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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91_97_E5_90_8D_c41_65899.htm 一、木桶法则：一只沿口

不齐的木桶，它盛水的多少，不在于木桶上那块最长的木板

，而在于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要使木桶多盛水（提高水

桶的整体效应），需要的不是去增加最长的那块木板长度，

而是下工夫依次补齐木桶上最短的那些木板，这就是管理上

有名的“木桶”法则。企业管理也是如此,要提高企业的效益

，就必须狠抓薄弱环节，否则单位的整体工作就会受到影响

。人们常说“取长补短”，即取长的目的是为了补短，只取

长而不补短，就很难提高工作的整体效应。 二、“一分钟”

管理法则：目前，西方许多企业纷纷采用“一分钟”管理法

则，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具体内容包括一分钟目标、一分

钟赞美及一分钟惩罚。具体地说：1、“一分钟目标”，就是

要求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将自己的主要目标和职责随时记在一

张纸上，每一个目标及其检验标准都应该在250个字内表达清

楚，一个人在一分钟内能读完。这样不仅便于每个人明确自

己为何而干、如何去干，而且还可以据此定期检查自己的工

作业绩；2、“一分钟赞美”，就是领导要花费不长的时间，

及时对员工的业绩加以赞美，这样可以促使每位员工明确自

己所做的事情、更加努力地工作，起到一种激励和鞭策作用

，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不断向完美的方向

发展；3、“一分钟惩罚”，是指对于应该做好但却没有做好

的事情，领导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及时批评，指出其错误，然

后提醒他，你是如何器重他，不满的是他此时此地的工作。



这样可使做错事的人乐于接受批评，达到“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的效果，避免类似错误的再度发生。 三、“热炉”法

则：“热炉”法则不仅形象地阐述了规章制度的权威性，而

且活灵活现地描述了惩处所需掌握的原则：（1）热炉火红，

不用手去摸也知道炉子是热的，是会灼伤人的，这就是惩处

的警告性原则。领导者要经常对下属进行规章制度教育，警

告或劝戒不要触犯规章制度，否则会受到惩处。（2）每当碰

到热炉，肯定会被火灼伤，这就是规章制度的权威性。也就

是说只要触犯单位的规章制度，就一定会受到惩处。（3）当

你碰到热炉时，立即就被灼伤，这就是惩处的即时性原则。

惩处必须在错误行为发生后立即进行，决不拖泥带水，决不

能有时间差，以达到及时改正错误行为的目的。（4）不管是

谁碰到热炉，都会被灼伤，这就是规章制度的公平性原则。 

四、“金鱼缸”法则：金鱼缸是玻璃做的，透明度很高，不

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里面的情况都一清二楚，这就是管理上

的“金鱼缸”法则。“金鱼缸”法则运用到管理中，就是要

求领导者必须增加规章制度和各项工作的透明度。各项规章

制度和工作有了透明度，领导者的行为就会置于员工的监督

之下，就会有效地防止领导者滥用权力，从而强化领导者的

自我约束机制。同时，员工在履行监督义务的同时，自身的

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得到极大的提升，而敬业、爱岗和创新

的精神也必将得到升华。 五、“南风”法则：“南风”法则

也称“温暖”法则，源于法国作家拉封丹写过的一则寓言：

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

先吹得人寒冷刺骨，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便把大

衣裹得紧紧的。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觉得



温暖如春，随之开始解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最终南风获

得了胜利。这则寓言形象地说明一个道理：温暖胜于严寒、

柔性胜于刚性。领导者在管理中运用“南风”法则，就是要

尊重和关心员工，以员工为本，多点“人情味”，少点官架

子，尽力解决员工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使员工真正感觉

到领导者给予的温暖，从而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 六、“

刺猬”法则：“刺猬”法则讲的是：两只困倦的刺猬，由于

寒冷而拥在一起。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刺得对方怎么

也睡不舒服。于是它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

于是凑到一起。几经折腾，两只刺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

距离，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温暖又不致于被扎。“刺猬”法

则就是管理和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心理学研究

认为：领导者要搞好工作，就应该与员工保持亲密关系，这

样做可以获得他们的尊重。与员工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不

仅可以避免员工之间的嫉妒和紧张，而且可以减少他们的恭

维、奉承、行贿等行为，防止与员工称兄道弟、吃喝不分，

并在工作中丧失原则。事实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给人

的是“距离美”的感觉，管理上也是如此。一个原本很受员

工敬佩的领导者，往往由于与员工“亲密无间”，就会使自

己的缺点显露无遗，结果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严肃性，不利

于对其更进一步的管理。另外，“刺猬”法则还启示我们，

彼此间的亲密协作是必不可少的，员工之间、管理者与员工

之间、管理者之间，尽管每个人都有其特点和个性，但各自

为战在工作中却是不可取的，“独木难成林”、众人划桨开

大船就是这个道理。线务局的工作千头万绪，各位局领导、

中层干部、管理人员，各区域局、各部室都要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立足本岗、发挥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分工不分家、

补台不包办、到位不越位，切实形成合力、发挥团队作用。 

七、“青蛙原理”：关于“问题管理”有个著名的“青蛙原

理”，说的是如果把一只青蛙扔进沸水中，青蛙肯定会马上

跳出来。但是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入冷水中逐渐加温，青蛙则

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跳出去的能力，直至被热水烫死。这个

原理是用来形容企业中存在的两种性质的问题，即显性问题

和隐性问题。人们对显性问题的反应就如同青蛙对沸水的反

应一样，会马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地将其扼杀在萌芽状

态；而隐性问题由于自身的隐匿性，不易被发现，往往是等

到发现时，已经对企业酿成了严重的损失。这就启示我们，

很多线路障碍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问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有

客观的，但是也有主观的，跟我们的部分线务员在巡回或随

工配合中的麻痹大意有关，听任一些小问题长期自由发展，

最终酿成了影响线路通畅的大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此我们要时刻关注潜在的问题，而不是等小问题变大

了、危机降临了再临时抱佛脚。 八、鲶鱼效应：“鲶鱼效应

”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小渔村的渔民靠到深海捕捉沙

丁鱼（一种比较懒的鱼）为生。但由于捕鱼点距离陆地比较

远，渔民捕的鱼运回渔村时，往往死掉大半，很难卖出好价

钱。只有一个渔翁，他运回陆地的鱼，都是活的，总能卖出

好价钱，但是他从来不让人看他的鱼舱。直到他死后，好奇

的村民才发现，原来他的鱼舱里总是放着一条鲶鱼。由于鲶

鱼是以捕食沙丁鱼为生，所以鲶鱼在鱼舱里会不停地追逐沙

丁鱼，结果一些老弱的沙丁鱼被吃掉，但其他的沙丁鱼由于

总在不停游动，所以都活着到岸。而其他渔船所捕的沙丁鱼



静止不动，结果一大半都会死掉。这个传说告诉我们一个浅

显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一个企业缺少活

力与竞争意识，没有生存的压力，就如同“沙丁鱼”一样，

在“鱼舱”里混吃混喝，必然会被日益残酷的市场竞争所淘

汰。一个员工也是如此，长期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必然会

成为时代的弃儿。 九、“走动式”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属于

最典型的柔性管理，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企业的管理层要

经常深入到基层和员工群众中去，体察民意、了解实情，与

员工打成一片，从而增强领导层的亲和力和企业的凝聚力，

激发员工的自豪感、自信心，起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

同进步的理想效果。“走动式”管理启示我们：一个整天忙

忙碌碌、足不出户的领导决不是好领导，而事无巨细、事必

躬亲的领导也不是好领导，只有削掉“椅子背儿”，从办公

室中解放出来、深入基层与员工群众中去，才能取得事半功

倍的效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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