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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企业的管理战略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一直是企业家们，尤其是中小企业掌舵人关注的重点。此篇通过对周易和中

国国学的智慧的归纳与总结，阐述了周易在这一方面的具体应用。 

 

大易之道与企业战略  

《科技与企业》2006年第8期：62-64 

中国易学与科学研究会会长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易和书院院长 张其成  

   

      《易经》是中国的“圣经”，是中华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宝典。《易经》是一本论述宇宙万物变化大规律以

及人类知变、应变大法则的著作，不仅是宇宙预测学，而且是人生行为学。管理科学同样也要研究一个“系统”、一个“组织”

的变化规律，因为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进行预测和决策，才能进行科学地管理。 

      从2004年开始，很多企业家和行政管理者对中国本土化的管理产生兴趣，开始从国学中寻求管理的哲学。国学有两个意

思：一是国故，指国家过去的东西。第二指国粹，即国家过去的精粹、精华。若把中国文化比作树，树根就是《易经》（《连山

易》、《归藏易》、《周易》），树干就是《周易》的精髓，长出三个树枝分别是儒家、道家和佛家（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

家）。公元前771－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儒家、道家三家的思想对社会影响最大，这几家的思想深受易学的影

响。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不自觉的应用它们，今天这一股国学热仍在持续。《周易》是国学的第一个经典，谈国学必须

从《周易》讲起，因此谈中国化的管理，也要从《周易》的管理开始。  

      我们国学管理的核心是心的管理，心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心态；第二个层面是心智模式；第三个层面是心灵。首先

看心态，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按照这个理念，周易就是一种人性教化。其次是心智模式，心智这个层面就

是一种思维，是太极和阴阳的思维，这个思维的最大原则就是“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第三个层面是心

灵。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仰的问题，突出的表现就是信仰的多元与信仰的缺失。没信仰和多信仰造成了企业家和百姓心里的彷

徨，有这样一句话形容企业家，“事业进入迷茫期，婚姻进入凉拌期，子女进入叛逆期，心灵进入焦虑期”，信仰成为很多企业

家困惑和迷茫的地方。  

      企业的管理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这两个方面，一直是企业家们，尤其是中小企业掌舵人关注的重点。因此，我们便从企业

的战略规划与人力资源的管理讲起。 

 

企业战略规划的四原则 

 

       按照易经的思维，做战略要从“第一”开始做。 “一”在易经中非常重要，比如原来有三部易经已经失传，但第一卦

却还被人所知道。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做企业和任何项目的时候要做第一。 

      做“第一”有四个原则。第一个是从下而上，这个理念和传统的西方理论完全不同，西方是几个高管商议决定，那是自上

而下的方式。结合到企业中看，“下”是指顾客的心智模式。所以制定的战略，一定要以顾客的心智模式，即顾客的消费心理为

根据。但是顾客的心智模式里最多只记得7个品牌，所以战略管理即战略的定位非常重要。对于战略很多人理解为内部的运作，其

实战略更重要的是战略目标的定位，就是要做“第一”而不是做“唯一”，要“专一”而不是“多元”。这里的“多元”指的是

品牌，品牌尤其不能多元，很多企业就是因为多元而死亡。同时不能有唯一的思想，事物都是互补的，现在很多事情都是前人做

过的，所以不存在唯一。 

      西方人一般是二元对立，而中国人讲三才合一，如天、地、人，所以在我们的思维中喜欢用三。中国的管理也分三个层

面，最高的层面是管理的哲学，中间层面是管理的科学，最低层面的是管理的技术，它们分别对应的是太极、两仪、八卦。太极

永远不变，所以太极最高。每个企业必须找到自己的太极，即每个企业必须找到自己的“第一”。  

      第二个原则是要进行市场细分，注重产品定位的差异化，在细分的市场中做到第一。联想曾经向IT服务业转型，结果从



   

2002年开始亏损了很多，于是04年将IT服务转让了出去。后来转而去做手机，也出现了亏损，这种亏损直接影响了他的主业——

电脑。而IBM的定位就是手提电脑，戴尔是直销的电脑，苹果机是个人电脑，一提这些品牌老百姓就都知道，因为他们的定位都非

常明确。这些品牌在细分市场后，找出差异，从而做到第一的。比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他们细分市场，定位于不同的消费群

体。可口可乐定位在中老年，百事可乐就定位在年轻一代。 

      第三个原则是要“舍得”。所谓舍得实际是一种聚焦，即目标一定要单一，只有单一才能第一，只有专一才能长久。这里

要注意一点，这个“单一”的是品牌的单一化，而非集团的单一化，一个企业集团做成规模，多产品互动是另外一回事。中国有

的企业实行品牌多元，希望利用原品牌的影响力来辐射、带动新产品，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中国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在同一

品牌下衍生其它产品后，该产品都出现了亏损。比如海尔电器2005年上半年业绩统计，手机业务出现了高额亏损，还有TCL的通讯

和多媒体，同样出现了高额亏损。他们品牌多元化了，却并未给其它产品带来好的收益。对于这一个原则，很多企业家都会想

到，但是却做不到，正是因为“舍不得”的思想。经调查，世界前一百位的品牌95%的都是单一品牌。  

      第四个原则是要“相反”，不能相仿。老子有句话叫“反者道之动”，周易就是反着动的。齐白石先生说，“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这是说可以学他的灵魂，及核心的“道”，但不要学他的“技”。可口可乐定位在中老年，百事可乐定位在年轻一

代， 那么七喜该如何定位？七喜运用的策略就是“相反”，定位为非可乐，不含咖啡因的饮品，这样就做起来了。随后的王老

吉就定位为“不上火”，其余的饮料没有这个功能。对于这一原则，周易里有很多相关的论述。 

      我们的“相反”是为了达到“和”。如蒙牛和伊利，现在伊利和蒙牛是乳品业的第一梯队，他们不是有你无我的二元对

立。蒙牛的起步分三个阶段，可以用三个广告来表示。第一个阶段是刚刚创业阶段，当时蒙牛知名度很低。蒙牛树的第一个广告

牌是“向伊利学习”，这就是典型的和合。第二个广告牌是“为内蒙古喝彩”，这是一个公益广告，下面落款的是伊利、鄂尔多

斯等等，最后是蒙牛。当时，伊利与蒙牛是两个级别的企业，蒙牛把伊利放在第一位，免费给伊利打广告，实际上就是要“和”

的思想。第三个广告牌，“与伊利一道打造中国乳都”，“中国乳都”概念的提出，就与伊利一起形成互补的态势。 

 

以“识人”实现“用人”  

 

      西方管理之父彼得·杜拉克说过，管理的本质是管人，管人的本质是管自己，按照太和的思维就是管自己的心，以己之心

换他人之心来思考问题，这就能够达到中和。所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和，既要了解别人也要了解自己，做到知彼知己，“和

合”方法中的第一条就是知人或识人。  

      西方识人按照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这五种感觉来区分人。如经常和上司打交道就要知道他是哪一种感觉的人，

相处得好就和合了。要怎么知道呢？西方有五种感觉区分法，第一种视觉型的，这样的人说话有一个特征，爱说“我看过什

么”，这一类型的人个性比较快；第二种是听觉型的，这样的人喜欢说“我听到什么”，这一类型的人个性比较慢；还有一种

人，叫触觉型，这一类型人的表现是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喜欢拍人。  

      我们中国有一套独特的用人识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有几千年了，要更胜于西方的识人法。从鸿篇巨著《吕氏春秋》，

到近代洋务派将领曾国藩，都有一套用人识人的方法，现在一些成功人士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归纳为五行识人法，即以

木土火金水来识人，这五行下面还可以细分，按照这个来区分就很好识人了，比如属火的人就适合做一些外联、公关、营销类的

工作；属金的人适合执行，和做计划；属木的可以坐阵指挥。古代对人格的分析完全按照八字。现在五行的人格，我们可以通过

考虑天、地、人三个要素来进行分析，就可得出人的人格。天是天时，是出生的时间；地是出生的地方；人最重要，包括姓名、

个性特征（该点最为重要）、为人处事等等。天地人这三个综合起来，就是这个人格特征既五行。如从个性和领导风格上看，克

林顿就是偏于属火，小布什是属金的人，曼德拉是属土的。天地是外在的因素，人是内在的因素，人的因素更为重要。我们在企

业管理中用人的时候，除了五行之分，还可将这些人分为阴阳，则五行就变为十行，每一行还可细分。因为一个完整的企业布局

也是分五行的，是生产部、销售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组成，因此就可以按照人的性格特征去配合各个部门的工作。比如阴土

的人，就不适合安排在营销主管的职位上，否则他就会力不从心。对于综合性格的人，则可以后天的塑造来实现其最佳的价值。  

      《周易》的管理是一个整体系统，可以归纳为“一二三五八零”。整个过程是从零到一再到零，从零到一标志着一个企业

家的成功，从一到零标志着一个企业家的成熟。从一到零的中间有二、三、五、八，“二”就是两仪，三是三才（天地人），五

是五行（木火土金水），八就是八卦，最后达到的就是无极。从零归零的这两个零，前一个零是被动的，后一个零是主动的，这

里的归零指人心、精神、思维的归零。 “一”的管理，就是太级。它在一个企业里可以表示一个企业的开创，或者直接表示董

事长和企业人的一心一意等。  

      周易在企业管理中的体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开发管理者的智慧，这种智慧和人本身的人文素养有关。周易和国学最终是教

我们从最根本上解决问题。企业做管理，不应仅仅限于“术”，更应考虑“道”，即管理的哲学，最高管理者应该学会太极思

维。  

      太极思维用一个字来表示的话就是“和”，太极最大的精神就是“大和”。这个可以总结为四点，第一点是整体关联。它

不同于西方思维一道线在中间截然分开，我们的企业始终跟别的企业相关联。企业要做到第一，一定要学会太极思维，学会与别

的企业共存。太极图中有阴有阳，阴中含阳，阳中含阴。第二点是变易创新，八卦图中间的S曲线让阴和阳的比例始终在变化。我

们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是4.7年，因为中国的企业缺少变易创新的精神。企业要生存与发展，除了核心的东西不能变，其它的必须

要变，这样才能成为长寿企业。第三点是互补共赢，八卦图中有很多奥秘，乾和坤相对，离和坎相对。从数字上看，乾一兑二离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一坤八加在一起是九，兑二艮七加在一起也是九，离三坎六加在一起还是九，这告诉我们的其实就

是一个平等的思维。现在的市场环境、管理机制会对每一个人越来越平等，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互补共赢得思维。它体现的不是

双赢而是共赢，这就是“和”的思想，也是管理的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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