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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效授权是现代企业管理对企业经理人提出的更高要求。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应对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您能否高屋建瓴、运筹帷幄？
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组织的整体优势？
《如何有效授权》将为您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本书深入探讨了授权对象的选择、授权方式的运用、授权障碍的克服、授权后的监督与控制，以及授
权的误区及其防范等诸多内容。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论述细致生动，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授权活动具有较强的实际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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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创建良好的竞争环境，有几个方面不可忽视：　　（1）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竞争的动力在于利益，因此，要使员工产生与人竞争的欲望和动力，利益分配必须体现差别性。
这一点不用多说，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下，就是“大锅饭”、“平均主义”等不合理的
分配制度的恶果。
需要强调的是，不要把利益简单地理解为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纯物质性的东西，而应扩大理解为
包含物质与精神方面需要的总和，特别是对于有优异才能的入来说，地位、尊重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更
能激发他们，单纯的工资奖金等并不足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2）建立有效的参与机制。
并不是有利益差别竞争就能只开，一个组织如果人事制度死板集权程度太高，也不容易产生竞争。
所以，要在组织中建立起有效的竞争环境，必须从决策和参与两个方面保证竞争机会对每个人都平等
。
让每一个有意参加与竞争的人都了解决策的内容甚至能参与决策，让每一个人有能力的人都有选择一
项工作的机会。
　　（3）培养组织内部融洽的人际关系。
很多心理学家都有这样的共识：两个长期处于竞争状态的人，如果缺乏彼此的交流和沟通，则很容易
产生仇视心理，相互关系紧张。
许多管理者在面对下属时，往往只注意让下属相互竞争的一面，而忽视让他们互相交流，这样从表面
上看似乎不影响组织内部竞争环境，其实从根本上伤害了下属的积极性。
　　人都是社会的人，每个人都需要在一定的组织中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
因此，如果一个在组织中竞争获胜的人在接受授权任务后，却发现月围的人都在嫉妒他，排斥他，甚
至仇视他，那么他将丧失基本的安全感和认同感，工作的热情将大打折扣，参与竞争的信心将逐渐消
失，并且他周围的人也会因为他的遭遇而对授权工作持有戒心。
   要克服这一障碍，需要管理者主动采取措施．可以通过组织各种集体活动，增进员工之间的感情。
培养员工的组织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
这样才能避免恶性竞争，防止因工作原因造成组织内部关系恶化。
像定期召开员工恳谈会，组织员工运动会，召集节日聚会，以及组织员工出游等，都是增进员工感情
、排斥敌视心理的有效途径。
2.选拔授权对象应采取民主、公开、公正的方式　　当组织内部竞争环境良好，可选拔的授权者很多
时，管理者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随便选一个合适的人授权就行了。
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可授权的对象很多且大家势均力敌的话，没有民主、公开、公正的选拔程序，管
理者很可能只会选择那些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下属，从而在组织中逐渐形成裙带关系，这将对组织的人
事结构和长远发展造成极大伤害。
　　内部选人必须采取民主、公开、公正的方式。
既然授权对象是组织内部的人，那么竞争者对对手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对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也很
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进一步将人才选拔的准备过程、评审过程、评审标准、上级评审结果都置于民
主公开的形式之上并向全体成员公布各种信息，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如果有一个程序不民主，有一点信息没公开，就难免有人会产生怨愤，造成组织内部关系恶化。
　　民主、公开、公正的选拔程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　　（1）预先公布选拔时间、参与程
序。
　　（2）预先公布选拔条件。
　　（3）预先公布评审人员。
　　（4）各参与者是否有资格参与，以及出局入围原因。
　　（5）及时公布参与者在评审中的成绩及原因。
　　（6）及时公布评审结果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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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事实的公正没法完全照顾到的情况下，形式的公正无疑也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内部选人的
民主、公开、公正程序，就是要从形式上保证民主、公正，最大限度保证选拔人才过程中组织内部的
人心稳定。
3．从内部选拔人才，要注意事后的安抚　　良好的竞争环境以及公正的选拔程序可以起到稳定人心
的作用，但是并不能保证完全没有抱怨和失望情绪产生。
毕竟确定了一个授权对象，就意味着其他所有参与者都失去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不可能每个人心里都
很痛快，都毫无怨言。
因此，在授权对象已经确定之后，对其他人的安抚也是必不可少的。
　　安抚下属情绪的主要方式有；　　(1)召开总结会议。
以会议形式让大家了解入选者的优势以及自己落选的原因，使大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并鼓励大
家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提高自身素质。
　　(2)安排其他工作。
让未入选的下属从事其他工作，并帮助他们认识到合作与理解对于组织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性，能
专心于本职工作，分散他们对于选拔结果的注意力。
　　(3)最关键的是采取各种方法，让大家认识到以后还有机会。
不以成败论英雄．管理者应该让下属了解组织的长远目标和实现目标所需的工作。
使每个人都对组织充满信心，让每个人都明白只要自己努力，组织能为大家提供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
空间。
只要机会还在，每个人就会有希望。
　　一家企业成长的关键首先还是靠自身内部人才的培养，但是内部的人员升迁因为涉及到职员的利
益和关系，所以并不是可以随意决定的。
良性的竞争环境，程序民主、公开、公正与人心的安抚，是内部选拔人才的三件有力武器，管理者不
能为了选拔少数人而失去多数人的人心。
　　牢记要点要想从内部选取所需人才，需要：　　培养良好的竞争环境　　选拔授权对象应采取民
主、公开、公正的方式　　从内部选拔人才，要注意事后的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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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中国企业面临的难题之一是管理问题。
管理之所以成为一门学问，因为它是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科学的内容就带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总体上比较清晰和明了，是可以由管理学类的书刊来梳理、记
载和表现的。
而艺术的东西则更多来自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体味、才能得到培养和检验。
所以，理解和掌握企业管理的精髓，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方有可能。
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和看待管理学类书籍的作用。
　　那些记载在书中的道理，应该说有很多内容是经过实践检验、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和提炼出来的。
这样的管理学书，读者读了应该有所启发，也仅仅是启发，假如直接拿它来指导处理具体事情，则未
必能行的通。
非得真正办过企业、做过实际管理工作的人，才能真正体会管理理论的精当与奥妙，并用这些理论来
指导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
　　其实，就我个人的体会，做企业的管理有些像做中餐。
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对艺术性有相当高的要求。
名厨与庸厨的区别，就在"分寸"二字上。
若想找准火候的关键点，主要凭经验的积累来获得，而非菜谱上所标明的"几分钟到几成熟"那么简单
。
仅一个"酌量加盐少许"就能从根本上改变一道菜的口味与滋味，但是若想将这个"酌量少许"的程度拿捏
准确，非得相当的灶前实践不能养成。
企业管理的规律与这其中的道理有相似之处。
其实，MBA教育中对管理理论的学习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做过企业、有过企业管理实践的学员，才能
从MBA的管理教育中汲取到直接的营养，那些没有企业运作经验的人学习管理理论多少觉得隔着一层
，不可能马上弄得很明白。
　　此外，即便是拥有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人，在阅读管理类书籍的时候也要善于汲取。
好的管理类书刊能够对管理实践经验进行精炼的、全面而系统的提升，能够表现和捕捉到管理理论中
带有一般性的、精髓性的东西。
条目式的问答手册在阅读的时候有两点要注意。
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会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具体业务模式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另外
一方面，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组织系统，企业的管理问题也必须依靠整体的系统设计来解决。
因此，对于企业管理实践一线的经理人，只有勤于实践，善于学习，才能准确把握企业管理的精髓，
进而实现自身职业化素质的提升。
　　　　　　　　　　　　　　　　　　　　　　　　　　　　　　　　2003年12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如何有效授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