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阿米巴经营的读后感想(通用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
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
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阿米巴经营的读后感想篇一

通过阅读阿米巴经营，我知道了，阿米巴经营：就是以各个
阿米巴的领导为核心，让其自行制定各自的计划，并依靠全
体成员的智慧和努力来完成目标。通过这种做法，让第一线
的每一位员工都能成为主角，主动参与经营，进而实现“全
员参与经营”。

通过学习阿米巴经营我又以下几点感想：首先阿米巴式管理
解决了很多企业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如何让企业每个人每时每刻清楚明白公司的经营情况，
建立了主人翁结构组织，让每个人觉得是在帮自己做事，而
不是把老板打工。

二、处理好了个人与公司这个整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
中有整体，整体中有个人，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能
量。

三、使每个小团队及每个人直接面向市场，及时了解市场，
形成了市场驱动生产的经营模式。

四、阿米巴经营是以“敬天爱人”的经营理念为基础的，要
学习阿米巴要先领悟稻盛先生的经营价值观。就像为什么有
些人说的“海底捞是学不会的”，模式是可以学会的，但理
念和文化是很难一时学会的！



五、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阿米巴组织模式的设计变得容易
了一些，真正难的是公司制度及文化的形成，这是一种经营
企业的思维方式，只有让这种阿米巴这种思想融入了企业每
一个人的思想里才真正有效。

其次，在阿米巴经营中，有些话给对我有着受益匪浅的影响。
首先，在京瓷公司，绝对不允许有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
虽然没有完成百分之百，但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就相当不错
了。”这就告诉我们，做事情，做工作要全力以赴，不能尽
力而为。虽然有些事情做到完美并不容易，但一定要有追求
完美的坚强意志，使工作能够善始善终，合理更好的'完成。
其次，阿米巴经营是以人心为基础开展经营，每一位员工都
是主角。这运用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中，就是要坚持以人
为本，坚持“人性化”的管理理念，重视员工的需要，关注
员工的切身利益，更好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尽其才，
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再次，在阿米巴经
营中，能够“用将来进行时看待能力”的人，一定能够使艰
难的工作取得成功。作为一名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的新人，在
工作初期难免会遇到很多不适应和挫折，这就需要我尽快的
去适应，尽最大的能力去克服工作中带来的困难。如果拥
有“无论如何也要梦想成真”的强烈愿望，并坚持不懈地付
出努力，能力肯定能够得到提高。

以上就是我对阿米巴经营的几点感想，在今后的工作中，要
充分吸取阿米巴经营中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规范自己的工
作态度，提高自己的工作经验，使自己尽快融入到集团这个
大集体中。

阿米巴经营的读后感想篇二

《阿米巴经营》这本书读完后，相当于看了一部关于京瓷的
经营史。

阿米巴经营的核心思路有3点。



1、结合市场确立部门成本核算制度。

2、将部门负责人甚至员工培养成有经营意识的人才。

3、通过一定的手段让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到经营中。

成本核算是每个公司必须进行的工作，通常来看，很多公司
有专门的成本核算部门，专业人才干专业事情，这样一来成
本核算人员会在整个生产和制作环节对成本进行把控，通过
成本控制达到产品质量监督。阿米巴的模式恰恰是不需要一
个专门的成本核算部门或者说成本核算本门是渗透到每个部
门的。这2种成本核算机制都有利有弊。

阿米巴经营的读后感想篇三

《阿米巴经营》讲述了经营企业实际的管理技术，具体操作
手法。《阿米巴经营》是以“做人何为正确”为企业经营哲
学，稻盛和夫创办京瓷是在信任、同甘共苦、共同分担经营
重任的伙伴合作下起步的。阿米巴经营的诞生，是以人心为
基础、以信任为纽带连结起来。阿米巴的经营理念是在追求
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和社会进步
与发展做出贡献。

阿米巴经营是能够让员工感受到自身参与经营喜悦的经营，
是尊重每个人劳动的“尊重人性的经营”。能为互相信赖的
伙伴的幸福做出贡献，不问年龄和阅历，提拔真正的有才之
人，让其在领导岗位引领公司走向繁荣。

领导必须具备经营哲学：阿米巴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对立，
有损公司整体的道德观念和利益；领导应该成为公正的裁判；
不撒谎、不欺骗、要正直。领导必须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
人，时刻约束自己、磨练自己，带领团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阿米巴经营能够让员工感受到自身参与经营的喜悦，尊
重人性的经营。让有实力的人来担任领导，不问年龄和阅历，



提拔真正的有才之人，让其在领导岗位引领公司走向繁荣。
并不以成果主义为激发员工物欲的方法，因为这只是短期的，
业绩不可能一直上升，同时会造成业绩出色的部门士气高涨，
业绩不良部门士气低落，从而造成部门之间的嫉妒和怨恨。

阿米巴的执行要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作出及时的调整，市场
也要根据领导的决定做出反应，时刻与市场相挂钩。阿米巴
经营是自由度较高的组织体，要求领导和成员具备高度的经
营意识和道德规范。每一个阿米巴必须在公司经营理念下经
营，这样才能为公司整体的利益做出正确的判断。

让每一个员工意识到时间的概念，在岗位中形成一种紧迫感
和快节奏。实现了：灵活应对市场、追求效率、人才培养、
绩效考核、员工激励、成本控制等。

阿米巴经营的读后感想篇四

“阿米巴”又叫变形虫，其身体可以向各个方向伸出伪足，
使形体变化不定。因此，“阿米巴”最大的.特性是能够随外
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来适应所面临的
生存环境。

阿米巴经营模式是稻盛和夫经营哲学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
个是京瓷会计学），是将领导力培养、现场管理和企业文化
这三大企业管理的难题集中起来予以解决的经营模式。其具
体做法是将整个公司分割成许多个被称为“阿米巴”的小型
组织，每个小型组织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利润中心，按照一个
小企业、小商店的方式进行独立经营。每个阿米巴都是一个
独立的利润中心，集生产、会计、经营于一体，就像一个中
小企业那样活动，所有经营上的事情都由他们自行运作。

阿米巴模式要求每个人都具备经营意识和成本意识，让各个
环节的管理者站在一定高度上看待自己经营的“企业”。研
发或生产本身不再是目的，让市场接受并创造出效益才是目



标。这里提到的“市场”，其含义比较复杂，有可能是面向
客户的营销市场，也有可能是其他工作环节的阿米巴组织，
总之，要卖出产品，控制成本，实现盈利。

要实施阿米巴模式，企业需要做很多项准备。首要条件是自
上而下的观念转变、具备合理的经营意识并渗透于工作的每
个细节：没有了纯粹的生产者或者纯粹的经营者，连生产也
变成了经营的组成部分。全员参与，为确保打开市场，要关
注品质、研究市场；为确保盈利，策划和总结工作随时都要
做投入产出分析。

具备经营意识并不等于经营落了地，还要建立规矩。制度、
流程、记录、规范一应俱全。组织架构清晰，协同与联动机
制健全，员工清楚该做什么。

体现信任与尊重。阿米巴模式是基于对员工的信任而把每个
组织的运营托付给员工，从而建立起一种朝着共同目标努力
的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基于信任、肯定、尊重、激励才容易
调动起员工的内动力，这是阿米巴经营模式能够激发所有员
工主动精神的重要原因。

阿米巴经营的读后感想篇五

近来公司掀起了一股学习“阿米巴”的热流，而我也很荣幸
能参与其中。学习了稻盛和夫老先生的《阿米巴经营》，这
本书是【理念+算盘】自主经营的书，对于资历尚浅的我来说，
拜读此书真的使我受益良多、感慨匪浅。

学习和了解过《阿米巴经营》的人应该都知道阿米巴经营以
经营哲学为基础。“以阿米巴的领导为核心，自行制定计划，
并依靠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努力来完成目标，通过彻底的经营
权下放，让每位员工都能成为主角儿，主动参与经营。”虽
然中国的企业家的好学精神和聪明才智不言而喻，但面对能
够化全员被动为主动，彻底解决企业经营根本问题，却是不



知所措。所以纷纷引进阿米巴经营，因此作为中国企业中的
一员才能有幸学习到阿米巴经营。众所周知日本与中国的文
化和经济有着巨大的不同，虽然我们都在学习阿米巴经营，
但是想完全引进阿米巴经营却有着很大难处。想要阿米巴融
入我们的工作当中，靠一己之力来改变现状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让每一位员工都积极的参与进来，自己做自己的主角儿。
以公司的荣为荣，以公司的'忧为忧。不断提高思想和精神。
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在阿米巴经营的基础上结合我
们自己的经营模式，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经营道路。

阿米巴经营的读后感想篇六

我之前不明白《阿米巴经营》这本书，也没有做过管理工作。
然而，从自我周边的工作环境来看，很多基层员工看不到他
们自我的工作效率与公司整体商业利益好坏的关系，所以他
们工作永远无法自主地去做，所有的工作是等待公司分配。
没有奉献精神，工作人员认为工作太沉闷和枯燥，没有归属
感和成就感。

仔细阅读完《阿米巴经营》，我最终明白，每个人都

是企业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只要给予每一个员工一个应
有的职责感，就能够激发出他们工作的活力与热情。

一个企业的发展不完全依靠高级管理层的远见卓识，

阿米巴经营的读后感想篇七

稻盛和夫在《致中国读者》中写道：所谓阿米巴经营是一种
经营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把组织划分成一个个小的团体，通
过独立核算制加以运作，在公司内部培养具备经营者意识的
领导，实现全体员工参与经营的全员参与型经营。

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所推行的“划小核算单



位”、“内部模拟市场制”、“内部银行核算制”等经营方
法。我们现在听不到这些经营创新方法，好像寿终正寝了，
追其原因有三：第一，那是政府行为在推行，而不是企业自
愿或自创;第二，当时国有经济占主导，企业领导归政府指派，
一朝天子一朝臣，推行此经营方法的领导一换下一任领导又
要用自己认为好的管理方法;第三，核算量增大，都压在财务
部一个部门，他们会迎合实施效果不佳的部门一起找各种借
口让企业中止这项工作。

我们回过头来看稻盛和夫给阿米巴经营的定义，该经营办法
的目的是“培养具备经营者意识的领导”和“全员参与型经
营”。这就让领导能提高素养，员工也能参与经营，把全体
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是模拟市场，而是让人人面对市
场;不是模拟核算，而是独立核算。没有避风港，没有借口，
这是培养经营者的沃土。

稻盛和夫在序言中还讲到：“如果缺乏像‘阿米巴经营’这
样精细的管理会计体系，企业将很难取得长久的发展。”管
理会计就是管理者的会计，没有难懂的会计科目，没有苦涩
的会计准则约束核算，都是显示的是跟经营决策相关的及时
数据，能够支持决策。大多数企业都按照国家规定成立财务
机构，由会计人员按照国家规定核算出纳税报表，这些数据
对未来的经营决策意义不大。企业各个单位都应该像记家庭
流水账一样对自己的收支了如指掌。不用管核算的形式，只
要能反映自己的经营结果就好，这就是管理会计的出发点。

老先生指出要把“追求正确的做人准则”当作实施阿米巴经
营的基矗他所要表达的做人准则就是“3岁小孩知晓，80老老
翁能做到”的做人道德规范。不用长篇大论，不用过分渲染，
就像我们强调的按照“中小学生守则”去做，这个社会就会
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