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改革 

 

  「改革」是我們常常聽到的說法，政治要改革、司法要改革、經濟要改

革、組織內部要改革……等等，求新求變才能創造新的契機，好像改革就是一

套所向無敵的策略！ 

 

  那麼何時才是改革的正確時機呢？是當組織陷於停滯衰退的困境、遇到內

外部的危機，不改就活不下去的時候嗎？ 當然不是，因為等到這時候才想到改

革，時機已晚，所謂的改革也只是求生存罷了！真正改革的時機不外： 

 

一、在事業達到巔峰時 

 

  正是因為事業一帆風順，天下太平，做什麼事都得心應手，手頭

上的資源豊富，才能承受改革帶來的衝擊。中國有句老話：「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絕大多數陷入困境的機構，就是因為沉溺在既有的成

就之中，上位者以為自己就是賈伯斯第二，洋洋自得而不知危機之到

來！那些勇於提出：「我們現在達到了目標，是尋求改革的時候了」的

人紛紛被迫離開了組織，一旦遇到衝擊，完全沒有準備，這時才來改

已經是來不及了！最好的例子就是大陸的中興公司手機蕊片一旦被美

國斷供，瞬間就完蛋只有束手就摛！相對的，華為遇到美國相同甚至

更大的威脅時卻早有準備，備胎一夜轉正，不管是蕊片、作業系統、

甚至其他的配套，他們都有準備，甚至美國政府傾舉國之力去打也打

不倒，看來還愈打愈旺呢！ 

 

  由華為的例子看來，求變的責任來自在上位者。組織的領導者必

需時常探頭向外看，思考內外可能的變化並尋求因應的對策。華為遭

到美國全力打擊後，我們看到任正非接受訪問時表示，只要不斷努

力，做得更好，自己精益求精，不斷隨機應變，那麼，任何打壓，頂

多一時成長慢一點，生存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這又讓我們不得不想

到，記得當趙耀東擔任中鋼董事長時，中鋼業績一帆風順，趙耀東紅

得威風八面，誰敢反對他？誰敢提改革？可是記得嗎，趙董當時竟然

提出「趙耀東反對趙耀東！」要求全員自省「我們能否做得更好？」

不管是中鋼還是華為，當時都處在事業巔峰的時候，當然具有最大的

實力去承受最大的改革！ 

 

二、在外界環境大變遷時 

 



  當外部環境改變時，好的時候固然會為機構帶來意外收穫，壞的

話也可能帶來新的挑戰。當變遷對我們有利時，不要只是慶幸意外收

穫，也應想想是否能因此激發出改革的行動。管理大師杜拉克曾說過

一個故事印證這點。印度國內有一家大型農民合作社，代理銷售一款

歐洲進口的廉價腳踏車，這種腳踏中還備有輔助馬達，可是銷路一直

不佳。令人奇怪的是腳踏車賣得不好，可是小馬達的訂單卻蜂湧而

至。終於有一位主管外出拜訪農民，了解他們要買馬達做什麼。結果

發現，原來農民是利用這種馬達做灌溉抽水使用，取代以前的徒手操

作，這就是新的契機，不但賣馬達大賺錢，印度的糧食生產也有了大

躍進。 

 

  如果外界的變遷並沒有為機構帶來意外的收穫，我們也不應該立

刻就將這些改變視為威脅，要想想是否可以順勢把這種改變轉成大好

良機。市場上的領導品牌，由於長期獨霸容易流於驕矜自大，反而容

易犯錯或者跟不上變化的腳步，看看今天的美國正是最好的例子。 

 

今日的世界新冠疫情、人口老化、生育率不斷降低、美國的到處

退群、貿易的單邊保護主義、泛濫的經濟制裁、新能源的開發、中國

的崛起、一帶一路的倡議、中美貿易磨擦、中東局勢變化、全球暖

化、日韓貿易衝突、美國大選……等等太多的變化和不確定性，是威

脅還是機會？過去習以為常的行事規則已經改變，我們需要新的靈

感。 

 

你每天都是走同一條路上班嗎？走走不同的路、改搭不同的車、

換個不同的時間……，來點改變吧，看看有沒有新發現，有沒有新靈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