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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人云：成事在人，得士者昌。
人才的多寡与优劣直接影响着一个组织的兴衰存亡。
识人用人是领导者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
纵观历史上的优秀领导者，他们无一不是善于识人用人的成功者，无一不是周围聚集了大批优秀人才
的成功者。
从事现代领导工作，在选人上失策，在用人上失误，必然会造成人才资源匮乏，从而无法实现领导目
标。
组织的兴衰与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与领导者是否具有识人用人的大智慧。

　　本书共分九章，分别从识人用人时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领导者要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领导者
要有高超的用人智慧、领导者要善于激励人才、写好人才晋升这篇大文章、领导者要掌握授权的艺术
、领导者如何统御与管理下属、领导者要采用多种方式培育人才以及礼贤下士，留住优秀人才等方面
论述了识人用人的重要性和真正做到识人用人的方法。
其理论概括简洁明了，易于理解、识记；方法操作简便实用，易于掌握、操作，适合领导干部的阅读
习惯和工作状况。
无论对现任领导者，还是对立志成为领导者的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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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识人用人是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人才是当代社会的第一资源
　　1. 人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
　　2. 古人云：成事在人，得士者昌
　　3. 人才兴，国家兴：为政之本在于任贤
　　4. 现代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人才观念
　二、识人用人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
　　1. 什么是领导者的识人用人
　　2. 以人为本：识人用人的核心
　　3. 领导者需要识别、使用好六种人才
　三、将识人用人变成一门领导艺术
　　1. 艺术地识人用人是领导者的才能展示
　　2. 领导者应该掌握的识人用人艺术
　　3. 领导者需要走出识人用人的误区
第二章 领导者要拥有一双识人的慧眼
　一、真正的人才是德才统一，二者兼备
　　1. 人才，以德才兼备为最佳
　　2. 相比较而言，德比才更重要
　　3. 德才需要兼备，但又不能求全责备
　　4. 领导者衡德量才要出以公心
　二、科学辨才：不拘一格识人才
　　1. 得人之道，首先在于识人
　　2. 识人需要识别人的本质特征
　　3. 整体识人：科学的识人之法
　　4. 考察识别人才的主要原则
　　5. 像曹操那样抛开选才之偏见
　　6. 领导者切忌仅靠文凭、学历选人
　　7. 识才需要不拘一格，不拘泥于陈规
　三、识人有道：察其言，观其色，看其行
　　1. 识人需要听其言，观其人
　　2. 识人需要观其色，识其性
　　3. 透过人的仪态可以识别人的修养
　　4. 以“神”辨别人的正与邪
　　5. 不能忽视观识人的个性
　四、明察秋毫：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1. 识人要识“庐山”真面目
　　2. 领导者莫让“浮云”遮望眼
　　3. 既要看到人的长处，又要看到人的短处
　　4. 识人不可以偏概全，不可以短掩长
　　5. 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地识别人才
　　6. 从生活细节中也可以辨识人才
　　7. 辨别真伪人才，莫让鱼目混珠
　　8. 走出见微知著的识人误区
第三章 领导者要有高超的用人智慧
　一、领导者要有博大的用人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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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胸怀博大才能广纳贤才
　　2. 胸襟开阔才能拥有高境界
　　3. 领导者要拥有一颗宽容之心
　　4. 用人不疑，信任你所任用的人
　　5. 能够任用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
　二、领导者要有科学的用人策略
　　1. 用好的作风选拔作风好的人
　　2. 善用互补定律，实现人才效应最大化
　　3. 合理用人，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
　　4. “授任必求其当”，做到能职匹配
　　5. 深入了解用人对象，做到权变用人
　　6. 一职一官，让被用者责任明确
　三、给人才提供最能发挥才华的舞台
　　1. 给人才一个独立发挥才能的空间
　　2. 创造条件，让人才做他想做的事情
　　3. 不论资排辈，给年轻人以用武之地
　　4. 助才成长，敢于提拔有潜能的人
　四、领导者卓越用人的超凡智慧
　　1. 给卓越人才以特殊待遇
　　2. 能者多劳，让“快牛”跑得更快
　　3. 爱护实干者，让实干者干得舒心
　　4. 领导者超凡用人的七大怪招
　　5. 点“才”成金，发挥有成就欲者的才能
　五、扬长容短是领导者用人的大艺术
　　1. 用人所长是领导者的用人高招
　　2. 领导者用人所长的五大要诀
　　3. 容人所短，求全责备要不得
　　4. 容短、护短，领导者要容短有招
　六、巧用偏长，对特殊人才要特殊任用
　　1. 为什么要选用偏长人才
　　2. 科学判断偏长的能级和能质
　　3. 活用“能耐人”：宽容与约束并重
　七、领导者用人要杜绝任人唯亲
　　1. 反对任人唯亲是科学用人的根本要求
　　2. 领导者不能以个人好恶为用人标准
　　3. 讲究方法，处理好亲戚关系
第四章 领导者要善于激励人才
　一、激励能点燃人才的心智之火
　　1. 人人都需要激励，激励有利于成长
　　2. 激励能提高下属的自信心
　　3. 激励能提高下属工作的“三性”
　　4. 要相信每个下属都有工作的能力
　二、灵活地运用各种激励手段
　　1. 物质激励：以待遇满足下属的物质需求
　　2. 尊重激励：以尊重让下属得到心理满足
　　3. 关爱激励：以关爱增进与下属的感情
　　4. 赞扬激励：以赞美为下属树立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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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晋升激励：以提升肯定下属的工作成绩
　　6. 宽容激励：以宽容博得下属的信赖
　　7. 批评激励：以批评帮助下属改正错误
　三、领导者激励下属的原则与策略
　　1. 激励的实事求是原则
　　2. 激励的公平回报原则
　　3. 领导者实施激励需要把握最佳时机
　　4. 物质激励要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5. 奖励与惩罚相结合
　四、领导者要善于激发人才的潜能
　　1. 领导者要尽力激发下属的潜能
　　2. 准确地识别有潜在才能的人才
　　3. 激发下属潜能的手段
　　4. 妙用“激将法”激发人的潜能
　　5. 给下属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6. 相信下属能够自己处理工作难题
第五章 写好人才晋升这篇大文章
　一、为人才提供晋升的条件与环境
　　1. 人人都希望在事业上步步高升
　　2. 给人才搭上晋升的“天梯”
　　3. 鼓励下属人才“毛遂自荐”
　　4. 采取有回旋余地的非正式晋升
　　5. 提拔“后进”，让“泥鳅”变成“龙”
　二、领导者要敢于提携超己之才
　　1. 嫉贤妒能是领导者的大忌
　　2. 提携超己之才考验着领导者的品格
　　3. 提携超己之才能够增强领导者的实力
　　4. 领导者切忌像武大郎那样“开店”
　三、鼓励人才之间的良性竞争
　　1. 适度的竞争能使人才士气高昂
　　2. 引入竞争机制，产生鲇鱼效应
　　3. 给予下属人才争强抢先的机会
　　4. 鼓励人才在公平的竞争中冒尖
　　5. 如何引导下属之间的良性竞争
　四、通过“赛马”来确定晋升的人选
　　1. 重要的晋升法则：相马不如赛马
　　2. 利用下属的心理开展“赛马”活动
　　3. 让人才在同一个擂台上较量
　　4. 诱发人才的“逞能”欲望
第六章 领导者要掌握授权的艺术
　一、授权是领导者高超的用人艺术
　　1. 授权是领导者成就事业的分身术
　　2. 授权是领导者能力的扩展和延伸
　　3. 授权有利于领导者进行目标分解
　　4. 领导者应当勇于授权，不怕失权
　　5. 领导者授权的三个构成要素
　二、授权的原则、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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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授权需要遵循原则，防范失误
　　2. 抓大放小，拿捏好授权的分寸
　　3. 授权需要因人而异，重在人尽其才
　　4. 在授权的同时要防止下属越权
　三、对被授权者要放心使用，放手使用
　　1. 用人不疑，信任被授权者
　　2. 让被授权者大胆地去做
　　3. 只需告诉目标，无需告诉手段
　四、学会“放风筝”，适度地跟踪控制
　　1. 授权而不失控的方法
　　2. 掌握授权后的遥控艺术
　　3. 对被授权者实施严格的考核监督
　　4. 特殊情况下可以采取特殊办法
第七章 领导者如何统御与管理下属
　一、铁不打不硬，人不御则乱
　　1. 统御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2. 统御是领导与管理的高度统一
　　3. 善于统御方显领导者的智慧
　　4. 领导者要给下属以权威感
　　5. 德法并重：御人的基本原则
　二、领导者统御下属要讲究技巧
　　1. 宽严适度，做到冷热结合
　　2. 管住“大事”，放手“小事”
　　3. 相辅相成，疏导与堵塞相结合
　　4. 松紧适度，把握好统御的“度”
　　5. 与下属一同承担工作失误的责任
　三、批评有术：讲究批评的方法与艺术
　　1. 批评是一种有效的御人方法
　　2. 批评下属之前要三思而后行
　　3. 批评者要具有“绅士风度”
　　4. 批评下属的方式要因人而异
　　5. 充满诚意的批评效果最好
　　6. 以教育为主的批评更具说服力
　　7. 批评下属时不要伤及对方的自尊心
　　8. 把批评融入轻松的谈话中
　四、管住另类：巧妙管理棘手的下属
　　1. 调动棘手下属的工作积极性
　　2. 对恃才狂傲之人，挫其傲气
　　3. 不与攻击型的人正面冲突
　　4. 不妨采取“杀鸡给猴看”的办法
　　5. 怎样对待满腹牢骚的下属
　　6. 怎样管理有靠山的下属
　　7. 如何使用爱告密的下属
　　8. 对付阴险狡诈的下属的方法
　　9. 对付工于心计的下属的方法
第八章 领导者要采用多种方式培育人才
　一、培育下属成才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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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水涨船高，培育下属有利于领导者自身
　　2. 人才培育，让下属飞得更高
　　3. 应舍得在培育人才上花本钱
　　4. 培育人才应遵循的标准
　　5. 培育下属人才的基本策略
　二、培训是领导者给下属的最好的礼物
　　1. 培训是最有效的培育人才的方法
　　2. 用培训来激发下属人才的积极性
　　3. 要善于把握培训的时机
　　4. 准备好培训的工具，掌握培训的技术
　　5. 积极地引导下属自学成才
　　6. 为人才创造不断学习的氛围
　三、培育优秀人才的针对性方法
　　1. 领导者应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2. 对优秀的下属进行再培训
　　3. 培养下属自信心的方法
　　4. 培养下属创造力的方法
　　5. 对新进下属进行培训
第九章 礼贤下士，留住优秀人才
　一、留住优秀人才是领导者的重要课题
　　1. 优秀人才的流失是组织的重大损失
　　2. 实施人本管理有利于防止人才跳槽
　　3. 尽可能地录用忠于组织的人才
　　4. 尽力提高人才对组织的满意度
　二、留住优秀人才的实用方法
　　1. 帮助人才设计职业发展方向
　　2. 为人才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3. 对人才的抱怨应当及时处理
　　4. 在人才跳槽之前积极地劝阻
　　5. 防止人才外流的积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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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人才是当代社会的第一资源作为一名领导者，他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识人用人。
因为，领导者的事业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业，而是需要众多人士共同来从事的事业。
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指一般的普通人，而是指具有一定专长的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本章开宗明义，认为人才是当代社会的第一资源，识人用人是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
1？
人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人才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传播者，是生产要素中最
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是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曾经是第一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取代土地成为第一生产要素；在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取代资本成为第一生产要素。
人才具有自我增值的巨大潜力，作为社会生产的第一要素，它正日益成为首要的财？
和最重要的资本。
人才是人中之才，谋事之才。
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在各自的历史时期里不辱使命，推动了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问题，最终只能由人类自己来回答。
在几千年的提问与回答中，人们听到了那些积极、坚定或是震撼人心的声音，那些声音的发出者便是
人类社会的“人中之才”——他们发出倡导世界发展主流的声音，他们为国家昌盛献计献策，为民族
振兴群策群力；他们为发展科学与文明而欢呼，为消除无知与愚昧而呐喊。
他们在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留下了自己最鲜明的印迹。
所以说，人才是世间？
宝贵的财富，是成就事业的最重要的资源。
国之兴，长于政；政之兴，在得人。
政从“正”起，财从“才”来。
社会是人创造的，财富也是人创造的；文化是人创造的，科学技术也是人创造的。
人是一切事业的前提和根本。
正因为如此，20世纪50年代，当科学家钱学森返回祖国时，美国海军次长丹？
金波尔歇斯底里地叫喊：“我宁可把这家伙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
一个人可以抵5个师，这就是人才的价值！
在当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性更是日益彰显出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日本的复兴和欧洲原西德的复兴，在世界上引起了很
大的震动。
它们兴起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拥有大量的人才，并且每一个人才都得到了尊重和重用。
原西德一直重视国民的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城市几乎全被炸毁，但是人才还在，科学技术还在，所以原西德能够很快复
兴并且得到迅速发展。
在当今世界，人才不仅是宝贵资源，而且已成为最重要的资本。
把人才看做一种资本，这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对自身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过去，人们只注重对物质资本的开发和积累；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越来越大。
对人才资本的投资往往可以带来几倍、几十倍的效益回报，远远超过其他资本所产生的效益。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人才资本实质上是一种核心资本，并加紧投资开发。
为争夺这种“最重要的资本”，各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人才竞争。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领导者应该认真研究人才资本理论和人才资本的实现形式，千方百计地促进
人力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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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成事在人，得士者昌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最显著的特点和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聚集人才，知人
善任。
自古以来，凡得人才者得天下，凡善用人者成就大业。
人才确实是决定领导事业成败的关键要素。
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先哲早就提出了识才举贤、得士用人的领导思想。
墨子主张：“选择天下之贤者，立为天子。
”他认为，即使是出身贫贱的农夫、工匠，如果有贤能，也可以提拔任用，给以高官厚禄，托以大事
。
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一篇题为《兴贤》的文章中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
”贤能之士，什么时候都有，就看领导者对贤能之士使用与否。
王安石在列举了商周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强调指出：“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
无有也。
”战国时期，齐威王与魏惠王一起到郊外打猎，惠王向威王问道：“你身为齐国之王，可收藏些什么
宝物？
”齐威王答曰：“没有。
”魏惠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我都藏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10颗，这种珍珠所发出的光彩可以照
耀12辆车子。
你这千乘之国，何以连一件珍宝都没有？
”齐威王回答说，“我有一些珍宝，但是与你所说的珍宝不同。
我有一个臣子叫檀子，我派他驻守高唐，北方的赵人不敢？
打鱼；另有一个臣子叫黔夫，我派他驻守徐州，能管理徐州那里四方来往的百姓7 000多户；我还有一
个臣子叫种首，我叫他防备盗贼，百姓可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像这样的珍宝，它的光辉可以照耀千里，何止12辆车子？
”人才是最可贵的珍宝，齐威王的这一席话，道出了齐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
中国有句古语：“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我国古代有些领导者本身并没有什么高超的本领，但因为能够拥有杰出的人才，从而能够成就一代
伟业。
真可谓得才兴邦，得才兴业。
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秦朝末年，楚汉相争，最终刘邦打败？
项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汉朝。
一天，刘邦大宴群臣，在宴会上，他乘着酒兴问群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而项羽那
么多军队却失去了天下吗？
”众大臣七嘴八舌，有的说：“您治军严厉，令行禁止；项羽过于妇人之仁了。
”有的说：“您最大的特点是有功者赏，有罪者罚；项羽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能者疑之。
”刘邦笑了，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之所以能夺取天下，主要是因为我善于识人用人。
要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安抚百姓，做好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
这三个人是人中之杰，我能大胆地使用他们；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这就是我能夺取天下而项羽
失去天下的原因啊！
”作为领导者，不一定要有很高深的专业知识，但要掌握领导科学知识，特别是识人用人的知识。
刘邦是个不爱看书不会武艺的市井之人，但其精通识人用人之道，最后夺取了天下。
项羽出身于官宦之家，知书达理，武艺高强，但因其不会识人用人，最后出演了一幕“拔剑自刎”的
惨剧。
唐太宗李世民是杰出的封建君王，治国成就赫赫，他总结其成功的？
要原因就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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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避其所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黜责一人。
唐太宗深知人才的价值，正是如此这般地用人，他才实现了“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显赫
的一页。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
”3？
人才兴，国家兴：为政之本在于任贤人才是治国之本，发展之源。
古往今来，凡成就一番事业的领导者，都必然拥有众多的人才。
古人云：“治国之道，唯在用人”，“为政之本在于任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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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识人和用人艺术》：一个伟大时代的兴盛，需要时代的引领者，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
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
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多读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努力使自己真
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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