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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0/2021_2022__E5_AF_B9_

E7_BB_86_E8_8A_82_E7_c39_450044.htm 我在《细节决定成败

》一书中着重强调了细节的重要性，并对细节理论进行了初

步的探讨，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本文中，我将把

对细节理论的一些新的思考介绍给读者，希望对大家有所帮

助。 一、细节的系统性和目标性 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意义上

说，细节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对我

们有意义。细节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系统的存在

。细节只有纳入到某一个目的性的系统当中，才能显示其存

在的价值和意义。否则，细节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且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看不到细节。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

之役”时，解缙与胡广、吴溥、周是修、王艮、胡靖、方孝

孺等名士相约要为建文皇帝守节，以标千古风节。但退下来

后，解缙悄悄指派家人“瞧瞧胡广是什么动静”。家人回来

说：“没什么动静，只听胡大人问‘猪喂了没有？’”解缙

听了，心想“一猪尚不肯舍，况肯舍生命乎？”于是也心安

理得地活了下来。明成祖继位后，七位要为孝文帝而死的名

士中，方孝孺壮烈而死，周是修被杀，王艮服毒自尽，而胡

广等四位“名士”则老老实实做了“贰臣”。 在这个案例中

，胡广一句“猪喂了没有”的问话，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

通的细节，在一般人看来不会发现任何问题，但是对于想探

究说话者本人是否能为建文帝殉死的解缙来说，却可以从中

得出胡广非常惜命绝不会为建文帝殉死的结论。在这里，“

猪喂了没有”这样一个语言细节，就暴露出了主人珍惜性命



、不会为落败的建文帝守节的心迹。而解缙也正是有了这样

一个目标，才使得他通过这样一个细节，看出了个中的秘密

。 所以说，细节是客观存在的，但要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它，

而目标就是放大镜，使你很容易借助它看到应有的细节。在

实际管理中，每一个组织都要围绕着自己的目标，系统地做

好各方面的工作，以免细节上出现漏洞，从而影响目标的达

成。 细节存在于系统之中，对于管理者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要想成功地实现一个目标，必须从建立和完善系统的

角度来着手；要找到问题的所在，不仅要针对具体出错的细

节来进行追究，更要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考察，从而改变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 二、细节的预测功能 因为细节总

是作为某个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我们可以通过细

节窥见这个系统的一般状况。就是说，细节有其预测功能。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

，都是这种功能的体现。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领袖陈嘉庚率

团到国内访问，他先到国统区，国民党用一顿800大洋的盛宴

来款待他后到延安，毛泽东则用几元钱的家常便饭为他接风

。一奢一简，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不

可挽回的腐败堕落，看清了共产党同仇敌忾、艰苦抗战的勃

勃生机。从此，他认定中国的前途就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于是，他坚定不移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朋友和中国革命胜利的见证者。 细节的预测功能要求管

理者在进行管理时，一定要注意那些能够反映某种趋势的细

节，并以此为契机，有针对性地进行示范，完善管理系统。 

很多人认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应该考虑战略、决策等涉及企

业发展的大事，而不必考虑那些细节。有这种想法的人，可



能是混淆了细节与琐碎事物的区别。我想说，对于一个组织

来讲，系统是关键，细节是大事作为一个领导，决不能沉湎

于琐碎的、细枝末节的事物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与

一般员工没有任何区别了，也就不配担任管理职务了。作为

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重要任务，就是在系统运作正常的情况下

，不断地维护和完善系统；在系统已经出了问题，即不能适

应新的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就要打破原有系统，重新建立新

的系统。那他靠什么来判断系统的运转情况呢？要靠细节，

利用细节的预测功能来做出判断。 三、细节的放大效应 当某

个细节或者某个局部发生错误的时候，其后果当时并没有显

现出来，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其他条件的作用，最

终导致一个令人可怕的结果。这就是放大效应。 吉林市中百

商厦大火事件，形象地说明了细节的放大效应。2004年2月15

日9时许，吉林市中百商厦伟业电器行雇员于红新不慎将吸剩

的烟头掉落在仓库地上，在并未确认烟头是否被踩灭的情况

下离开了仓库。烟头引燃仓库内的可燃物后，引发火灾，造

成54人死亡、7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00余万元的严重后果

。法院在对该案进行审判时确认了相关人员的罪行，其中事

故主要责任者于红新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于红新事后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后悔自己的防火意识太差，就这么

一个小烟头，惹了这么大的祸。”是的一开始就一个未被踩

灭的烟头，在值班人员擅自离岗、应急灯失灵等各种细节因

素的相互作用下，竟引起了造成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火灾

事故。 细节的放大效应有两种形成方式：一种是各种因素相

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构放大效应；一种是细节的累积而导致的

累积效应。像上述吉林中百商厦大火的例子，属于结构效应



。下面这个例子，则属于累积效应。 有一位青年在美国的一

家石油公司工作，他所做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巡视并确认石

油罐盖有没有自动焊接好。石油罐在输送带上移动至旋转台

上，焊接剂便自动滴下，沿着盖子回转一周，作业就算结束

。他每天如此，反复好几百次地注视着这种枯燥无味的作业

，但他并未因工作枯燥而放松和懈怠，仍然极其认真地对待

工作。他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罐子旋转一次，焊接剂滴

落39滴，焊接工作便结束了。他想：在这一连串的操作中，

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呢？于是他便用心思考这件事。

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能将焊接剂减少一两滴，是不是能

节省点成本呢？于是，他经过一番研究，终于研制出“37滴

型焊接机”。但是，利用这种机器焊接出来的石油罐，偶尔

会漏油，并不理想。但他不灰心，又研制出“38滴型焊接机

”。这次发明非常完美，公司对他的评价很高，不久便在生

产中改用了这种新的焊接方式。虽然节省的只是一滴焊接剂

，但这“一滴”，却给公司带来了每年5万美元的利润。 这

位青年，就是后来掌握全美95%石油业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 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放大效应，就是细节的累积放大效应

。一滴焊接剂省不了多少钱，但如果企业规模庞大，那么这

些焊接剂累积起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了。累积式的放大

效应要靠规模和数量，才能显示其存在。 “中国有13亿人口

，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

问题⋯⋯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温

家宝总理的话，最确切不过地说明了细节的这种累积的放大

效应了。 细节的放大效应在我们的工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尤其是结构性的放大效应，对我们组织系统的运行有着



深刻的影响。在开始时，往往是细节的差错，到后来，这些

微小的差错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甚至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毁灭，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

里”。 细节的放大效应的原理，要求我们在工作中防微杜渐

。不要因为事小而漠视之，不要因为其细而忽略之否则，长

期积累，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四、细节管理需要发挥

每一个个体的积极性 我提倡重视细节，除了强调认真的精神

和科学的态度之外，从一个组织系统来讲，最根本的就是要

保证系统内的每一个个体都做得很好。 我认为，在一个现代

化的大企业中，一个组织可以把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分解为无

数个简单而又系统的、连贯的动作，比如说，实现某个目标

需要1亿个动作。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那么，一个管理

好的企业可以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动作，实现目标。而

管理不善的企业，可能需要1亿个以上的动作，可能是1.5亿，

也可能是2亿，这是因为有些人需要做2个以上动作，才能做

好要求做到的那个有效动作。所以，它的效率就要低很多。

这种类型的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系统内成员的培训。而管

理最差的企业，则需要更多的动作，甚至实现不了自己的目

标。这是因为，这个企业里的员工所做的动作没有一个目标

指向，就是说，有一些所做的动作不仅不能推进目标的实现

，反而是在阻止目标的实现，即他所做的动作是负动作，是

起破坏作用的动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的质量管理专

家克劳斯比说：一个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行动所构成的公司

经不起其中1%或2%的行动偏离正轨。 有一次，我在讲台上

，左手抓着水杯，右手握着一瓶矿泉水，我对学员发问：“

大家认为左手向右移动还是右手向左移动，还是左右向中间



移动，哪种方式更好？”有人在台下窃窃私语，明显是在嘲

笑我提的问题太无聊。我进一步问：“如果这样一个动作，

我一天要做一万次，我们一个团队有一千人专做这个工种，

那要不要考虑怎么倒水更好？”“这就是工业时代的科学管

理的思维方式！”我大声补充说。全场哑然。 （作者系《细

节决定成败》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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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