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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面对这个高成本时代的严冬，企业最需要的是棉衣。
棉衣分为两层：内层是在不确定性变化环境中生存的坚定信心，外层是确保企业安然过冬的有效措施
。
这件棉衣不是等到冬天来了才缝制，而是早已备好。
冬天都一样，对于不同的人其寒冷的程度却是不同的。
这个严冬异常酷冷，往常的棉衣可能不足以御寒，这个时候需要企业内心更加坚定，并采取超常措施
来应对。
在我看来，寒冬是显性的，并不足惧，且应对在平时；怕的是寒冬中潜伏的不确定性因素，因为充满
变数，无疑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
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权威彼得·德鲁克所说：“世界的经济与技术正面临一个不连续的年代，在技术
和经济上，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理论上，在统领和管理的知识上，我们正处于一个瞬息万变的年代。
”比如，这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寒冬，到底还会持续多久？
次贷危机下一波还有多大？
股市震荡是否已经探底？
楼市风雨飘摇还有多久的历程？
这些都是对企业生存信心和智慧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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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严冬来临，你的棉衣准备好了吗？
如果还没有，危机下抢制也不失为良机，但生存信心在于你自己。
措施上如何应对？
本书特此奉上25种顺利过冬的成本策略，供你选择。
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不管有无棉衣，不管棉衣厚薄，一切的关键在于迅速行动起来，能力
不足的企业一定要挺得住，能力强的企业要借机发展。
希望经历这个冬天，中国的企业能够有更加卓越的代表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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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创新成本1.消化成本，改进工艺流程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造成企业固定成本绝对上升；市场
萎缩，产品价格下跌，同样也使企业成本相对上升。
企业应对的策略是：反向深耕、勤练内功、抓好技术改造、改进工艺、控制生产成本；眼睛盯住市场
，工夫下在现场，把外部成本压力传递到生产内部，化为推动工艺技术进步的动力，通过改进工艺流
程，优化工作程序，将各种损耗和消耗降到最低。
 海绵一样的工艺线在全球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硬实力普遍受挫，企业能否抬起头来挺过难关，取决
于企业是否具备软实力素质。
按照企业未来生存管理思想，如果企业被硬实力困扰，举步维艰，说明企业正处于求生存的基本阶段
，这个时候企业主要靠创新、挖潜、改进、变革等构成软实力的内在行动维持生计。
尽管这些内在行动是惨淡的外部环境逼出来的，只要企业把握得好，不但能渡过基本生存关，同时也
在渐渐生成企业的核心生存力，为企业未来生存做准备。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客观地说，原料价格的波动也能起到一种调节企业发展的作用，会逼
迫企业进行改造和调整。
当原料价格适中或下落时，企业会自光向外，市场扩张成为焦点；当原料价格上涨时，企业目光向内
，内部挖掘就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所以，把原料波动比喻成一杯苦药，企业不得不喝，但喝后可能会发现，由于药力的作用，企业的“
病”好了，自身素质提高了。
对于生产制造企业来说，工艺线就像一条绵延不息的河流，将企业内部每个工作环节、每个工作细节
的劳动成果汇聚在一块，最终形成走向市场的目标产品。
涨价的原材料送上工艺线之后，其增加的成本要靠后续的工艺流程来消化。
就像自来水厂，从江河中取来的水，要通过净化、消毒等众多工序的处理，才能供给千家万户使用。
工艺生产是通过一定的工艺技术对原材料进行整合、创造，同样，如何消化成本，也是一个工艺整合
、创造的过程。
就像水渠，由于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可能堵塞造成流动不畅，有的地方可能出现漏洞造成水资源流失
，有的地方可能污染造成影响水质。
消化成本的关键无非是两个字：一是“提”，就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生产效率；二是“降”，
就是降低投入、降低损耗。
围绕这两个字，生产中的每个工艺点、每个工序环节、每个工作细节，都大有削减成本文章可做。
如何通过工艺改进，达到消化成本的目的？
有家工厂的涂装生产线设计于1992年，工艺路线是本色漆或金属漆，单色工艺路线，而工厂现采用的
是套色漆工艺（即双色面漆），现有产品工艺路线与原有的工艺路线相比要复杂得多。
面对技术困难，只有通过创新、改进，才能在设备工艺落后的情况下，完善现行工艺路线，保证生产
节拍，确保工厂产品按时交货，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在工艺生产线上，成本按流程要求分散而有序分布，按市场要求，成本能否再降，取决于工艺技术的
成熟程度。
如果工艺技术还只是探索改进阶段，成本的降幅与工艺技术的提升成正比；如果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
，也就是说，目前的生产条件决定成本没有多大的削减余地了，这时候，工艺成本的降低取决于工艺
技术的创新或转型。
举个例子，现在空调产业技术相当成熟，很多空调生产企业都面临成本压力，这就迫使企业必须寻求
差异化，必须融入价值创新，并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
正如奥克斯空调公司总工程师朱建军所说，“空调行业竞争激烈，要消化成本上涨，最核心的还是技
术创新，因为它不仅可以创造价值和用户新的利益点，而且可以创造差异化。
”奥克斯空调消化成本上涨因素，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的。
比如，它们研发的铝替代铜的新材料替代技术，铝可以用不同的配方来做，而且导热和强度都不错，
可以满足市场的不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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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铝的很多性能还待开发，但铝替代铜材料的技术创新能为企业降低成本取得极大突破。
工艺技术创新是一个由粗到细的渐进过程。
当市场压力不太大，现有的成本水平还足以维持企业生存的利润空间时，企业一般不会花太多的精力
关注生产细节。
一旦大家的技术差距日趋拉近，也就是大家都在以相同的技术争夺同一块价值蛋糕时，这样成本降低
的空间就不是很大了，在关键技术还没有获得突破之前，企业都只能靠自己的生产管理功夫来深挖微
观利润。
实际上，这就是精细化管理，按照这一思想所进行的精益化流程设计也是一种技术创新。
比如，空调在流程设计时采用粗细铜管，价格就不一样。
奥克斯空调做过外机冷气片型的模具更改，从粗管径改成细管径，内外排的配合做得更好，仅这项技
术创新每台机子的平均成本就降低了70元。
我把工艺生产线比作削减成本的海绵，就因为成本主要集中在产品价值的形成阶段，即以工艺生产线
为经纬载体的物料加工过程，按照“成本在现场、利润在市场”的原则，当产品具备一定的价值，却
不能在市场上获得理想的利润，企业就有生存压力，就必须重新审视产品价值的成本构成，理清是哪
些消耗吞噬了产品价值的利润。
这时候，工艺线在市场压力的倒逼下就变成了可不断再塑的柔性海绵了。
你只要用力挤一下，就有水渗出，这多余的水就是企业实实在在的价值利润。
以能源消耗为例，随着全球能源消耗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世界各国的绿色消费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增
强，许多国家相继出台有关能源的法规和标准，通过实施能效标签制度以限制高能耗产品的使用，并
在国际贸易中将能效标签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来使用。
美国修订的《器具标签法规》中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先进并且科学的技术指标，那就是“能效”，而国
内许多企业的观念还停留在“能耗”上。
一个“效”和一个“耗”，就反映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和质量上的差距。
“效”体现了能源利用的价值创造，是集约型经济；而“耗”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源消耗，是粗放型经
济。
如果我们不能从消耗的圈子中跳出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难以实现质的转变的。
如果国内家电企业都能按《器具标签法规》的要求，对产品工艺线进行改进，不仅我们的家电产品能
够在国际市场上畅通无阻，同时还可以拿回本应属于我们的产品价值利润。
当然，降低能源消耗，这样的改进属于本质性的技术创新，是需要付出足够甚至巨大成本的，但从长
远看，这个成本也是在为企业、为环境、为社会创造价值。
美国修订《器具标签法规》对我国家电业是一个巨大压力，迫使我国家电业必须走内涵发展、结构升
级之路。
老产品的改进和新产品的开发，不能简单地满足于安全、性能、外观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要将整个产
品生命周期耗能的大小、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自然资源的影响都要考虑进去。
这对国内企业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按照新的能耗标准，企业该如何来努力挤好工艺线这块海绵？
奥克斯是通过引入新设备和改进工艺来解决的。
比如，通过引入先进设备，提高换热器的换热效率来提升产品性能，促使生产成本降低。
在焊接技术方面，原来用氧炔液、煤气或天然气等，现在用超声波技术等，工艺改进就可减少能耗。
而采用R410a绿色节能技术用在高端机型上，能节能20％～30％。
另外，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生产过程更多地运用自动化。
比如，同样一条生产线，一分钟出四台与一分钟出两台，能耗差不多，但平分到单台上，能耗就降低
不少。
这样，生产效率提高了，能耗减少了，人力成本也降低了。
成本有限，改进无限企业软实力是一种优良素质的持续体现，而不仅仅是一次或几次改良行动。
企业要保持持续的低成本优势，就需要持续的创新与改进来支撑。
工艺线虽然纵横交错，但工艺过程的每个细节都是可以不断完善和改进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魔鬼成本>>

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行之有效的创新，在一开始可能并不起眼。
意思是讲，一个企业要创新，必须加强对细节的关注。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谁关注细节，谁就把握了创新之源，也就在竞争中抢占了先机。
一向以创新意识著称的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曾经说过：“创新存在于企业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事实上，海尔集团在细节上创新的案例数不胜数，每年仅公司内以员工命名的小发明和小创造就有
几十项之多，并且这些创新已在企业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瑞典山特维克公司是一家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生产型企业，其生产的切削刀具、矿山工程机械、特殊医
疗器械等不但在全球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且还能够满足客户不断追求生产效率改进的要求，这主
要依靠其生产工人在具体操作环节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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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笔者的企业软实力理论中，创新居于核心地位。
所谓“核心不变，时刻在变”，就是说，创新是企业必须永远坚持的核心法则，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
，而创新又贯穿于战略、战术和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随时都在变化。
按软实力层次划分，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是企业的基本软实力，由创新形成的持续的核心能力，
则是企业的核心软实力。
这个高成本的寒冬，直接引发了企业的成本危机，进一步地讲，就是企业的硬实力受挫，从另一侧面
也反映了企业的硬实力不足。
因此，摆脱这场危机的策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以硬实力补硬实力。
比如，资金不足就直接加大注入资金，价格下滑市场仍很大就直接做大规模。
价格落底没有利润空间就直接砍费用，等等。
另一种是以软实力提升硬实力。
比如，开发新的廉价材料，开辟新的市场领域，变革管理加速运营，提升产品附加值，改进工艺技术
，等等。
笔者以为，“以硬补硬”的成本策略只能维持一时，在当下也仅仅只能维持这场经济危机气候下的大
冬天，却不能摆脱企业因软实力欠缺而永远存在的小冬天；而“以软强硬”的成本策略是穿越冬天走
向未来希望所在，尽管冬天里的软实力行动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阵痛，并付出代价，可一旦挺过来，不
仅是摆脱了目前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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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企业内部，只有成本。
　　——美国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多挣钱的方法只有两个：不是多卖，就是降低管理费。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李·艾柯卡省钱就是挣钱。
　　——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经营管理，成本分析，要追根究底，分析到最后一点。
　　——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为顾客节省每一分钱。
　　——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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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魔鬼成本:企业过冬的成本策略》教你如何砍掉一半成本，暖和的过冬。
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减成本？
谁就最有活下去的可能？
削减成本不是以硬伤为代价，而是通过创新，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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