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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都不可能让所有的员工满意。一项

管理制度的推行与实施，是需要所有企业成员服从并遵守的

。在公司制订的管理制度上，增加一些补充条例是不太现实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治就显得格外重要。如何让人治在

公司管理中起到最佳效果，并让公司的管理制度顺利实施，

取得应该有的管理效果呢？黑白双簧的方式是人治管理中最

为合适的选择了。 管理条例是死的，解释认知却是活的。我

们都知道，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棵树，每个人最后描述出

来的树是不可能一样的。同样的，一条管理条例，站在车间

人员、车间一线管理人、生产经理、工程经理、销售经理的

立场，以及站在人事总务、总经理的立场，同样的是不一样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合理的解释管理条例，是管理人员的

首要事务，以更方便的激发起职员的进取之心。解释过程中

，简洁扼要，能够让受众听的清楚是非常重要的。但即使如

此，还是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不可能得到所有的职员

的认可。假如此时能够有一个对立面，通过他的解释去说服

部分意见不统一的受众，那么该项管理制度的实施将会非常

有效果。 常常有管理人员说，我做的并不是太好，我的期望

就是能够让80%的职员满意。那么那20%呢？你就不管了么？

要知道，这个20%如果产生抵触情愫，明里支持，暗里反对

的话，整个制度的管理维护困难加大不说，破产的可能性也

是极有可能的。而事实上，很多管理制度的不了了之，都是



从20%的抵制开始的。公说公有礼，婆说婆有礼，你能够分

辨出到底谁是谁非么？而损失的却是公司，一次失败的管理

制度的实施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如何化解掉20%的抵触

，对企业来说，还是相当必要的事情。 管理是领导的片面认

知。不管你是否承认，任何管理制度，都是领导者的思维认

知。我们常常会发现，两个领导，在推行一种管理制度时，

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截然不同，而这并不是执行手段的细节问

题，其深层次原因是领导的思维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领

导会潜意识的将自己所认知的理念在企业里实施。在这样的

认知下，所推行的管理不论如何，都具有极大的片面性。 在

制度的推行过程中，为了取得效果，往往我们会发现，领导

会刻意夸大所推行制度的作用，在推行制度的过程中，或许

是为了管理方便，或许是为了自身利益，或许是为了其他原

因，总之，所推行的制度，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实施的。

这种先天性的片面认知，是管理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事实。 一

个硬币抛下来，能看得见的只有一面。还有一面怎么办？一

个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能够因为只看到一面而停止制度

推行，事实上，尽善尽美的管理是不存在的，管理本身就是

硬币的两面。 一个人的两面性。不管你是什么人，属于什么

阶层，担任什么岗位，都会在公司里显示出一面，在其他地

方又显示出一面。再缩小一点，对上面是一面，对下面又是

一面。不存在完全统一的个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就是

一个相互矛盾的对立体。在这样的情况下，该人所做的事情

，所表现的外在，会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地点显示出其两

面性来。同样的，原先他维护的管理，现在他可能会拒绝掉

。管理者一方面需要克服自身的两面性，一方面又要面对公



司成员的两面性。以合适的面去对合适的面是最合理的，在

无法达到的情况下，让能够实现配合面的一个人去面对这样

的事情这样的人，对管理的工作是极其有效的。 在我们的工

作中，存在很多的这样的两面情况， 如何化害为利，让现有

的条件最大程度的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是每一位管理者都

在考虑的。充分的利用黑白双簧特点，利用硬币的两面性去

考虑去实施，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而不拘泥于形式，这是

一个管理者需要认真思考的东西。 两个人的优势互补黑白双

簧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是最好的了，一个人推，一个人拉；

一个人正解，一个人反说；一个人官面处理，一个人私下解

决；一个雷厉风行，一个绵里藏针。在两个人优势互补的管

理下，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在设置部门管理时，我们

应该充分的考虑到这样的黑白搭配，优势互补。同样性格的

人担任正副经理，一起领导一个部门是非常不合适的。 由于

两个人的优势互补，如果能够充分发挥相互之间的能动性，

会最大效果的把整个团队带动起来。在管理中，我们也会经

常不经意的发现，一个班组的搭配是符合一文一武、一动一

静搭配的。这样的搭配班组也是最合理的。 如果是一个做事

仔细、事事关心的人，不肯与他人分享权利，独自管理、片

面推行会出现什么样的格局呢？我们看看三国时期的蜀国就

知道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个

人的黑白双簧独角戏。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各公司的部门

设置均是独角戏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人只能唱独角

戏的了，完全按照一个方向行事处理，向来是不为人所欢迎

的，显然，管理者本身也不愿意在工作中，只表现出自己的

一面来。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在工作里，一切按照公司规



则来办事，事情不管是谁，一定要做仔细，聊天开玩笑，下

班后我没意见。 一个人的黑白双簧独角戏是很困难的，但如

果希望把一个团对带好，并实现团队效益最大化，还得针对

不同的群体实施不同的策略。统一模式下的管理虽然方便，

但对一个团队却是没有任何利益的。 管理其实是没有模式的

，关键在于，该管理的实施是否符合公司当前的利益。制度

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如何把一个死的制度，运用并形成一

个活的文化，这才是公司所追求的。充分考虑到事物发展的

两面性，采用双簧管理，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团队的能

动性，真正的实现人性化，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人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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