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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推进，精细化成为我国企业未来十年的必经之路。古

老的农耕文化，至今还存留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企业精细

化措施的推行大打折扣，严重制约着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提升

。 就我国目前的国情，特别是内地城市，精细化的土壤并不

成熟，粗耕化和精细化的界线并不明显，企业要想达到良好

的精细化管理效果，必须抓住精细化中的瓶颈，进行重点管

理，集中突破。就目前存在的普遍现象，可以考虑从如下几

个方面着手： 瓶颈一：员工自作主张和持怀疑态度的抵触行

为 在企业内访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员工对上边布置的事情

往往并不“理解”，认为那样做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用，有的

员工甚至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 为此，让员工具备精细化管

理的基本常识，让他们知道精细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方

法及重要意义，大家形成统一的共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

是错，应该如何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就可以减少自作

主张或持怀疑态度的抵触行为。 瓶颈二：岗位“法码”不合

理 特别是基层员工，工作内容往往是由基础性工作、临时性

工作、阶段性工作、协助性工作等多种方式构成的复合体，

事情又多又杂，为了完成任务，应付考核，员工只好眉毛胡

子一把抓。“哪一样都抓、哪一样都抓不好”成为自然法则

。 管理者应站在员工“执行状态”的角度，正确考虑员工承

受专业难度和强度的“极限”，合理地设定岗位职责和工作

量。超过了这个极限，就算是机械，也难免要“抛锚”。 1



、尽量不要超越“专业”极限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是精

细化的特点。不熟悉的“异域之事”，未能经过培训的“意

外事件”，只会使应变能力有限的员工感到困惑。勉为其难

、影响效率和效果，宁可另设岗位，或深入培训，也不乱了

阵脚，才能达到高质高量的理想效果。 2、工作量要适当 无

论是人，还是动物、计算机等，都有一个正常工作的时限和

节奏。如汽车每小时行驶不超过多少公里，创意人员需要多

少小时才能产生一个好的创意，运动员每隔多久要中场休息

等，都有一个极限的标准。一味地追求挑战极限，让员工疲

惫作战，只会让精细化变成粗耕化。一会扯到东，一会又扯

到西，也定会造成哪一方面都顾不好的结果。 瓶颈三：补充

性规划和部门性规划不力 随着精细化管理在中国进程的推进

，企业间的竞争日渐激烈，消费者对企业的要求越来越高，

企业间竞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系统、周密的“预谋”。因此

，做好补充性规划与部门性规划，不仅仅是为了赢得第二次

竞争的胜利，对前面的整体规划更起着调整、补充、提升的

战略性作用。 1、补充性规划 信息化、知识化的今天，市场

瞬息万变，任何一项决策，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地进

行PDCA。企业必须坚持不懈地提升木桶的短板，填补木桶

的漏洞、缝隙，并由专业的人员进行护理，水才会越来越满

。反之，因为某个小小的漏洞、缝隙，或者根本就不懂补漏

的人，导致“细水长流”，桶里的水定会越来越少。 2、部

门性规划 与消费者直接“面对面”沟通接触的部门，是构成

木桶的一块重要的板。部门领导担任着领导者与执行者的双

重角色，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更习惯于做一个执行者，规划

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他们的专业长项或者说根本就抽不出



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规划部门必须给予技术指导，或引进

咨询外脑协助处理。没有经过精心规划就是粗耕化，员工单

凭个人经验和想法各自盲目上阵，终会弄得大小问题一大堆

，砸了企业精细化耕耘的锅。部门领导应该把好这个关，有

困难应及时反映，争取协调与支持。 瓶颈四：执行不到位 “

赢在执行”是一个陈旧却新鲜的话题。说其陈旧，是因为这

个道理似乎高、中、基领导无人不晓；说其新鲜，是因为执

行不力而造成任务失败的例子周而复始。也许正如《丑陋的

中国人》所说，中国人有不求精的习惯。所以，我们必须强

化员工的意识，特别是基层领导的意识，通过学习、考核等

强制措施将以下几个要点在他们的脑海中打上烙印。 1、布

置不等于完成 人们往往有一个误区：只要方案好，其它问题

就不用多考虑了。试问：把一个好的方案放在抽屉里，它会

自动生效吗？答案显然是：不能，它必须要借助于不折不扣

的执行。 一项工作，市调和规划仅仅是事先的准备，工作的

正式展开是从布置以后才开始的，工作的内容贯穿着执行始

终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因实际的需要而长短不等，有的只需

几分钟，有的却可长达数年，所以，布置仅仅是工作的第一

步预备。 布置完成以后，执行者是否就能立刻弄清执行的意

图、要点、方法、步骤、技巧等，这还需要一个过程，较为

复杂的执行更需要示范、演练、指导等。真正到了执行的时

候，会遇到什么障碍，该如何去解决等还是未知因素。竞争

、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事情并不可能处在一种理想的“

真空世界”。 2、严格是保障 精细化是市场竞争的产物，“6

西格马”管理的核心是挑战极限。形象地说，执行者就像电

子游戏中的主角，除了要战胜对手、虫兽的攻击，还须跨越



火山、沟壑等自然障碍，没有较强的执行力，执行的效果定

会大打折扣，甚至根本就执行不下去。 管理中，上岗上线是

从情理的角度看问题，严格与否是从事理的角度看问题，只

要有人开绿灯，就一定有人会效仿。这样的执行，从开始到

结束，执行就会递减式地打折，最后，干脆就不执行了。所

以，执行必须要严格，对于执行力不强的员工，可以通过培

训、示范、演练、指导等方式进行提升，使其达标。对于顽

固不化的害群之马，绝对不能姑息。 3、过程控制是关键 “

下级应付上级检查、上级检查走马观花”的社会现象在人们

的心中由来已久，有人甚至对考核、检查的字眼持怀疑和不

理的态度。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员工到底是在认真执行

，还是在走马观花，还是在应付了事，什么样的动机都有可

能存在。过程的控制应该重点考虑如下几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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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