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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7_9A_84_E6_c41_65906.htm 有时候，公司管理不规

范、运作混乱自有好处，在特定的阶段里，只有残缺才是美

。 作为个体的集合，组织就如一个大树林，不同的鸟儿聚在

其中，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面对于此，有效管理决

不是一个单纯过程，它应当具有针对性、包容性和灵活性，

否则，管理就丧失了它的本质意义。 水至清则无鱼 有一个故

事：在日本的一家动物园，有位饲养员特别爱干净，对动物

也特别有爱心，每天都把小动物住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

结果呢，那些小动物一点也不领他的情，在干净舒适的环境

里，动物们开始慢慢萎靡不振了，有的厌食消瘦，有的生病

拒食，有的甚至死了。原因是什么？后来，通过观察才发现

，那些动物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性，有的喜欢闻到那混浊的骚

气，有的看到自己的粪便反而感到安全等等。这个故事就说

明了一个道理，有效的管理必须针对组织内个体的需求，包

容个体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灵活应对、多元管理。假如

像故事中的饲养员那样，无视个体的差异，一味求看似完美

的统一，这样的组织最终一定会因抹杀了个体的个性而导致

组织的解体或僵死。 作为组织的一个类型，企业就其性质而

言，一方面具有经济属性，唯求其利；另一方面有具有社会

属性，即企业也是由具有不同性格、不同需求、不同地位、

不同生活经历和习惯的，活生生的“人”组合在一起；不可

否认，社会的混合性、庸俗性、复杂性同时被包容其中，构

成了这个复杂的组织环境。可以想象，在这个环境里，祈求



一个称心如意的状态，达到一个理想的完美境界，几乎是异

想天开。仅举公司电话私用现象：70%的电话可能在被私人

占用，你若想根除的话，可能你要被先根除。倒不如实实在

在根据人们的习性和人的不同需求，因势利导，逐步改善，

平和稳健，力求降低私用率罢了。 俗话说得好，水至清则无

鱼。鱼缸里的水虽然清澈见底，但生长在其中的鱼长不大，

活不长。江海的水虽然混浊，却能够容纳更多更大的鱼。从

管理学的原理来看，组织的方方面面留有余地，互存不良，

反而顺理成章，和谐有序。当你想水清一点，不妨浑一点；

想图快一点，不如慢一点；想求好一点，不如差一点，这可

能就是残缺美在管理实践中的表现吧。 管理的重心则在于培

育企业的自我净化能力 但是否由于组织内个体的差异性、整

体的不完美性客观存在，管理者追求改善的努力就会一无“

适”处了呢？其实不然。管理的有效性恰恰体现在通过管理

，使组织具备自我净化、自我改善的功能上。 记得上小学的

时侯，每天都要经过一条小河。每到傍晚，那里的村民，不

管男女老少都会聚在河边，洗刷物件。到了夏天的时候，河

滨里更是热闹，洗的洗、刷的刷、游的游，把河里的水搞得

一片欢腾。每当人们洗刷完毕离开河边之时，河里已是混浊

一片了。可奇迹总是每天在发生。当你第二天清晨再经过那

里的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河水依旧是那么的宁静和清澈

！那时，幼小的我产生疑问：河里的水怎么会在清晨变得清

澈、透明？后来，等自己大了，学到的知识多了，就自然明

白了其中的道理：河水是活的，具有多种微生物的自我净化

能力。不能因为眼前一时的混浊，而把河废掉，或者去做一

些其他的无效之举。 假如把一个健康的企业组织比作这条河



的话，我想，管理者的职责不在于花更多的精力清除不良因

素，而是任其适当合理存在，管理的重心则在于培育企业的

自我净化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首先应该承认并学会

欣赏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异性。企业的功能之一，就是

包容员工多样化的差异性，并将其揉合成一种向心力。比如

在能力差异上，能力强的员工恰恰在能力较弱的员工那里获

得自信感，而能力差的员工又以能力强的员工为荣耀，并从

中获得安全感。双方的差异性在日常工作中保持着一种彼此

依赖和满足的关系。如果在一个公司全都是“武林高手”的

话，那么，就可能出现相互抵销的消极现象。从管理实用的

原理出发，不妨有意或者无意地制造差异性，让组织自然地

进入一个有序磨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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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