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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理人的权杖》系统地阐述了经理人权力的全部内容，包括经理人人从进入期的握权、日常的
行权到离职斯交权的全部过程，具体涉及经理人入职后应该首先握到的基本权力——知情权、话语权
、做事权；经理人的核心权力——人力资源的支配权和财富的分配权；经理人的重要权力——经营权
和管理权；经理人的关键权力——决策权和规则的制定权；经理人行权的禁忌——文化背离、官僚主
义、权力膨胀等。
　　《经理人的权杖》适合职业经理人阅读，也适合有志于成为职业经理人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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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景素奇，人力资源（猎头）服务公司——北京腾驹达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顾问，国际
人力资本网部裁，中央电视台“绝对挑战”专家评委，中央电视台“雇主中国”专家评委，中国地南
大学（人文）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现代社会总裁班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案例中心案
例点评专家，《中外管理》杂志“景素奇”专栏作者，奇正管理沙龙主任，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
会专家委员，全国商报优秀新闻工作者，曾供职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蓝岛大厦等单位。
 　　景素奇先生近年来专注于管理及人力资源领域的实践及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管理及人力资源方面
的文章，已在各类媒体发表各种专业论文300余篇，千余家网站长期转其文章，许多MBA和EMBA课程
网大量收录景素奇的文章，他在管理及人力资源领域颇有影响，并为国际和国内的许领先企业成功的
地举荐了高端人才和提供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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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经理人应对老板插手的“慢四步”　　笔者：“你为什么离开××企业？
”　　经理人：“咳，甭提了，那老板⋯⋯我正按部就班地执行既定计划，突然老板插进来指手画脚
，而且不了解情况，瞎指挥。
你越不希望这样，老板越是插手，搞得根本没法干活儿。
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　　笔者：“平时遇到这样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
”　　经理人：“既然老板插手要管，那我就不管了。
不然出错了，算谁的？
”　　笔者：“那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证明老板是错误的？
等着看老板的笑话？
”　　经理人：“用事实说话。
我这样做是让老板长记性，以后不再插手。
”　　笔者：“老板吃亏后，长记性了吗？
”　　经理人：“要长记性就好了！
这一点就是××老板的瓶颈。
所以，××企业做不大。
”　　笔者：“那你说老板该如何做？
是不是老板决定让你做后就不用管了？
”　　经理人：“对！
既然老板安排我做了，就不用管了，等着要结果就是了。
”　　笔者：“万一时间到了，最终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有了大的闪失，该怎么办？
”　　经理人：“拿我是问！
”——经理人这时往往显得很有气节。
　　笔者：“拿你是问，问什么呢？
能问出什么呢？
”　　这时大多经理人都会语塞，但也会有经理人勉强回答：“我以人格担保。
”　　此时我开玩笑说：“人格能作为担保写进合同文本吗？
”　　笔者：“你想过老板为什么要插手吗？
”　　经理人：“不信任！
表面上信任，事实上处处设防、跟踪、插手。
”　　笔者：“不信任你什么？
”　　经理人思考后回答：”两条：一是能力上不信任，二是担心我做什么手脚。
但主要还是能力上不信任。
”　　笔者：“为什么会产生能力上的不信任呢？
”　　经理人：“大多数老板总觉得自己最高明，自己的能力最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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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理人应对老板插手的“慢四步”　　来源 价值中国网 田成杰　　人品好并不等于不需要约束
。
对人品信任问题，很多老板也认同：职业经理人做到一定层面，人品上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人品没什么问题并不等于就不需要约束和监督。
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就在于好人能够自觉地遵守制度的约束和监督，坏人是积极地钻制度和监督的漏洞
，甚至破坏制度。
　　发挥能力是需要条件的。
能力信任问题，始终是老板关注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过去的能力换了环境能否发挥出来还有
待于检验。
职业经理人在A企业做得好，并不一定到了B企业就能做得好，至少刚空降时，不会立即如鱼得水，总
需要适应。
所以，即使老板给了你充分的授权也要对你的权力有一个跟踪保护的过程。
一位A经理人空降到资产有10亿的企业任总裁，上任当天老板宣布了企业的事情归A总管，但事实上老
板都在背后插手。
这并不是简单地对A总能力的不信任，而是对A总的一种保护，同时也是一种对企业负责任的表现。
试想偌大的一家企业，董事长陡然不管，让位于一位人生地不熟的空降经理人，岂不是开国际玩笑？
　　经理人刚进入企业，处于弱势状态，处于强势的老板若不背后帮你一把，把你扶上马送一程，肯
定会摔跟头的。
有些经理人会说：既然老板不放心，还不如不宣布让我管。
我认为不宣布让你管，你连名义支持都得不到，又何谈名正言顺呢？
所以说，老板当众宣布，背后又插手，反而是负责任的做法。
　　两大原因　　老板为什么会插手呢？
　　从上面分析来看，是老板对职业经理人不信任，似乎是老板的问题，其实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分
析，也有两大原因。
　　第一，职业经理人自身存在沟通障碍　　现实中，许多经理人不知道与老板沟通，不会与老板沟
通，也就是只专业不职业，只会做事不会做人。
这类经理人大多是专业技术出身，对做事在行，但对人际关系不在行或者不太注重，于是存在两大认
识误区。
首先，他们认为，与老板沟通没必要，特别在应该追求效率的民企不应该再来这一套。
这表现在有些经理人与下属沟通还可以，但是和老板就不会沟通，认为老板高薪请我来就是干活儿的
，我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心思做些与业务没关系的事。
其次，他们认为，老板应该主动与经理人沟通。
认为老板高薪请我来，说明我比老板牛，我跟老板沟通降低了身份。
这是心态问题，心态有问题做事肯定出问题。
事实告诉人们：就职民企更应该注重与老板的沟通，因为民企在成长发展过程中，许多信息通道机制
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很混乱，你若不主动与老板沟通，老板根本无法获得信息。
　　第二，缺少职业经理人的法律约束机制　　由于目前市场化的企业对职业经理人根本就没有什么
约束，而国企对干部的约束相对较强。
因此，从管理的角度看，民企老板相对于国企管理者来说，处于弱势地位，老板出于对风险控制的需
要，频频插手下属事务。
　　慢四步　　找到真正的原因就好办了。
具体解决办法，我称之为“慢四步”，因为这四步每一步都不是着急能办到的，只能用文火，像舞曲
的慢四步。
　　第一步，做事前主动与老板沟通　　经理人不仅要与老板沟通业务上的事情，还要沟通非业务上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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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瞧不起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些事可能与你做好事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打个比方，老板让经理人拔掉一棵大树，你如果不把树根周围的堆土清理了，树是拔不掉的。
　　还有些经理人认为，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老板应该自己打理利索了，让经理人干干净净来做事。
试想，老板花高薪请你来是为了做成事，赚到钱，凭什么让老板为你做事情？
要是老板能够摆平这些事情，还请你干嘛呢？
所以这些基础沟通就应该由经理人完成，必要时，你可以请老板帮助你完成。
“先刨坑，后拔树”是职业经理人行事的原则。
刨坑是做人，拔树就是做事。
人做好了，事自然就做成了。
　　第二步，把自己的决策转化为老板的决策　　许多职业经理人自诩比较直率，自认为对的事情就
敢于直言，强逼老板认同自己的观点。
这就好比牛不喝水强摁头，其结果有三种：一是要么牛直接把你顶死；二是牛喝完水后又把你顶死；
三是牛的力气大，直接挣脱跑了。
不论结果是哪种，作为经理人都是失败的。
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决策变成老板的决策，把自己想表达的观点最后转一
个弯让老板说出来，让老板成为这项事情的决策者。
一旦老板做出决策，老板必然会调集各种资源促成这件事情。
如果是经理人做出的决策，所有的资源支持力度就差远了，尤其新上任的经理人，必然会面临各种资
源支持力度不够的尴尬。
这是一门沟通的艺术，一门做人的艺术，这也是防止老板中途插手的最好方法。
　　有些经理人往往会这样认为，老板既然花钱请我来，就应该听我的。
此言差矣，老板花钱请你来，又听你的，花钱请个爷，天下哪有这种事？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才对——老板花了钱请你来，理所当然你要听老板的，这才符合公平的市场交
易原则。
但这并不妨碍你贡献智慧。
你必须把智慧贡献出来，让老板拍板决定，然后你去执行。
　　第三步，主动保持与老板的动态沟通　　现实中，许多经理人这样认为，老板一旦拍板定了的事
情，在干的过程中就不需要与老板沟通了，老板只等要结果就是了。
可这就像让你替别人看三个月的孩子，期间不允许孩子的父母有任何过问，父母能不急吗？
往往老板不但要结果，还要关注过程，并且非常重视过程。
如果你故意阻碍老板插手，那么老板势必越想插手。
为什么老板一定要关注过程呢？
很简单，事情都是变化的，老板有权知道事情的进程，便于及时调整。
尤其是小企业的老板，是非常关注小事的。
因为每件小事都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生存，经理人每一个细小的错误最终都是由老板买单的。
同时又由于企业很小，许多情况下，员工的“单子”老板是买不起的。
所以经理人应注意及时和老板沟通事情的发展进程，遇到问题及时让老板做出决策，确保老板对事情
心中有数。
尤其是空降经理人，因为老板对你的行事风格不太了解，你更有必要让老板知道你操盘的进程。
即便老板对你做事已十分有把握，或者老板明确表示没时间关注此事，你也可以换一种更便捷的手段
与老板沟通，让老板了解和把握整个事情的进程。
　　第四步，老板突然插手后，积极配合，建设性做事　　老板一直积极支持和推进这项事情，你也
全力以赴在推进事情，突然老板决定不做了，或者改变方向了，或者老板过去一直没有关注你正做的
事情，现在突然插手，在你看来是瞎指挥，乱弹琴，怎么办？
这就像师长正在打仗，突然军长亲临前线指挥，师长该怎么办？
师长惟一的做法只能是积极配合，否则仗是无法打的。
企业经营如同军队打仗一样，正确的做法是老板半道插手，经理人首先考虑到应该配合老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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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老板插手是正确的，那就遵从老板的意见；如果老板的做法确实是错误的，甚至是乱弹琴，那就
认真地、非常讲究方法地与老板沟通，让老板接受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老板还是固执己见，也不应
该气馁，应该改变方法与其沟通；如果方法都用尽了老板还是不回头，仍不要气馁，应该通过自己的
努力，把老板错误做法带来的负面效果降到最低。
这就是积极地做事，建设性地做事。
　　俗话讲，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老板给你出了点难题，正是显你英雄本色的时候，是你挑战自
我，并且是成就自我的机会，何必把它当成是困难和问题呢？
　　有些在外企干过的经理人老拿外企的做法说事儿，可真正实施外企的做法时又不灵，为什么？
大概有两点原因：一是在外企你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老板，而只接触到同样是职业经理人的上司，两
者对事情的关注程度、两者对事情结果承担的责任都不一样。
在民企，你面对的是真正的老板，是企业责任的终极承担者。
谁身上的肉谁知道疼。
二是外企大多都已经历史悠久，趋于成熟，企业系统结构都比较完善，团队免疫系统已经建立，所以
信息的采集、决策、传达、执行、反馈、修正都已经趋于完善，即使老板不关心，系统本身、团队本
身都能够自己修正。
所以在外企工作过的经理人千万不要轻易拿外企的做法套在民企身上。
　　其实，真像职业经理人自己所想的那样，不许老板插手，让老板只等结果，是不现实的。
尤其对一名空降经理人，老板不管不问，是很难要来结果的。
如果老板等不来结果怎么办？
拿经理人是问？
在外企和民企是根本问不出什么的⋯⋯企业做没了，经理人可以拍屁股灰溜溜地走人，老板则可能是
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企业都没有了，还问你干什么？
还能问出什么来？
当然，这事情在国有企业比较好办，可以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可以撤职、可以判刑，可问之处有很
多。
但在市场化企业，只能靠老板个人对风险的判断和把握。
你说老板不插手行吗？
　　老板插手是从经理人的角度来理解的，其实从老板的角度来看，或许他并不认为自己插手了。
老板关注企业内部的事情是正常的，是自己分内的事情，何谈插手？
经理人不让老板插手自己正在干的事情，才是真正“插手”老板的事情，是错位和越位的表现。
毕竟，不当老板不知道终极风险是什么概念；毕竟，员工只是责任的传递者，而不是责任的最终承担
者。
尤其针对砸地盘的经理人，老板必须彻底干净利落地解决，不能使之成了气候。
当然，若不是，老板在深入经理人正常事务时，也应注意分寸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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