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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當人們談到公司的工作做不好就說是執行力不好，因為公司許多很好的政策和策劃因為沒有有
效的執行而夭折或不能產生應該有的效果，而因此總是抱怨說是員工工作不完善，總是強調要提升執
行力，花了很多財力和人力培訓開會，但效果總是不盡如人意，那麼執行力差的原因到底什麼，怎麼
去改變提升？
　　??企業執行力差的原因有三：一是企業的工作規範要求和獎懲條例不明；二是政策和策劃的可以
執行性太差；三是執行者的理解能力太差。
第一第二條是和領導層有關，是需要提高企業的管理和策劃水準來提高和改善。
而第三條的理解力是提高執行力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如果提高了下屬的理解力，就可能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在員工的工作態度不變的條件下，執行力
就會大大的提高，企業的效益也會提高。
　　??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頻繁，每個人都生活在某個組織或圈子中，人際間的交流隨時發
生，交流的質量如何，效果如何，在很多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人際理解力。
人際理解力是指瞭解別人、理解別人的能力。
一個人應該瞭解人性，瞭解人的普遍需求和人的優勢和劣勢，同時在普遍人性的需求下，人在特定場
合和環境下也有特定的需求，因此，也必須理解人在特定背景下的心理需求和反應，同時給予恰當的
回應，給對方良好的心理反應和感覺。
我們有時說誰有悟性，很能理解別人的意圖，理解別人的話外之音，就是指該人有好的人際理解能力
。
一個溝通高手，一個交際高手，一定是具有了人際理解力的人。
要獲得人際理解力，需要有心理學的修養和豐富的社會閱歷，當然也有個人的天賦特質。
　　??為此編著了《職場理解力》一書，本書旨在通過五個方面來闡述工作中理解力的重要性，並且
介紹一些具體的可以快速提升自己的方法。
在職場中有效的溝通讓我們無所不能，但是溝通的前提是我們要具備高的自我理解能力。
　　??本書的最大優點就是換一種角度來詮釋職場的理解能力，更多的是強調自身的改變會讓我們得
到更多的機會。
慢慢閱讀你發現很多事情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沒有抓住它們。
只要我們加一點點修飾和改變會得到與眾不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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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培養自身的全局觀　　在職場中理解力比任何能力都更加的重要，有理解力的人才是老闆真
正賞識的人才。
老闆作為一個公司的領頭羊，他的每次抉擇必須著眼於全局，行事的方式要面面俱到，力求完美周全
。
人際理解力強的人，話不多卻有效。
原因在於能抓住關鍵和重點，並能用簡潔的語言清晰的表達。
日常工作中見到很多人，講話冗長，囉囉嗦嗦，婆婆媽媽，致使對方不但聽不明白，還產生抵觸和逆
反，溝通效果可想而知。
特別是有的人講一個事情用了很多的解釋，當然，對於高深的，對方不熟悉事情可以加一些說明是必
要的，相反過多的解釋會沖淡主題，甚至給人感覺把對方當白癡，潛臺詞是這樣簡單的事情都不懂，
你好笨。
要做更多的解釋，除非是對方提出疑問，否則，解釋過多會影響溝通的效果，破壞溝通的心理環境。
所以在職場中老闆需要的是有全局觀的見解和做事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得到老闆的賞識和同事的青睞
，而這種意識並非與生俱來的。
我們一定要形成這種整體思考的習慣，讓公司上上下下都能得到充分的協調，標本兼治。
溝通是一門技術，需要講藝術，但真正的藝術是要理解別人的心理需求，是心靈的互動，需要營造良
好的溝通心理環境，建立一個利於溝通的寬鬆氣場，只有做到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達成溝通的
目的和實現有效的溝通。
孫子兵法有云：「不謀萬事者不足以謀一世，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
真正的在職場中得以展現！
　　１、整體思考的習慣　　在當今的世界，人才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而真正受到老闆喜歡的是那種有全局觀的員工，這類員工往往會得到更多的晉升機會。
全局觀就是指在考慮問題時，從企業的整體利益出發，比較全面地思考所要解決的問題，並在日常工
作中時常保持這樣的思維觀點。
企業強調全局觀是十分必要的。
其實，大到企業的重大決策，小到員工考慮各種小事情，全局觀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要使員工都具有全局觀，闡明其中的意義是關鍵的一個環節。
　　首先，從公司的角度出發分析，公司是一個有效的整體，其最終獲得成功，取得利潤，取決於這
個整體的有效運作，而不僅僅是某一個員工或者上司的個人努力。
所以，公司在做出任何一個指令或者決策時，都是從公司全局出發來考慮的。
作為一個有效整體，決定了員工個人的利益和團體利益是統一的；團體利益受損，個人利益也得不到
保障。
從這個意義上講，個人必須具有很好的全局觀，事事從公司全局出發，其實就是在爭取個人利益的最
大化。
因此，要求員工以全局觀的標準來思考和行動，絕不是單方面考慮企業，而是相輔相成的雙贏結果。
　　其次，全局觀是個人在公司工作的基本素質之一，對員工而言，是獲得晉升的條件之一，對管理
者而言，是順利開展工作、獲取上級信任的條件之一。
在中國的文化中，『鼠目寸光』指的就是那種思考問題片面，從局部利益出發的人，這種人，是被嘲
笑的對象；『高瞻遠矚』則是具有全局觀的人，這種人，一般是領導者的身份。
這就說明瞭，要獲得提拔，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全局觀是不可缺少的。
對於企業幹部，本位主義是常見的，因為自己所處的位置和從事的工作，考慮問題時自覺或者不自覺
地，會從本部門的利益出發。
這種做法，對於公司來說，是局部的，是不夠全面的。
因而本位主義在一個公司中是被堅決反對的。
一個具有全局觀的管理者，無疑更容易受到上級的賞識，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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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具有全局觀的幹部，考慮的是整個企業的利益，因而一般不會觸犯企業其他部門的利益，這樣
的幹部開展工作就比較順利，因為他們更容易獲得其他部門的支持。
所以說，全局觀在一個企業中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對企業，還是對員工、幹部，都是考慮問題的出發
點。
　　在日常工作中，即使我們不是老闆，我們每天也需要做出決策。
每一個決策都可能影響我們在團隊、在工作中的表現，也可能進一步影響到我們在公司中的地位、關
係、利益乃至機遇。
每個人都有弱點，在過度信任（或過度依賴）的心態下做出的決策，一定會忽略對方的弱點，也會忽
略團隊如何去幫助對方。
過度信任（或過度依賴），等於把整個團隊的成敗都推卸到個別成員身上。
正確的決策不僅要基於個人優勢，更要基於整體實力和團隊合作，放眼全局，深思熟慮；不能因為優
勢而得意忘形、高估自己，要慎重對待每一個選擇。
置身事外、推脫責任不是解決之道，讓團隊每個成員都承擔起責任，才是決策正確的重要保證。
　　以加薪為例。
你在一個公司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但是加薪無望，你心急如焚，於是想主動找老闆談一談。
你談的好，薪資提高，否則加薪不成，地位下降。
所以，你和老闆談加薪，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據。
　　潔西卡畢業後進了一家小的不能再小的公司。
但這家公司雖小，業務量卻相當多，工作壓力大。
一段時間後，潔西卡的工作業績還是不錯的，算得上公司的人才。
眼見這樣的形勢，潔西卡向老闆提出了要加薪。
然而，老闆一聽「加薪」二字，便以公司規模小，業務有限之類的話題來搪塞，並暗示：按照潔西卡
的能力確實應該得到更多的薪水，只是畢竟潔西卡資歷不夠，如果輕易開口答應了潔西卡的加薪要求
，其他人也可能效仿，因此，暫時不能答應潔西卡的加薪要求。
終究，潔西卡沒有得到加薪。
　　潔西卡的加薪要求，看似是老闆搪塞她，實際上是潔西卡沒有全盤考慮加薪的客觀影響因素。
這些因素應該包括：公司大小、行業前景、自身價值等等。
從潔西卡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老闆對潔西卡還是十分器重的，但是出於公司目前的狀況考量，不
得不拒絕潔西卡的加薪請求。
　　客觀地講，潔西卡的老闆也面臨著一種比較尷尬的境況。
老闆愛惜潔西卡是人才，不能加薪可以換個方式安慰潔西卡。
加薪的方式多種多樣的，不一定非要直接加在薪資上。
潔西卡可以請求老闆「多給一點補助」，或者安排一點培訓，這次在獎金上加一點，下次再在加班費
或出差補助上加一點。
方式不同，但是目的不變，老闆也不會為難。
這樣，變通的為潔西卡加薪。
所以職場人士在提出過加薪請求，要有全局意識，推測要求加薪的勝算，避免碰釘子。
　　在政治領域，擁有大局意識十分重要。
其實，對一個員工來說，要想在職場中勝出，同樣要把培養大局意識作為發展的根基。
　　在每個人的職業生涯中，凡事必須從大局出發，以大局為重，不顧大局就有可能出局。
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有優秀才能的人，因為個人性格、情感中的某些缺陷，在做事的過程
中，不能從大局出發而立足長遠，不能把握實際效果，不能從利害關係出發，從而鑄成大錯，造成嚴
重的損失，甚至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當今的市場經濟中，各方人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大批優秀人才脫穎而出。
同時，人們也不難發現，一些業績突出卻自命不凡的人在公司內處境艱難；一些精明能幹但過於計較
得失的員工不為公司所接納，成為行色匆匆穿梭於各個招聘場的人。
這樣「有才華」的人在職場中為什麼不能被用人公司所容納和重用，恐怕不只是缺乏「伯樂」，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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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處理好個人與整體的關係。
在老闆眼裏，全局高於一切，一個公司的整體利益肯定是至高無上的。
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一個只為小團體或部門利益著想的人，一個心中只有「我」而無「我們」的人，
是登不上老闆的優秀員工名單的。
　　大局意識是職場上不可或缺的職業品質。
優秀的員工，凡事能從大局出發，在事關大局和自身利益的問題上，能以寬廣的眼界審時度勢，以長
遠的眼光權衡利弊得失，自覺做到局部服從整體，自我服從全局，眼前服從長遠，立足本職，甘於奉
獻。
這樣具備統觀全局、服務大局的優良素質，在贏得公司和老闆信任的同時，更為自己的職業生涯帶來
莫大的好處。
企業組織的領導者最渴求的是以組織整體利益為重，「顧大局、識大體」的員工。
　　全局思考不僅是對員工來說很重要，同樣全局思考對位處高層的領導者實在是更為重要。
全局思考也即整體思考，與全局思考相反的是片面思考、表面思考。
不能夠全局思考的領導者常常犯下以偏概全，甚至一葉障目的錯誤，只看表面現象，不問事情的本質
，總是以自己的一己觀點來替代市場的要求。
　　關於全局思考，其實孫子兵法裏，也有一句叫「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說的是在作戰中，我方除了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外，還必須知道對方，只有充分地評估敵我雙方的力
量對比，並據此作出相應的決策就能做到百戰而無不勝。
唐朝的宰相魏征也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　　全局思考要求領導者要能運用一種全面掌握企業經營中的各方面資訊，包括行業內競爭對手的
資訊，也包括與行業相關的外部資訊；既包括企業上游供應鏈、下游經銷商的資訊，也包括企業內部
研發、生產、銷售、財務、人力資源、IT等各方面的資訊。
只有站在全局的角度掌握資訊，才能幫助領導者進行全局思考，從而幫助自己進行有效決策。
　　在研究問題、解決問題過程中如果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
《水滸傳》中宋江三打祝家莊的例子，非常值得我們仔細閱讀。
宋江前兩次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
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
分配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第三次就打了勝仗。
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
　　全局與局部，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對重要哲學範疇。
顧全大局的能力，是從整體和長遠來辯證觀察、思考與處理問題的一種科學能力。
全局是事物的整體和全部，是一個公司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所在。
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萬世之謀、全局之謀，就是顧全大局的能力。
只有立足於「萬世」、「全局」而去謀「一時」和「一域」，才能有高明的治國、治軍能力。
這也表明人們特別是領導幹部在想問題、辦事情時，應該正確處理全局與局部的辯證關係，把握其有
效聯繫，注重從事物相關性中把握大局，從事物整體性中照顧全局。
　　整體思維模型給人們提供了認識事物、認識問題的方法，不論是宇宙還是世界，不論是國家組織
、企業組織還是家庭組織，或是個人問題，運用整體思維模型就能超越自我，打破思維的局限性，具
有很大的現實指導意義，同時對各門學科的健康發展有不可代替的實踐意義。
 整體思維就是從整體、從全局方面去認識事物發展規律的一種思維方式。
　　整體思維模型在古代的人類活動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例如，古代人認識宇宙空間的變化規律就是一種整體思維，他們把宇宙看作成為一個整體，認為構成
世界的物種要素即水、木、火、金、土，並從事物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關係來認識其規律及
變化。
再如，夏曆也是整體思維的具體運用，據說這種曆法在夏代就開始使用，約為西元前十七世紀以前。
又如，中醫學把人看成一個整體，通過對臟腑之間的聯繫、作用及影響來認識疾病的變化及預防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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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都是整體觀念的應用。
　　在現代社會實踐中，人類還不夠重視整體思維的應用。
這已經造成了局限性的思維，嚴重地影響社會和諧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繼續下去的話，還將造成更
嚴重的影響。
例如，每個國家都非常重視工業的發展，卻都忽視了工業生產給人類環境帶來的副作用，導致全球氣
候變暖、不少動植物滅絕等問題，這是沒有把人類看做一個整體去思考問題。
再如，某些地區和國家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全球品牌網——爭端，這不僅無益於解決問題和樹立形
象，更是置當地無辜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還影響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又如，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波及範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擴散速度之快，超出了人們的
意料，這也是局部問題在整體中發生變化的過程。
　　有一個古老的故事說，有人問三個石匠在做什麼。
第一個石匠說：「我在謀生。
」第二個石匠一邊打石子一邊說：「我在做全國最好的琢石工作。
」第三個石匠眼中帶著想像的光輝仰望著說：「我在造一所大教堂。
」　　毋庸置疑，第三個石匠當然是真正的管理人員。
但現實的企業管理中，大多數的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卻如第二個石匠那樣，只關心做好自己部門內
的專業工作或者職能工作，只圍繞自己部門的管理目標在轉，而忽視了企業整體的工作目標和協力作
戰的要求與技能的提高，衡量自身成就的標準不是以他對企業的貢獻的大小，而以他的專業部門標準
來衡量自己的成就。
這樣就有把企業搞得支離破碎，並使企業成為各個職能王國的一種鬆散的邦聯。
這些職能王國只關心自己的專業，妒忌地保守自己的「秘密」，熱衷於擴大自己的領域而不是熱心於
建設整個企業。
特別是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提升，知識經濟的效益愈加凸現，更多的人將以專業知識的形式來做出貢
獻。
因而，把工藝或職能本身作為一種目的的傾向將比目前更為顯著。
而與此同時，知識經濟又要求各種專家之間有更緊密的合作，實現內部資訊的共用，這就要求職能人
員，即使是在管理的最低一級的，也把企業看成是一個整體並瞭解到企業對自己的要求是什麼。
知識經濟要求各級管理人員堅定地朝著共同的目標。
　　「瞎子摸象」在管理界人士中流傳甚廣，這不是偶然的。
每一管理階層都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只「象」——企業。
正像摸象腿的那個瞎子認為碰到了一棵樹、摸到象鼻子的瞎子以為自己摸到了一條蛇、摸到象肚子的
那個瞎子以為自己摸到了一堵牆一樣，不同的企業管理階層有其不同的經歷與眼光，以致不同的管理
階層在談論同一件事時常發生「盲人摸象」同樣的情況，認為彼此是在談同一件事，而實際上卻是南
轅而北轍。
　　而企業的總體目標與各部門的目標管理上，也往往存在這種現象，企業總體目標制訂得非常合理
，各部門的職能目標也是按照企業總體目標進行分解，且企業總體目標都分解到位，權責明確，可是
到了真正實施起來卻是另一番景象：目標關聯不清，相互扯皮，各執一詞，每個部門都完成了自身部
門的職能目標，但是企業管理水準並沒有上臺階，企業經營業績並沒有達到，問題出在哪裡呢？
部門及責任認定目標分解缺乏關聯與整合，片面分解，各自為政，資訊不暢，溝通不力，就在情理之
中。
舉個簡單的例子：企業要制定一個制度，由其中一個部門負責，考核的標準為在規定的時間內獲得上
司的通過。
該部門根據考核要求，會得到兩個資訊，一是不超時，二是獲得上司通過。
問題可能就產生了，目標缺乏關聯性和擴展型，先不談制度的內容本身怎麼樣（相信沒有一個制度是
絕對完美的，是可以不斷完善的），制度頒發後，制度的貫徹者和落實者可能就會碰到無法落實或者
需要採取變通才能落實，甚至有很多意見。
但是會出現什麼情況，制訂者會對意見要麼充耳不聞，要麼答覆還會修訂的等等，反正上司已經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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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自己的目標也完成，績效考核也通過了，先就這樣落實吧。
這就是典型的盲人摸象式的目標管理。
　　企業管理中，明確界定責任人的目標與標準至關重要。
否則，一定會產生混亂。
這些目標必須規定該人所管理和負責落實的工作應達到的成就和標準，同時必須規定他和他的單位在
幫助其他單位實現其目標時應做出什麼貢獻，還應規定他在實現自己的目標時能期望其他單位給予什
麼貢獻。
換句話說，從一開始就應把重點放在整體配合和整體成果上。
這些目標始終應該是以企業的總目標為依據。
並用對企業整體做出的貢獻來表述其成果。
　　每一位管理人員的目標應該規定自己對實現公司在各個領域的總目標做出的貢獻，兼顧短期的考
慮和長期的發展和提升，即工作目標除了兼顧完成的短期效果，還須關注對後續跟進工作的主動性，
注重對後續發展的貢獻。
這種貢獻既包括各項有形的目標，又包括管理人員的組織和培訓、員工的成績和態度以及公共責任這
些「無形的」的目標。
否則，就是短視和不切實際的。
　　對自己目標的制定，是每個管理人員的責任。
每一個管理者都要積極參與到企業的目標管理中去，制訂的目標才能反映企業的客觀需要，而不僅是
上司或他本人的想法。
管理人員只有通過參與，才能知道和瞭解企業的最終目標，期望於他的是什麼，對其他部門提供一些
什麼樣的支援，為什麼期望於他，對他進行衡量的標準是什麼，為什麼是這樣的標準。
在整個管理階層中有這樣的一種思想的交流與溝通。
要做到這點，每一位做出貢獻的管理人員就必須親自參與充分溝通，理解企業的整體目標，理解部門
目標之間的相互關聯，理解自己的目標對整體目標的影響，清楚企業對自己的期望和成就標準，並積
極而負責地參與制定目標的工作。
只有下一級的管理人員用這種方式來參與，上一級的管理人員才能知道應該對他們提出什麼要求，並
提出恰如其分的要求，這才是做好目標管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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