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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1_82_E7_AE_A1_E7_c41_65965.htm 为何把自已的权“授”

出去了，自己反而更有权呢？请听我慢慢道来。 基层管理者

是最小的“官”，但事可不少，你的精力必竟有限，这是授

权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归纳出授权的原因或

好处有如下几点： 1）通过授权将任务分出去，使你有更多

的时间来用于处理重要的工作。 2）通过授权减少工作瓶颈

，避免工作在你这个层面上堆积，使许多工作并行展开。 3

）授权过程中对员工的信任感，能极大地激励员工，并且员

工完成任务的成就感也是对员工的最大激励。 4）员工通过

完成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得到了发展和锻炼，因此，你要将

授权当作一个机会，作为下级自我发展的组成部分。 5）授

权也可以看作你向员工传达压力的一个途径。 授权表面上看

你失去了一些权利，但实际上，你在授权中获得了更大的权

利，此话怎讲？从上述好处中你可以看到：你有更多的机会

和精力去承担更重要的任务；你的员工得到了成长、你的团

队能力得到了提高，你就有能力（带领团队）承担更重要的

工作；良性循环，才能使你的团队做大做强。 某项工作你不

愿意授权，能否有充足的不授权的理由？或有说不清道不明

的原因？审视如下几点，你可能会改变主意： 1）对授权缺

乏信心：对下级不放心（通过初期多指导的方式可以使员工

成熟）、过度完美主义（即认为下级做得不完满，这时应将

工作要求调整到合理和可接受水平）。 2）害怕挑战：害怕

员工的成长对自己造成威胁（其实这是很狭隘的，人有所专



不是坏事，在这个岗位上你的专长应是管理）。 3）害怕失

去控制：有人习惯于对大小事都清楚，特别担心放权会失去

控制，努力避免上级问起而不知道的情况发生。其实应改变

这个心态，并要学会授权的控制，提高控制能力。 4）效率

假象：认为下级干此事效率低（其实下次他就成熟了，效率

就高了，先让他“低”一次吧）。 解决了授权的顾虑，我们

再来看哪些工作可以授权。 1、从风险角度来考虑：上级分

配给你的任务，是由你负责任的，因此，授权时要考虑风险

，即出问题的可能性多大，一旦出现问题时，后果多严重，

责任多重。另外，授权所放弃的统领权和监控权的多少也要

作评估。 2、从工作性质和员工特点来考虑，如：常规处理

的事务可授权；随时处理，但不重要的辅助事务，可授权；

下级有专长的工作可授权。 3、不能授权或少授权的情况有

： 1）制订重要的工作流程与规则 2）处理人事关系 3）处理

工作中的危机 下表中，从常规性以及风险性两个维度，来判

断是否授权。 工作中的一般事项只是作为任务下达，这不是

授权，授权强调“权利 任务”，即授权意味着你应放弃一定

的权利，这个度需要你根据具体情况来掌握，一般有四个层

次： 1）管理人员保留绝大部分权力 2）下级行动前，需要得

到管理人员的批准 3）下级自行决定完成任务方法，定期向

管理人员报告 4）下级不用经常向管理人员报告 注意：授权

（delegation）与放权（empowerment）不同。 授权有哪些程

序呢？ 1、制定任务和权限：提出工作要点，包括目标、进

度、准则及要求、下级决策的范围。 2、选贤任能 理想的授

权是被委任者胜任，但又感到任务有挑战性。你应该清楚下

级的能力，下面三种人可以授权： ◆ 经验丰富：对这类人你



可以充分放权，即在委派任务后，切忌干涉他们的工作细节

。 ◆ 颇有经验：授权后，应不时给他们一点支持，并且按时

监管。 ◆ 极具潜质：虽然他目前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但从

发展的眼光来看，潜力很大，这时可以通过授权来培养。授

权后，需要给予足够的支持与指导。 在授权人选时，还要考

虑其他方面的因素： ◆ 下级的工作范围是否在这个任务中，

是否要作工作范围（或岗位）变更。 ◆ 他是否对该任务有兴

趣 ◆ 是否有时间，可能他手头上已经接了很多活。 3、落实

分工 一般通过面谈进行授权工作： ◆ 陈述背景 重点强调两

点：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为何选他，表明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 详述任务 包括：工作范围、预期进度、要求水平、拥有的

权力范围等。 ◆ 商定进度 包括：进度、时限、汇报与检查形

式等。 ◆ 支持指导 如果下级未做过同类的工作或缺乏信心时

，提供建议，以及提出支持方案和保证。 授权被接收后，要

以正式途径通知各方，即通知与工作有关的人员，使被受权

下级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 4、跟进完成 授权后，要跟进落

实，重点为： ◆ 你要与下级保持联系，及时沟通，并按商定

的进度跟进和查找问题。 ◆ 你要贯彻下放权力的决定，不要

轻易干预，必要时从旁协助。 ◆ 任务完成后，你要真诚地表

扬下级的成绩。 在授权过程中，你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具体

来讲有如下几点： ◆ 尽量放手：即敢冒一些风险，大胆授权

，并静静等待下级成果。 ◆ 显示信任：当出现问题时，不要

将责任推卸给他们，要公开维护他们，并私下再作补救。 ◆ 

永远支持：让下级明白，只要他们全力以赴，即使犯错，你

亦会全力支持他们。让下级勇于告诉你当前有哪些问题，避

免事情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 取得承诺：告诉下级任务



重要、信任他们的能力，让下级给出完成任务承诺。 有授权

，就存在反授权。反授权就是希望退回任务或任务的一部分

。你可以根据情况接受反授权或拒绝反授权，但需要技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有关分配我处理的报告，我碰到了一

些难题，希望你看看”提出反授权（不想干）。 回答A：“

好的，我看看，再和你讨论如何处理。”接受反授权（估计

他是干不了）。 回答B：“很抱歉你有这些困难，不过请你

想想其它解决的办法，我明天看看你的解决办法。”拒绝反

授权（不要自动提供协助，逼他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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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