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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通过组建团队来进行商业活动的任何组织来说，团队高效合作的益处都是显而易见的。
简单说来，组建团队的目标是为客户（或者团队工作其他的直接受益者）增值。
跟单独分配任务、少有协作的工作过程相比，团队协作可以实现技能互补，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业绩
，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
　　作为管理人员，我的职责是协助公司组建团队、评估团队的效率。
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个很机械的过程，只需为团队确定合适的人选就可以了。
人们可能会说，我只需确定以下问题：　　?团队需要什么技能？
　　?哪些人拥有这样的技能？
　　?这些人在哪些时间段可以参与新的团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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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效率团队的六条法则》很有用，这些行为法则已经证实，它们确实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团
队需要践行这些法则。
《高效率团队的六条法则》为我们详细地讲解了这些实用的团队法则，分析了典型的例证，提出了启
发性的问题，给出了团队评估的工具，这一切使《高效率团队的六条法则》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高。
　　我相信，所有高效率团队都符合《高效率团队的六条法则》所宣扬的法则。
我还相信，这些法则在本质上是企业文化的外延。
企业文化反映了公司和员工共有的价值观和准则，指导人们为建设一个优秀的、高效的工作环境而采
取某种沟通方式。
我对《高效率团队的六条法则》的内容很有触动，原因之一就是这些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公
司的企业文化和行为准则。
如果团队法则和企业文化是一致的，那么，团队内部和团队外部就会由同一个价值体系所指导。
结果，整个公司系统会运敘得更加顺畅、协调。
　　按照这个思路，高效率团队的六条法则也是高效能公司及其员工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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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蒂芬·E·科恩（Stephen E.Kohn）是工作与人解决方案公司的总裁。
工作与人解决方案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力发展、执行人员培训的公司，总部在纽约
市怀特瞢莱思区。
科恩先生具有超过25年的经验，曾在保罗·谢尔曼公司（一家具有领先地位的执行人员培训公司）任
副总裁迭十几年。
他的客户有世界500强之内的杜邦公司和辉瑞公司，也有专业的服务公司，如安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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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与团队共鸣　　我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解读彼此的感受和情绪，不断相互适应。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随时随地调整体制和领导层。
我们惺惺相惜，彼此尊重，休戚与共。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一起协商解决⋯⋯我们互相信赖。
我们共享彼此的时间和天赋，有效地利用大家的技能和知识。
我们工作努力认真，同时也在享受这个过程。
　　——汤姆·霍伊尔曼博士　　你参与过最好的团队是哪一个？
如果有个答案迅速而生动地浮现在你的脑海中，那么，这样的团队经历一定能够引起你的共鸣，让你
感觉很特别。
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大家同心协力，为着一个特别的目标，攻克一项特别的项目。
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都顺利得令人惊讶——至超过了你和队友们的期望值。
　　从开始到结束，这个“最好的团队”每天都在上演哪些剧情？
这个团队有哪些特点？
团队是怎样领导的？
队员间的交流情况和关系怎么样团队用什么方式处理困难、分歧和冲突？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团队怎样才能咬住目标不放松，不让问题拖延或削弱团队的努力成果？
也许最需要问的是，到底是哪些内在因素让你至今对很久以前的团队合作经历念念不忘？
这个内在因素是团队规则吗？
抑或是团队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在我们公司的专题研究小组、培训课堂、团队训练项目里，我们喜欢问客户这样的问题：“你经
历过的最好的团队是怎样的？
”这样，我们的客户就会帮助我们构建优秀团队的模型。
我们曾经先后聆听过数千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团队经历，这些团队隶属于不同的组织、不同的行业。
根据这些资料，结合我们在工作场合作出的团队效率调研，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优秀团队往往有几条
核心特点，这些特点与团队成员的行为和态度有关，它们对团队协作具有极高的价值。
我们已经知道，高效率团队的动力不只来自成员的个人能力，更多来自于六条创造和谐人际关系的团
队协调技巧。
　　在《高效能老板的六个习惯》中，我们描述了针对人际关系所应持有的行为与态度。
实际上，本书有几条法则和它们是一致的。
那本书的焦点是组织领导力与个人发展，它强调塑造人际关系的技巧，还介绍了激励同事、管理员工
的方法。
我们认为，领导力的本质是一种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关系。
同样的道理，组建团队的目标是为了执行项目。
现在的主题是高效率团队的法则，我们就不多着笔墨陈述增强组织领导力和个人发展的技巧了，而要
强调能够促进项目成功与团队发展的技巧。
个人的人际关系技巧能够增强领导力，团队的人际关系技巧能够优化团队协作。
　　我们共列出了六条法则，虽然只有一条里提到了“关系”，但是，六条法则在本质上都是以关系
为中心的。
人际关系技巧是高效率团队的核心，这不言而喻。
当然，如果在一对一的单向管理模式下讨论这个概念就比较复杂。
例如，在宏观规划和资源分配上，独断专行、事必躬亲型的管理者也许认为自己的组织领导是很有效
率的，这和他们与别人关系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在更多的场合里，优秀的人际关系往往可以铸就优秀的团队。
实际上，领导技巧能够促进团队协作，能够让人们为了成就某事而团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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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是集体的一种。
团队或集体都需要成员彼此协作，而协作的动力大小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关系。
本书不会长篇累牍地证明人际关系对团队的重要性，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用于介绍那些最实用的技巧。
在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团队经历中，读者可以看出它们的巨大作用。
　　高效率团队的人际关系法则和领导者个人的人际关系习惯大体一致，但是，在如何训练这些技巧
并使之运用于团队，两者有着重要区别。
团队不是个人，所以，团队技巧也与个人领导方式不同。
团队的技巧训练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不同团队的优先顺序、挑战、人际关系⋯⋯训练团队协作技巧必须
让团队成员产生共鸣。
正如畅销书作者、杰出的组织学顾问丹尼尔·戈尔曼（DanielGoleman）在2002年接受领导与领导学会
（Leader toLeader）采访时所指出的：　　在团队里，共鸣能释放人的力量，从而增加团队整体的力量
，　结果是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字典里把“共鸣”定义为“由共振导致的声音传播”。
在有共鸣的团队里，成员都同心合意、共享积极的情感力量。
　　这就是本书的写作目标——帮助团队成员互相调整，同步协作，共享能力，让每个人在一个有共
鸣的团队里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不管是团队成员，还是团队领导，都与高效率团队有关。
团队成员需要接受团队内部的规则。
团队领导需要转变思路，把关注点从被管理的个体转向团队整体，并使得所有人以协调的方式一起工
作。
无论是团队成员还是团队领导，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团队行为的动力。
实现它有一个前提：就像组成团队的成员能够互相理解一样，组成团队的各个成员也要能够理解团队
。
　　第二章　团队和团队效率的概念　　团队：彼此互动的一群人所组成的集体，他们具有相同目标
，并有责任使之实现。
　　——质量保证项目对团队的定义　　与个人努力相比，一群人在一同协作、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奋
斗，表现往往更为出众、更有创造力。
是什么导致这样的结果？
当然，团队的成功有好几个因素。
在描述优秀团队之前，我们要明确术语“团队”的基本涵义，然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团队效率的概念。
　　事实上，团队这个概念使用得太广泛了，以至于是很难说清团队究竟是什么。
它和“有共同目标的一群人”意思相近，被简单地、广泛地使用着。
例如，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些组织将自己称为团队，试图在公司里建立起团队的认同感，这并不罕见
。
但是，这些公司为了满足某个确切需要或者客户要求，会成立项目团队。
它们和上述超级大型团队有很大的不同。
　　人们给团队下过几种不同的定义。
管理学研究者苏珊·科恩（Susan Cohen）和戴安娜·贝利（DianeBailey）为《管理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写了一篇关于团队效率的全面概述，她们对团队的定义是：　　团队是这样一群人的集
合：他们在工作中互相依靠，一同为结果负责，隶属于一个或多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例如商业单位或
政府机构）。
团队成员把彼此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实体，他们有时要超越组织界限以处理好各种关系。
　　关于本命题还有一本成功的书，叫做《团队智慧》（The Wisdom of Teams），其中J.R·卡岑巴赫
（J.R.Katzenbach）和D·K·史密斯（D.K.Smith）以相似的方式给团队下了定义。
他们把团队定义为：　　⋯⋯数量不多的一群人，他们技能互补、目标相同、工作表现指标一致、具
有协同的认知、彼此为对方负责。
　　我们需要先陈明六个法则可以得到充分运用的团体类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提供高效率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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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则，以便让现实中的团队成员能够分辨和运用。
卡岑巴赫与史密斯对团队的定义很有意义，引申一步可以用来定义高效率团队技能高度互补、目标高
度一致、表现极其出色、彼此高度负责的团队。
根据各个团队的实际表现，我关注那些某方面特别出色的团队——这样的团队数量很少。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就能使得团队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一个团队最多可以有多少成员？
卡岑巴赫和史密斯在他们的定义里说“数量不多”——这不是一个确定的表述。
但是，“数量不多”一定要有界限，这样团队成员之间才能真是体验到彼此依存的感觉。
实际上，只要扩大团队规模，团队成员的使命感、表现指标、彼此负责、互相依存的人际关系⋯⋯这
些因素就会变得分散，进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给出高效率团队最佳的成员人数，但是我们为高效率团队假定了一个成员人数范围。
通过统计学方法，我们发现，如果团队成员数目为6到30人之间，那么，我们的高效率团队模型运用得
往往最好。
这个范围很大，不同规模的团体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可以恰当地称为团队，它们都能运用高效率团队的
模型。
对团队而言，最重要的是：技能互补、目标一致、履行工作职责、彼此为对方负责。
团队人数的多少最好由这些重要因素在团队中的运用情况来决定。
　　另外，团队成员之间必须互相依靠，把自己看作一个“完整的社会实体”。
他们必须经常碰面，或者在虚拟空间互相交流，以建立互相储存的关系，使他们成为独一无二的整体
。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团队问题并不适用于那些仅仅自称为“团队”的团体，因为它们只是偶尔碰面缺乏
经常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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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效率团队的六条法则》将介绍根据自己50多年来的组织团队的经历与研究，管理顾问史蒂芬
·E·科恩与文森特·D·奥康奈尔设计了一个高效率团队的模型。
科恩和奥康奈尔相信，高效率团队的核心不是团队个体成员的技术多么高超，而是团队成员致同意和
遵守一套高度相关的工作秩序和价值观。
　　通过奉行六条法则，团队各个成员能够齐心协力，最终获得优秀的绩效。
这个模型既简单又实用，能给任何组织带来更好的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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