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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一代的管理者必须掌握识人、用人和管人这三大艺术，学会如何辨识人才、运用人才、管理人才的
技巧，懂得辩证识人、唯才是举和科学管人。
    杰克·韦尔奇曾说：“作为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识人、用人的能力，不断提高管人的技巧。
作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管理者，既需要有‘才智’，又需要有‘直觉’；既需要有‘理性’，又需要有
‘感情’；既要善于在办公室中分析研究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又要善于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经
验。
”    人才犹如冰山，浮于水面者仅30%，沉于水底者达70%。
管理者必须学会慧眼识人，为企业或职能部门招募到最优秀的人才。
辨识人才是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也是一项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要做的首要工作。
    用人是身处管理岗位上的人必须掌握的能力。
对于管理者来说，用人的本领往往比个人的才智更加关键。
聪明的管理者能够花费更多的心思，动用更多的手段，去经营好周围的人际关系。
这些关系成为他最宝贵的生存资源，为其走向事业巅峰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
    一个企业或组织的管理者不仅要学会识人、善于用人，更要懂得如何管人。
管人重在掌控人心，即通过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调动员工和下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创造出更
多的价值和利益，促进企业或职能部门的进步和发展。
管理人才，是对领导者和管理者管理能力的考验。
是用制度管人，还是用人管人，要根据企业或部门本身的情况善加抉择，必要时应双管齐下。
    雄鹰高翔万里，看到的依然是地上奔跑的兔子，而金龟子的眼睛里永远只有粪球。
视角的不同决定了视野的不同。
大千世界，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人的性格会完全相同。
不同性情的人适合做不同的工作。
一个卓越的管理者，不需要在各方面都是才干超群，但必须具备超群的选才与用才的眼光，练就一副
火眼金睛，把握手下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来衡量一个人的才干，因人而异，量才而用。
    本书讲述了管理者识人、用人、管人的艺术，精心挑选出对于管理者最具参考价值的案例与方法。
本书以事例为主，理论为辅，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如果管理者能够在管理实践中，将识人、用人、管人的艺术紧密结合，配合发挥各自的功效，就能够
对组织或企业进行更科学、更高效的管理和领导，从而成为出色的管理者和卓越的领导者。
如有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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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管理者识人用人管人的艺术》能够帮助非管理科班出身但又有着强烈上进心，关注自己的职业素质
和管理水平，渴望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提升自己的管理者，帮助管理者更有能力承担起组织赋予的重任
，同时也使得自己的职业道路更加顺畅。

    当然，即使是有着丰富管理实践的管理者也一样可以从本书中汲取到营养。
《管理者识人用人管人的艺术》将帮助您成为一个更有条理，更能高效执行并解决实际问题的管理者
。
本书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当我们遇到管理困扰的时候可以随时翻阅寻找答案，放在身边成为管
理者的有效工具书。
本书由秦红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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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想要有好的人才为你所用，你必须具备发现人才的长远眼光。
一天，柯达公司经理伊士曼在坦勒公司经理家遇到了两个年轻人。
这两个年轻人提出了改革彩色摄影技术的想法。
他们找来大量材料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发现原西德科学家配制的乳剂分成三层，各自对红、绿、蓝
三种光源产生感光作用。
研究到此，下一步需大量资金，于是希望得到坦勒公司的支持。
    坦勒公司经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而伊士曼却认为很有价值。
当时的彩色摄影工艺复杂，设备的价格十分昂贵，而且效果并不好。
一旦小伙子们的研究再继续下去，很可能使彩色摄影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
伊士曼当即就与他们签约。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两色冲晒过程的感光彩色底片诞生了。
很快，五色感光彩色底片也问世，并迅速占领了国内外市场。
柯达公司成为彩色底片市场的“领头羊”之一。
    显然，在远景规划中，如何纳未来之才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事业对人才的要求往往具有超前性，如果早先不做好纳才的准备，等到急着用时，已经是人才难觅了
，因为此时，社会上所有的部门或者企业均四处抢夺人才了，谁领先一步，谁就是最大的赢家，而如
果领导者在纳才上一直具有一种预见性，就完全可以“坐山观虎斗”，等其他领导人为“人才争夺战
”忙得焦头烂额时，自己却可以静观其变，获取渔人之利。
“人到用时不恨少”是一个领导者大智大勇的具体表现之一。
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以战略的眼光看待纳才问题，要根据自己的事业作长远的打算，不能只顾眼前
，而忘了将来，否则事业的发展只能昙花一现。
就如一支足球队一样，如果仅仅满足场上的几名年轻力壮的优秀运动员，陶醉在他们所创造的成绩当
中，而忘了后备人才的培养，一旦场上的队员退役，这支球队必然会陷入低谷。
    选才不能只及一端不见全貌，如果只看到人家微不足道的一个优点就大叫“才子”，或是从窥管中
看到人家的缺点就大骂人家无能，这都是错误的。
选才必须从大的方面考虑。
选才必须由近知远、由小知大，即所谓的长远识才。
不然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选才的目的是为用才，用才当然是用人家的长处。
既然是这样，我们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又何必去计较人家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和缺点呢？
如果老是吹毛求疵，结果必定是一事无成。
故识才必须识大。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要从大的方面考虑。
马克思哲学不是说事物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吗，那么人的大的方面就应成为判断一个人的主要
方面。
这样，即使人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我们都可以忽略。
故识才就不应只见其短不知其长或者更严重的是只知其小长而不知其大害就加以举用。
用与不用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注重人才的大的方面而加以任用，最终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巴顿将军从小就养成了一个桀骜不驯的性格，心直口快，常常感情用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他就在一个自认为可以避开新闻界耳目的集会上大讲战争结束后，应由英美
两国主宰世界，其他国家听凭支配。
当时恰有一个新闻记者在场，便把巴顿的话记录下来，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
随之抗议的呼声蜂拥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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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他还因殴打士兵，险些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
然而艾森豪威尔深知其人，并对巴顿予以重任。
艾氏对巴顿极为了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巴顿作为美国远征军副司令潘兴将军的上尉副官来到欧洲。
不久负责组训第一支坦克部队，并参战立功，被人誉为“坦克专家”。
以后巴顿不断变换职务，也先后三次进学校深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巴顿被任命为第一装甲军军长，负责坦克部队军官的培训工作。
正是因为这些，艾氏极其看重巴顿的实力，并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对之加以重用。
    领导者在人才问题上要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也就是说在纳才时也应该有一个“远景规划”，而不
要囿于当前。
《财经杂志》在叙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反败为胜的事迹”时指出，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杰克·史密
斯把“建立远景”列在他领导诀窍中的榜首，而时下的学术研究也证明了研究远景的重要性。
    选才固然要识大，但这还不够。
往往在眼前来看，极被看重的人才能极高，其小毛病几乎可以不管。
蚁穴不可谓不小，但不加注意，它必定会破千里长堤。
一个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关键的时候是要命的。
如果只顾眼前而不考虑长远，失之于识人是十之八九。
英明的人识才更专于以小见大，以近知远，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是用还是不用。
    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的。
“见一落叶而知秋之将至”，这或许可以作为长远识才的一个形象说法。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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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一代的管理者必须掌握识人、用人、管人这三大管理艺术。
管理者要学会如何辨识人才、运用人才、管理人才，只有做到善于识人、长于用人、精于管人的管理
者才能成为杰出的管理者。
    《管理者识人用人管人的艺术》将识人、用人、管人三大管理艺术融为一炉，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
操作性。
如果管理者能够将这三种管理艺术结合使用并发挥各自的功效，就能够对组织和企业进行更科学、更
高效的管理，成为一名出色的管理者。
本书由秦红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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