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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买单的时代。
　　人人都需要被买单。
　　买单，实在是我们社会最普遍最重要的关系。
企业需要被买单，这样才能有业务，才能养活员工；个人需要被买单，这样才能有收入，才能养活家
人。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凸显了买单的重要意义。
　　订单不足，破产企业大幅增加，失业人员不断增多，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大事。
而在中国，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
　　这些问题的本质原因，就是一个买单与被买单的问题。
　　本书试图通过对最普遍的买单关系——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进行梳理，厘清对企业、工作和老板的
认识，认清买单人和被买单者关系的本质，创造更和谐的职场生态。
同时，通过一些方法，帮助员工提升自身的被买单价格，从而获得更好的收入，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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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最重要却最易被忽视的买单关系——老板与员工的关系进行梳理，一方面促使员工理性认
识企业、工作和老板，重视买单人，抱持感恩心态，对得起被买单的价格：另一方面提出一系列如何
卓越工作的实用理念，帮助员工正确提高自己被买单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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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感恩你的买单人　　杀死偏见的魔鬼　　偏见一：“老板是万恶的！
”　　说老板坏话，这是员工之间最有共鸣的话题，也是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话题。
　　在吃饭的时候，在茶水间，互相交流一下对老板的看法，控诉一下对老板的不满，指责一下老板
的无能，或者传播一下老板的八卦，然后在一阵笑声中，内心得到一种畅快和满足，也抒发了自己心
中的郁闷和不满。
　　老板吝啬，老板变态，老板没事找事，老板太黑，老板不懂得管理，老板没有人格魅力，老板不
公平，老板太不靠谱，老板不地道，公司不人性化，公司做事没有规矩，公司的制度说变就变⋯⋯　
　但是，老板真的是万恶的么？
我们在埋怨甚至咒骂老板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做，而我们自己又是怎么表现的？
　　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些员工的表现。
　　其中一家公司，当老板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来了一位卖女性用品的销售员，于是，女性雇员们纷
纷放下手头的工作，拥到销售员周围开始挑选商品。
就这样，办公室变成了一个集市，闹哄哄将近两个小时。
该公司是一家从事文化事业公司，编辑需要安静的环境，因此，一个下午就这样浪费了。
　　另一家公司，老板在里面办公，来了一位办银行卡的业务员，直接闯进办公室问有没有人要办卡
。
前台没有阻拦，有的员工甚至放下手中的工作，迎上去打昕。
直到老板听到了动静，走出来把办卡的人赶走。
而在该公司的大门外，明显张贴着“拒绝推销”的字样。
　　还有一家公司，制度明确规定早上9：00上班，下午13：00上班。
可是，上班迟到的人非常普遍；中午吃饭回来晚的人也不少；有人到了上班时间还在睡午觉；更有人
，上班时间出去办私事，甚至连招呼都不打一个，有事的时候连人都找不到，主管还在担心是不是出
了什么意外，然后就看见她吃着雪糕悠然地走回办公室。
　　有一家公司的老板曾经给我说起他们公司的一件事：大家都喜欢喝茶，每天早上，总有很多的隔
夜茶叶被倒掉。
对于垃圾，自然要做妥当的处理，公司专门准备了一个倒茶叶的桶，桶的上方贴了“茶叶倒入桶里”
和“倒茶叶桶”的标志，并且在水池旁边贴上“此处不许倒茶叶”的字样。
公司虽然再三强调茶叶要倒入桶中，但是，每天早上上班后10分钟，到水房看看，茶叶总是到处都是
，水池子里有，装纸的篓子里面有，甚至地上也有，几乎天天如此。
　　他还给我总结了他们公司办公室目睹之怪现状：　　上厕所后不冲水的，随处吐痰的，上班讨论
问题不注意声音大小的，公司财物随处放的，手机在公司充电的，用公司电话打私人长途的，上班时
间聊天的，上网打游戏的，下载电影的，听歌的，在办公室串门的，说是为公事出去却借机办私事的
，上班时候手机铃声大作的，等等，种种现象不一而足。
　　对照着上面的行为，有谁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用该老板的话说：“我就不知道了，大多数员工都是研究生、本科生，怎么素质就这样差呢？
”　　如果你是老板，面对这样的员工，你是不是也要问一句：我凭什么给你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职
位？
　　如果你是老板，是不是也要建立起一套制度，进行考核，以此作为奖惩依据？
！
是不是当员工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也要对员工的“血汗钱”下手扣除？
！
面对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即使某人在公司待了多年，也从来不会考虑给他涨工资和升职？
！
　　偏见二：“这是我该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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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员工认为，只要我进入了企业，不论我工作绩效如何，只要我在企业待了一天，老板就必
须给我发一天的薪水，这是我该得的。
他们这样想的时候，不但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甚至还觉得自己理直气壮。
在这样的员工心目中，老板就像是欠他的一样。
　　而如果薪水推迟发送，即使是一天，他们也会满脸苦大仇深的样子。
而如果扣了工资，他们一定认为老板太黑了，连员工的血汗钱都会下狠手。
　　可是，他们从来不问一问，自己在企业的这一天，是否存在出工不出力的情况？
是否有不尽心尽力的情况？
自己给企业是否创造了与一天工资相应的价值？
是否为企业带来了对等的业绩？
自己的工作，是否值得企业为它买单？
　　当企业情况尚好的时候，他们理所当然的要求高薪水，认为企业的成绩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而当企业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却不肯降低薪水，不认为这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老板不欠你的，你们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债权债务的关系。
通过老板，你的潜在价值才能得以转化成现实价格。
如果你的潜在价值根本就没有体现出价值，又怎么能够要求有现实的价格呢？
　　偏见三：“凡事都要请示老板！
”　　在惯常的想法看来，毫无疑问，老板是主人，员工是佣人，也就是俗称的“打工仔”。
但是，有些员工，却能把老板当佣人。
　　可能吗？
完全有可能！
　　当有事情的时候，总是问老板的意见。
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毕竟，必须知道上头的意见，这样才能确保事半功倍。
否则，如果发生方向性错误，就会前功尽弃，白忙一场。
而且，事事都请示老板，不正表现了对老板的尊重吗？
　　然而，实质总不是表面看来那般简单——　　大事小事都请示老板，一方面表明自己没有认真思
考过，没有认真思考就问老板的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另一方面，当有事情总是习惯问老
板意见的时候，也就是将问题推给了老板，利用问意见的形式，将老板推到了替你解决问题的位置上
。
　　综合起来，你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不管最后是不是你经手完成了整件事情，在那一刻
，你是主人，老板是佣人，是为你服务的工具。
　　如果说这种行为还不是很普遍的话，那么，另外一种“自己做主人，老板做仆人”的行为就普遍
得多，那就是需要老板不断地给自己断后，给自己善后。
　　一件事情怎么做，整体的脉络如何走，应该注意什么关键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具体工作的人应该
很清楚的。
而且，因为它们重要，往往也容易得到重视，因而会得到有效解决。
但是，细节决定成败，一件事情有没有做好，最大的可能并不是大方向错了，而是因为细节没有做到
完美。
　　于是，我们发现，在这些员工做完事情之后，就好像是屎壳郎经过，一路上到处都是细小的粪球
，老板必须随时查漏补缺，填窟窿，以保证事情得到完满的解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说的是资本家在前面趾高气扬，背后跟着的是
卑躬屈膝、蹒跚前行的工人。
我看这幅图画用在这里也很合适，员工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得意，兴高采烈地在前面疾走，老板跟在
后面，谨慎地将各种可能的问题扑杀在萌芽之中。
这样的员工，难道不是在“自己做主人，老板做仆人”吗？
！
　　偏见四：“老板要多体谅我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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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中，每个人年龄上都必须达到成年人的标准，否则，老板将背上雇佣童工的罪名。
但是，很多人虽然身体上成年了，心理上却没有，他们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把老板当作佣人，甚
至把老板当作父母。
　　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那种视单位为终身依靠的观念有所减弱，但还是有一些人对企业的依
赖感很强。
他们认为，我到企业来了，企业就应该给我提供保障。
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　　总是希望老板给自己安排简单轻松的工作，但是，又希望获得丰厚的报酬，最起码，不能比其
他人差。
至于那些困难复杂的工作交给谁，与我无关，只要不是交给我就好了。
如果实在没有人呢，那就老板自己担着吧。
　　“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别人加班我加薪，数钱数到手抽筋⋯⋯”这段流行的顺口
溜清楚地表明了很多人的真实想法。
　　犯了错误，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当老板说起问题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是在说自己，或者知道是在说自己，却也不怎么放在心上。
通常是用卖乖、害羞、傻笑等蒙混过关，或者请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多多体谅”。
对于这样的员工来说，他们以能安然离开批评现场作为最大的胜利，其他的，那就到时候再说，而到
时候说不说则看当时的环境和心情了。
　　这些想法和行为真正体现出来的，是这些员工还不具有独立行为能力，还没有真正长大成人。
试问，哪位已经长大的人，会要求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呢？
在要求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时候，你既把老板当作了“大人”，同时也把自己当作了“小人”。
　　上述的想法和行为还体现出，这些员工没有真正进入职场，不具有职业素养。
除了对父母我们可以如此外，对于其他的人，都需要别的合适的对待方式，那些撒娇、卖乖、逃避，
都是只能在对自己父母时才可能用的手段，现在在老板面前一一使唤出来，不正说明这样的员工潜意
识里把老板当作父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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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谁为你买单》　　老板给员工买单，才有人干活，员工被老板买单，才不会失业。
　　这是一个买单时代。
　　人人都需要被买单。
　　没有人为你买单，你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没有人为你买单，你就不能承担对家庭和亲人的责任。
　　没有人为你买单，你就不能发挥才干，一切都只是空谈。
　　没有人为你买单，你就会发现生活变得一片灰暗，没有前途，没有希望。
　　如果你干好工作，老板就会为你的称职买单。
　　如果你兢兢业业，老板就会为你的责任买单。
　　如果你热爱企业，老板就会为你的忠诚买单。
　　如果你多做一点，老板就会为你的敬业买单。
　　如果你心怀感激，老板就会为你的感恩买单。
　　如果你站在老板的角度想问题，老板就会为你的自动自发买单。
　　⋯⋯　　总之，只有你对得起老板的出价，他才会给你买单，或者继续给你买单，甚至给你出更
高的价格买单。
　　员工不被老板买单，只有失业　　企业不被市场买单，只有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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