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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版序　　很高兴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也很荣幸能与中国读者分享本书以及书中的一些想
法。
　　先从为什么写这本书开始吧。
 2005年，我的新书《全新思维》出版。
我在书中说：现代经济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20世纪后半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所谓的&quot;左脑能力&quot;，也就是会计师、律师、工程师
所具备的逻辑能力、分析能力、线性思维能力以及制作电子表格的能力。
我认为，在 21世纪这些能力依然很重要，但只有这些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右脑能力，即艺术创作能力、共情能力、发明创造能力以及全局思维能力。
　　这不是在请求商业世界更仁慈、更温和，这是三股强大的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首先，与重复性的大规模生产一样，依靠左脑的重复性白领工作也正被转移到能以最低的成本完成这
些工作的地方。
比如说，一名多伦多的会计师也许过去从未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如今，马尼拉的会计师们成了他
的竞争对手，他们和他做同样的工作，但薪水只是他的三分之一。
　　其次，正如 20世纪机器取代了我们的体力劳动，在 21世纪，软件正取代我们的大脑，至少正取代
我们大脑中负责线性思维、遵循规律、推理分析的那一部分。
因此，这名多伦多会计师现在还面临来自软件和网站的挑战。
这些软件和网页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他所做的一些重要工作。
　　再次，世界各地物质丰富，人们也越来越富裕，他们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竞争的商业逻
辑也发生了改变。
现在最为紧急的不是升级现有逻辑，而是创造一种新的逻辑，这种新逻辑应该能为人们提供一些他们
缺失的东西，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种东西是自己欠缺的。
这就需要右脑的创造、发明和创新能力。
　　简而言之，现在，企业和个人必须有能力做一些很难由收费低廉价的提供商、很难简化为几行软
件编码的工作，并且，他们必须能提供客户所不具备的东西。
虽然，传统的左脑技能仍然至关重要，但决定谁能领先谁会落后的是右脑能力。
　　《全新思维》出版后，很多读者给我发邮件提出了他们的疑问，其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是：如果
你说的对，如果你的观点至少是正确大于错误，那么我们的公司组织应该创造怎样的条件让人们能够
把右脑工作做得更好呢？
也就是说，我们应如何激励大家、让他们成为更有创造力、更具备概念思维能力的人呢？
　　坦白说，当时我也不知道。
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因此，我开始着手探究这个问题。
我发现：这类研究的确非常之多，而且这些研究结果很让人惊讶。
事实上，这些研究颠覆了一些我从未发现是正统的传统理论。
　　因此，我决定写《驱动力》这本书。
本书总结了近 50年来有关积极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希望这些知识可以帮助个人和公司转变自
身行为，将行为水准提升到新的高度。
　　尽管如此，这本书 2010年在美国率先出版时，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一场口水大战。
毕竟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与美国盛行的商业智慧相悖。
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大多数领导者都认为无止境的外在动机是激励人们的最佳方式，他们把这个叫
做&quot;胡萝卜大棒&quot;。
　　然而，世界各地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却与这些领导者的观点大相径庭。
诚然，传统的激励因子，也就是我所说的&quot;如果-那么&quot;型奖励（&quot;如果你做这个，你就
能得到那个&quot;）对于很多简单机械的推算型工作很有效，但对于现代经济赖以为生的需要创造力
和概念思维能力的复杂右脑工作来说，这些激励因子大多没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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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惊讶的是，我预想的大战并没有发生。
相反，读者也告诉我他们一直怀疑传统激励因素的效果，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而现在终于有证据了。
他们知道企业有更好的方法来持续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他们有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说明已经有很多公司
采取了不同的激励方式。
最重要的是，经济危机对欧美的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
人们知道，他们不能再继续用没有效果方法却还期待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他们需要把自己的驱动力系统升级到 21世纪，新系统必须的核心不是胡萝卜加大棒，而是自主、专精
和目的。
　　我想中国读者也会有类似的反应，他们也明白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势在必行。
毕竟，中国是 21世纪最有希望的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惊人：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GDP增长一直在 10%左右。
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实力强劲，而且在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它们重塑了国际商业局面。
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中国的城市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面貌，
高楼大厦也不断出现在城市的地平线上。
　　这个疾速驶向未来的国家应该不会依靠从前的激励方式。
事实上，中国企业已经打破了传统路线，开始从大规模生产发展到大规模定制，而这种定制模式需要
更多的判断力和创造力，其复杂程度更高。
它也将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开发一个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的驱动力系统。
　　此外，自主、专精和目的是超越国家和语言界限的概念。
这些概念不是美国的想法也不是中国的想法，它们是人类的理想。
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他们会寻求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希望自己引导自己。
无论是住在上海还是芝加哥，人类都希望能在有意义的工作上有所成就。
此外，无论在哪里工作和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想奉献，都想改变世界。
科学研究显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最明智的策略就是强调我们的共性。
如果世界第二大经济也认同我们的观点，必定意义深远，影响广泛。
　　最后，再次感谢本书可以在中国出版，让中国的读者也能读到这本书，衷心地希望你们喜欢这本
书。
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能把这本书的理念应用到实践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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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驱动力》是趋势专家、畅销书作者丹尼尔·平克的最新著作。
在书中，作者详细阐释了在奖励与惩罚都已失效的当下，如何焕发人们的热情，是对当前传统有关人
类积极性理论的颠覆之作。

　　过去我们大部分人都遵循着如下的行为模式：老板答应我们加薪，我们的工作就格外卖力；用功
可望拿到好分数，我们就花更多时间读书；迟到要扣薪水，我们就乖乖准时上班⋯⋯本书将告诉你一
个令人惊讶的真相：是什么在激励着你？

　　丹尼尔·平克以40年来有关人类激励的研究为基础，揭示了胡萝卜大棒这样的外部激励措施已不
是激励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的最好方法。
在书中，他审视了驱动力的三大要素：自主、专精和目的。
在每章的结尾处，还提供了实用的工具箱。

　　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和科学研究成果，作者丹尼尔·平克为每个人、每个组织指出了在胡萝卜大棒
失效的时代如何提高绩效、焕发热情的三大要素：自主、专精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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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趋势专家、《全新思维》作者，畅销书作家，《纽约时报》、《哈佛商业评论》、《快公司》
和《连线》杂志撰稿人，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及白宫行政部门演讲稿撰写人。

　　在世界各大公司、大学院校及各种协会进行演讲，讨论有关经济变革和创造新型工作环境的话题
。

　　畅销书作者，主要著作有：《全新思维》《自由工作者的国度》《菜鸟职场物语》《未来在等待
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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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科学向左，企业向右
第一部分 驱动力3.0 时代来临
第1章　　 我们需要一次全面的升级
驱动力洞察　
我们放弃了原本收入不菲的职位，反而接受一份收入低、但使命感更强的工作；没有人“管理”维基
百科的员工，但维基百科却是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还有开源产品、很多无法想象的“不为利润而
来”的企业⋯⋯⋯奖励只能带来短期的爆发，就像是少量咖啡因只不过是帮你多撑了几个小时，更糟
糕的是，它还降低了人们继续这项工作所需的长期积极性。

第2章　 奖励的惩罚，胡萝卜大棒失效了
驱动力洞察
奖励有时候很奇怪，它好像是对人的行为施了魔法：把有意思的工作变成苦工，把游戏变成工作。
胡萝卜大棒让我们希望得到的越来越少，不希望得到的越来越多：本来是要提高积极性却降低了积极
性；本来是要激发创造力却抑制了创造力；本来是要让好人好事越来越多但实际上却让好人好事越来
越少。
上瘾者想要快速解决问题，置最终损害于不顾；撒谎者想要快速出奇制胜，置长远结果于不顾。

I型工具箱：驱动力3.0与报酬
第3章　 做 I 型人还是 X 型人
驱动力洞察
如果你相信“大众皆平庸”，那么平庸就会成为无法逾越的天花板。
你需要倾听内心的声音，你的能量之源来自外在动机还是内在动机？
自由、挑战与担当是你的主要动机吗？
你是更多关注行为带来的外在奖励，还是更多关注行为内在的成就感？
我们究竟应该用哪种方式来思考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I型工具箱：驱动力3.0与个人
第二部分 驱动力3.0的三大要素
第4章 自主：我做什么，我决定
驱动力洞察
为什么一个迸发自由和创意的24小时被称做“联邦快递日”？
为什么谷歌每年的新产品中竟有一半是在20%的完全自主时间内诞生的？
这个时代不需要更好的管理，而需要自我管理的复兴。
我们天生就是玩家，而不是小兵；我们天生就是自主的个体，而不是机器人。

I型工具箱：驱动力3.0与教育
第5章 专精：把想做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驱动力洞察
在办公室里，我们服从太多，投入太少。
前者让我们能够撑过白天，后者却让我们能够撑过晚上。
控制带来的是服从，自主带来的则是投入。
你是不是处于最兴奋、最令人满意的心流体验之中？
达到心流，不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而且应该被作为生活规范：为了实现专精而保持美丽的“聚精会
神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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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必需品，我们需要它才能存活，它是我们灵魂的氧气。

I型工具箱：驱动力3.0与企业
第6章 目的：超越自身的渴望
驱动力洞察
你是不是常听到“效率”、“利益”、“价值”、“优势”、“焦点”、“差异”这样的词语，这些
目标很重要，但它们缺乏唤醒人类心灵的能力。
我们常常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而驱动力3.0在不拒绝利润的同时，强调的是目的最大化：如果一个人
感觉不到自己属于更伟大更长久的事物，他就无法过上真正出色的生活。
寻找目的是我们的天性，我们在复兴属于我们的商业，重塑我们的世界⋯⋯
I型工具箱：驱动力3.0与沟通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驱动力>>

章节摘录

　　第2章　 奖励的惩罚，胡萝卜大棒失效了　　当然，任何有关工作积极性的讨论都出自生活中一
个简单的事实：人必须赚钱谋生。
工资、合同款、补助、小费都是我所说的&ldquo;基线报酬&rdquo;（baseline reward）。
如果一个人得到的基线报酬不足或者分配不公，他的关注点就会放在所处环境的不公以及对环境的焦
虑上。
　　但是一旦过了这道门槛，胡萝卜大棒就可能会得到与其初衷正好相反的结果。
本来是想要提高积极性的机制最后降低了积极性；本来是想要激发创造力的策略最后却抑制了创造力
；本来是想要让好人好事越来越多却让好人好事消失了。
与此同时，奖励和惩罚没能限制消极行为，反而让它们大爆发，让欺骗、瘾嗜和目光短浅的危险行为
越来越多。
　　一部在美国文坛最经久不衰的作品，给我们上了一堂有关人类积极性的重要一课。
马克 。
吐温在其著作《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第 2章里写道：汤姆接到了一个无聊的任务，把波莉姨妈 75平方
米的栅栏刷成白色。
这项工作一点都不能让他兴奋，&ldquo;生活对他来说太乏味了，活着仅是一种负担。
&rdquo;　　就在汤姆正要灰心绝望的时候，一条&ldquo;聪明绝伦，妙不可言&rdquo;的妙计涌上心头
。
他的朋友本漫步到他面前准备嘲笑他的时候，汤姆做出了很疑惑的表情。
他说，把颜料涂到栅栏上不是苦差事。
它是一种特权，是一种内部激励方式。
这活儿看起来很诱人，当本问他能不能亲自刷几下的时候，汤姆拒绝了。
直到后来本以自己的苹果作为交换，汤姆才给了他刷栅栏的机会。
很快，其他男孩也来了，他们都掉进了汤姆的圈套，好几个男孩都刷了栅栏，而且最后这都算做是汤
姆的功劳。
　　从这个有趣的情节里，马克 。
吐温提炼出了一条重要的有关积极性的原则： &ldquo;所谓'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事情，至于'
玩'就是一个人没有义务要干的事情。
&rdquo;他还写道：在夏季，英国有钱的绅士每天驾着四轮马拉客车沿着同样的路线走上 30～ 50公里
，他们为这种特权花了很多钱。
可是如果因此付钱给他们的话，那就把这桩事情变成了工作，他们就会撒手不干了。
　　换言之，奖励有时候很奇怪，它就像对人的行为施了魔法一样：把有意思的工作变成苦工，把游
戏变成工作。
它通过减少内在激励因素，让成绩、创造性甚至善行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倾倒，我们称之
为&ldquo;汤姆索亚效应&rdquo;（Sawyer Effect）。
一些有趣的实验抽样调查揭示了这一效应发生的四个领域，同时也再一次证明：科学向左，企业向右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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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驱动力》是趋势专家、畅销书作者丹尼尔&middot;平克的集40年研究成果的最新著作，他颠
覆了传统的激励理念：&ldquo;给我奖励，我就更努力&rdquo;，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有关积极性的理
论：真正驱动我们的是第三种驱动力。
　　2.作者丹尼尔&middot;平克亲笔作序，他指出：在这个驱动力3.0时代，旧有的奖励惩罚式的激发
人们积极性的方式已经不再有效，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驱动力系统升级到3.0时代，这个新系统的核心不
是胡萝卜加大棒，而是自主、专精和目的。
　　3.彻底颠覆人们对积极性的看法--奖励只能带来短期的爆发，但其效果会逐渐消失。
更糟糕的是它降低了人们继续这项工程所需的长期积极性。
　　4.《驱动力》提出了当下个人、组织提高绩效、焕发工作热情的秘诀，不是我们的生物性驱动力
或者追求奖励、逃避惩罚的第二种驱动力，而是我们的第三种驱动力，是我们想要主导我们的生活、
延展我们的能力、让生活更有意义的深层欲望。
这个时代不需要更好的管理，而需要自我管理的复兴。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驱动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