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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8_80_85_E5_c41_65983.htm 摘要：同一个管理岗位

，A在职时部门一盘散沙、业绩平平；B上任后上上下下紧密

团结、绩效节节攀升。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企业中并不少见，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截然不同的现象呢？ 作为一个中

层管理者，我也亲身见证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工作之

余，我认真地分析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发现这种现象的

出现主要是由于管理者本身造成的，其中很大程度上又与管

理者的处事理念有关。 本文结合作者这几年的管理经验，分

析管理者应具备怎样的事务处理理念，期望能对我们广大管

理者如何更好地开展自己的管理工作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 关键词：企业 管理者 事务处理理念 正文： 团队的高绩效

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但团队能否创造高绩效，更离

不开管理者的正确领导。 同一个管理岗位，A在职时部门一

盘散沙、业绩平平；B上任后上上下下紧密团结、绩效节节攀

升。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企业中并不少见。 诚然，团队成员是

团队能否创造高绩效的“生力军”，因此这里我并不是质疑

团队成员的贡献，而是探讨和分析一下具有怎样处事理念的

管理者才能管理和领导好这支“生力军”。 以下结合作者这

几年的管理经验，将管理者所应具备的事务处理理念总结为

“四化”和“三坚持”，期望能对我们广大管理者的工作带

来一些帮助。 （一）管理者处事理念的“四化” 1、简单化 

所谓“简单化”，就是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管理的核心要

领是：尽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让下属易明白、易理解。 “



其实，世上本没有复杂的问题，是因为人的存在，而人为地

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有些管理者，为了显示自己管理水

平的“高深莫测”，故意将简单的问题通过复杂的“加工”

再传达给自己的下属，让下属听后“一头雾水”。他们往往

借助这种方式来炫耀自己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其实这种

做法于事没有任何好处，也是非常有害的。 管理者需要牢记

：能通过简单步骤就能表达清楚的问题，一定不要弄成长篇

累牍的方案，否则不但害了团队，也害了自己。 2、具体化 

所谓“具体化”，就是要将工作目标具体化并清晰地表达出

来。 我们知道管理者是要为成员们“指引方向”的，而目标

是管理的基础，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如果目标不清则势必方

向不明。 明确、具体的工作目标是无歧义地传达管理者意图

的基础。有些管理者制定目标时，往往泛泛而谈没有重点，

不能给下属一个明确的奋斗“航向”，从而导致团队目标最

终无法实现。 本人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相当比例的团

队，成员对目标的理解与他们“头儿”所讲的不是一回事，

这固然与沟通是否到位有关，但也与工作目标是否清晰具体

有关。而更可怕的是这些“头儿”却想当然认为他们的下属

完全明白了他们的意图。 因此，我们在制定工作目标是，要

切记：目标一定要具体、清晰。另外，目标不能过多，太多

就等于没有目标。 3、客观化 所谓“客观化”，就是要将绩

效评价客观化。 下属都期望上司对自己客观的评价，但由于

种种原因，管理者大都喜欢采样主观的评价方法。 其实，在

上司对下属的评价过程中，主观因素肯定是存在的，但我们

应尽可能减少这些因素，能采用客观标准评价的指标就一定

要拿出客观的数据或证据。这样一方面会让下属越来越信任



上司，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杜绝个别下属“投机钻营”的

现象。 拿事实说话，是绝大部分下属（个别除外）所拥护和

期望的，这种做法也是避免下属对上司产生不满、怀疑的有

效手段。 4、量化 所谓“量化”，就是要将工作任务定量化

、将绩效指标定量化。 工作任务一旦量化，则会让下属更加

明白管理者对该任务的期望（包括完成时间、完成质量等）

，从而也更容易促成下属正确无误地达成管理者的期望。 另

外，在制定绩效考核指标时，能定量的就尽量定量（哪怕不

十分准确）。因为，定量的东西比定性的东西更容易把握也

更容易验证，因而更容易“服人”。 （二）管理者处事理念

的“三坚持” 1、坚持规范的处事风格 管理者是团队成员的

表率，管理者的处事风格，直接影响着下属的处事风格和下

属对上司的信任程度。 所谓“规范的处事风格”，是指管理

者需要按既定的方针政策不折不扣的开展工作，哪怕是原定

的方案不尽合理，也不要随意变更或终止。 工作的过程中，

我遇到过一些管理者，由于任务紧或其他原因（这往往是他

们的借口），在没有得到其上司批准时就自行随意放弃一些

本该执行的制度和政策，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这样做一

方面让下属没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另一方面也是“无组织纪

律”的表现。 2、坚持公平公正的道德标准 管理者很重要的

一个素养是一视同仁。管理者需要坚持“公平公正的道德标

准”。 有些管理者有个人偏好，凡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

同事则倍加青睐，凡是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事则有意排

挤或给其“穿小鞋”（当然不排除个别有意捣乱的），这种

做法将会导致随声附和（更严重的是，一些优秀的人才将会

被迫离开团队），因而对团队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3、坚



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风范 有些管理者，总喜欢

居高临下，要求自己的下属“按章办事”，但自己却游离在

这些规章制度之外。 要求下属需要做到的，上司一定要垂范

并身先士卒。我们管理者需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要严格

要求自己的行为规范，让下属感觉到，和这样的上司在一起

，有希望有奔头。 另外，我们管理者需要以“宽容”的胸怀

对待自己的下属，让他们感觉到您即是他们的领导，更是他

们朋友。 这样的上司，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凝聚力、有魅力

的上司。 企业是一棵生命之树，这棵生命之树能否茁壮成长

，关键在于管理者能否正确地带领全体员工悉心地呵护她。 

要做到“正确”，就需要我们管理者具有优秀的管理和领导

能力，然而基本的“事务处理理念”是最基础、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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