　　印象深刻的有：
　　广告设计方面的让对方去感觉；
　　卖场和总部的关系处理；
　　计划与实践的关系。
　　
　　我所关心的商品企划方面基本没有涉及。
　　
　　罢了，茶余饭后读读。
51、朴实的文字 卓越的思想 xi
52、一读停不了。
53、　　柳井正：那个办理公司登记手续的人误把“UNICLO”的“C”写成了“Q”。后来从字体上
看，发现换成“Q”后，视觉效果反而更好。于是，就决定把公司所有店铺的名称，包括日本国内店
铺的名称，全部换成“UNIQLO”。现实生活往往就是这样，一次偶然的差错会导致一个美丽故事的
开始。
　　
54、　　这本书是柳井正自己编著的优衣库发展历程。印象最深刻也就是最紧扣书名的“一胜九败”
的故事。创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诸多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过从中可以看到uniqlo之所以
能发展到今天更多的还是在尝试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创始人的那种果断决绝的迅速调整决策的行事
作风。
　　台湾人很信奉日本的经营哲学是有道理的。因为不管是稻盛和夫的六项精进还是柳井正的创业者
十诫和经营者十诫，总是包含者要求创业者经营者勤奋、务实、全力以赴等最基本的经营要求。而在
一些大是大非事情的处理上也包含着很多儒家哲理。对于中国的经营者，比之西方管理思想，更有借
鉴性和可操作性。在当下过于追求功利的浮躁的社会中，尤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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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其实这本书根本还没有读完，同时，在还没有读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道理，切身的感受跟大家
分享。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常态”。“优衣库在经过一阵大发展的高潮之后，销售业绩出现下滑
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当他发现自己家门口附近的优衣库店要关门时，也许会想，
优衣库看来是越来越不行了啊！”“其实，关闭不盈利的店铺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改变的过程。在企业
正常的经营活动中，事业的荣枯盛衰是常有的事。”“有些人对于快速发展的企业总是心存疑虑，有
些人则对一家善于挑战的企业最终获得成功感到不爽。对于任何一件事，人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
意见，这是不足为奇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话。这段，作为经营者柳井正本人的内心独白，
让我回忆起我一直做的手机。当年MOTO在V3之后，没有出现什么强有力的机型。同时，市场的占有
率逐渐被三星什么的抢走。当时我们作为MOTO的供应商都如同看笑话一样的在看。然后还给索爱的
采购打电话：“你们知道MOTO要卖天津工厂吗？什么？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们连业内最八卦的
消息都不知道⋯⋯”我现在觉得我们好幼稚。所以当MOTO的XT800闪亮登场，率先占领了Android市
场的时候，我们有说，“唉呦呦，MOTO又斗起来了⋯⋯”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企业在变化过程中
的常态。然后突然觉得：一切皆常态。。。人的生老病死，开心，不开心，高峰和低谷，花开花谢。
都是正常的。
2、没有企图读完这本书，要学到什么成功的经营理念。一胜九败，看到这个书名，决定看一看。现
在看到的大企业，都是被市场和时间筛选后的成功企业。市面上写他们的故事，大多也都是如何如何
成功的经历。于是便想读读这个一胜九败。读完这本书，感觉听了一位老人很真诚的讲了他艰辛创业
的故事，让我也对他的企业有了新的认识。一个要对社会有存在意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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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胜九败》的笔记-第1页

        不断创新。
创新总会是有失败。
但是，关键在于敢做。

2、《一胜九败》的笔记-第2页

        力不到，不为财。

3、《一胜九败》的笔记-第259页

        柳井正先生是日本速销集团的董事长兼CEO。如果说大家觉得“速销集团 Fast Retailing”这个名字
还很陌生的话，那我们就说“优衣库Uniqlo” 这个辨识度更高的休闲服饰品牌吧。1972年，二十五岁
的柳井正加入了父亲开创的男士服装店，开始他在服装纺织行业的职业人生。1984年，优衣库的第一
家分店在于广岛开业，1998年凭借刷毛外套的成功优衣库在日本站稳脚跟，1999年进入中国以及更多
海外市场。如今优衣库的势头正劲，而柳井正的经营销售理念也得到了很多商业人士的认可。这一本
《一胜九败》是2003年柳井正先生所写下的自述，整理了多年来他在经营过程的成败得失。一胜九败
，是他的总结。优衣库甚至所有成功企业的历史，都是由无数失败和极少数的成功所构成的。他的自
述既不过分自信，也不过于自谦，文风平实，理性。

“能对自我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柳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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