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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营不善导致破产，后来被日本一家财团收购。厂里的人

都在翘首盼望日本人能带来什么先进的管理方法。出乎意料

的是，日本只派了几个人来，除了财务、管理、技术等要害

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换成了日本人外其他的根本没动。制度

没变，人没变，机器设备没变。日方就一个要求：把先前制

定的制度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结果 怎么样？不到一年，企

业就扭亏为盈了。日本人的绝招是什么？执行力，无条件的

执行力。 执行力不好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以下八个方面是在

企业发展过程中最经常见的，也是企业要解决执行力问题必

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管理者没有常抓不懈。大的方面

是对政策的执行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虎头蛇尾。小的方面

是有布置没检查，检查工作时前紧后松，工作中宽以待己，

严于律人，自己没有做好表率等等，古人云：己身不正，虽

令不行，就是这个意思。中国还有句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

歪”。所以一个企业出了问题首先要看主要负责人。大家在

看解放战争时的电影时总会发现这样的镜头：遇到难攻克的

山头时，共产党这边的指挥官总这么喊：“同志们，跟我来

。”国民党的领导就这么喊：“兄弟们，给我冲。”这就是

区别，导致最后的执行效果就是共产党最终夺取了江山，国

民党只好退缩到台湾。所以企业要想强化执行力，必须在每

个方案出台时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凡是牵扯到管理者的

方面一定要率先示范，做出表率才行。 作为建国后国家投资



兴建的第一座百货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赢得了太多的荣誉

。但是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它已经逐渐失去了“中

国第一店”的风采。1996年，王府井高层在谋求变革的路上

迈出了第一步，邀请了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为其设计集团

的主业连锁经营方案，同年，请安达信咨询公司开发了计算

机管理信息系统，1997年，请麦肯光明广告公司进行了市场

营销和广告总体策划。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落在了

纸上，没有落到地上。耗资500万请麦肯锡做的战略规划方案

没有最终贯彻下去。说与做的背离，使得王府井集团失去了

在市场上重塑第一店的机会。 执行力不佳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管理者出台管理制度时不严谨，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就仓促

出台，经常性的朝令夕改，让员工无所适从。最后导致了真

有好的制度、规定出台时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狼喊多了，

等真的狼来了也没人去做好人了，其实是一个道理。战国时

秦国的商秧变法就是针对管理者因为经常改变政策而失信于

民的一种方法。解决这种问题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一

是选其首恶，找一个能够引起他人警觉的人，杀鸡骇猴；二

是树立正面的典型，通过范例告诉大家公司的意图，通常的

做法是大力鼓励表彰先进等等，以期改变执行者的意识。深

圳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有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在引进新管理

体系时，要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用他在一次公司干部

会上所讲的话作为解释最合适不过了：5年之内不允许你们进

行幼稚创新，顾问们说什么，用什么方法，即使认为他不合

理，也不允许你们动。5年以后，把人家的系统用好了，我可

以授权你们进行最局部的改动。至于进行结构性改动，那

是10年之后的事。正是因为这种对制度的尊重和始终如一的



贯彻，才创造了华为的春天。遇到这样的企业做客户，遇到

这样的老总，咨询公司除了担心自身能力，惟恐辜负了企业

的厚望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三是制度本身不合理，缺

少针对性和可行性，或者过于繁琐不利于执行。经常遇到一

些企业企图通过各种报表的填写来约束员工的行为，或通过

各种考核制度企图达到改善企业执行力的目的，但往往是事

与愿违。企业每下一个制度就是给执行者头上戴了一个紧箍

，也进一步增加了执行者内心的逆反心理。最后导致员工敷

衍了事，使企业的规定流于形式。说不定连有些本来很好的

规定也受到了牵连。所以企业在设计相关的制度和规定时一

定要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制度和规定都是为了帮

助员工更好地工作的，是提供方便而不是为了约束，是为了

规范其行为而不是一种负担。制定制度时一定要实用，有针

对性。比如我们公司要建立正规的咨询业务的工作流程。我

们在家里想能想出一套方案来，如果通过请教其他正规的咨

询公司的人员，可能会做出比我们自己设想的要更合理的工

作流程。再通俗一点，要想练好健美，必须请教专业的健美

教练才行。 文学大师郭沫若有句话：吃狗肉是为了长人肉，

而不是为了长狗肉。拿到制度建设中来也很有讽刺意味。经

常看到有些企业把西方的所谓先进管理制度全盘照搬，生搬

硬套，结果导致了水土不服。什么是最好的？适合自己的才

是最好的。针对性和可行性是制定制度时必须要考虑的两个

原则。 四是在执行的过程中，流程过于繁琐，不合理。有研

究显示，处理一个文件只需要7分钟，但耽搁在中间环节的时

间却能多达4天。有时一件事需要各个部门进行审批，导致具

体执行人员失去耐心而影响了执行的最终效果。不要妄想顾



客会理解我们内部程序的繁琐，他们只关心从打电话投诉到

具体执行完是多长时间。缩短非必要部门的中间审批环节，

提高作业效率，进行科学的流程再造是制度得以有效贯彻执

行的必要措施。曾是IT产业创新精神代表的施乐公司，发明

了许多包括鼠标、图形用户界面、激光打印机等最具革命性

的技术。但这些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走向衰败的施乐公司

不是因为缺乏创新或是战略决策，而是因为其庞大的官僚体

制使得公司内部业务流程繁杂，不能迅速地提供资源使其先

进的技术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创意的

产生和战略执行，最终导致了产品开发始终落后于对手，从

而在创新上输给了竞争对手。 一个好的例子是中国人寿保险

青岛公司，以新单处理流程为起点实施流程再造，核心内容

是对新单出单涉及到的六个部门、环节分别设置相应的岗位

，形成流水线式的工作控制。流程再造前，出单需要57天，

之后，出单缩短到两天。从而彻底改变了效率与质量问题。 

五是在作业的过程中缺少良好的方法。以咨询公司为例，通

常我们遇到的公司在作业的时候会组建一个项目小组，然后

把工作进行分解，ABCD每人负责一摊活，然后进行汇总。

这种作业方式没有把作业人员的能力形成合力，而是分散了

作业的实力。1 1没有大于2，甚至能不能等于2都是个问号。

再就是作业的时候每次都是从头去做，没有形成自己的作业

工具模板。遇到有这样问题的企业我们一般建议：一是充分

发挥团队的作用，利用大家的智慧先确定思路上的原则性的

东西，先保证大家努力的方向不会错。不至于本来应该向东

走，但开始的时候不进行明确，等某人往西走了一公里了才

说错了，如果是取药救人的话恐怕早就晚了三秋了。方向比



距离和速度更重要。再就是在作业的过程中注意积累，建立

自己的作业工具模板。比如企业在某地要招商，如果有标准

的招商手册和程序文件的话，不用兴师动众就可以把事情办

了。反之如果每次都从头开始制定就麻烦多了，无形中大大

降低了作业的效率和质量。喜欢旅游的人肯定有感觉，同样

是爬山，如果先坐索道到半山腰，然后再往上爬，肯定比从

山脚下开始爬的人早到山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