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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我和同事在撰写一篇文章，试图讲述木桶理论在组织活动中的意义。
传统的木桶理论又称短板理论，其主要思想是：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
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其一，只有木桶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木桶才能盛满水；比最低的木板高出的部分是没有意义
的，高出越多，浪费越大。
其二，只要这个木桶里有一块板的高度不够，木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
要想提高木桶的容量，就应该想方设法加高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这是最有效也是唯一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要认真抓好水平较低的人员能力的提升，确保每一个人员都能达到一定的
水平，这样整体工作才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这样做多数情况下是有意义的，但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却又发现，这样是很难行得通的。
比如在人力资源的安排中一味地强调短板的提升，对企业的意义不大，有时甚至会有副作用。
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很多单位对人力资源的实际权限很小，再加上劳动保护等法律规定的影响，即
使那些被认定为是短板的劳动提供者无法提升自己的能力以适应组织的要求时，人力资源使用者也很
难作出更换的处理。
相反，当人力资源采取迁就短板，用其所长时，原来的短板可能就变成了长板，此时组织却发挥了很
好的效用。
这就是我们想讲述的新木桶理论。
同时一个木桶能容多少水，不仅与木桶的长板、短板有关，还与木桶的底是否牢固，各木板之间是否
有裂缝有关。
我们的新木桶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发展长板、容忍短板、加强底板、拒绝裂缝。
在组织发展中除了建立自身长板资源、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外，更重要的是构建组织的桶底及桶箍。
因此，我们认为首先要建立组织的共同愿景，打造坚实强大的底板；同时发挥桶箍的作用，拒绝板块
裂缝；容忍短板的存在，发展长板并积极鼓励有效的补位意识，这样组织的绩效就有可能做到最优。
木桶底板是木桶能否容水的基础。
一个完整的木桶，除了有桶壁上的长板、短板以外，木桶还必须有着一个完整的底板。
正是这样的底板，决定了一只木桶还能不能容水。
从压力计算公式我们可以知道，容纳的水越深，对桶底的压力就越大。
这样一个坚强牢固的桶底是木桶盛水的基础。
在组织中，如果说成员是一块块木板，那么组织的共同愿景就是桶底。
’共同愿景，是指组织成员所共同持有的意愿和景象，是组织所追寻的目标。
组织的共同愿景是激发组织活力，增强组织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使组织成员分散的力量高度整合，集
中起来发挥出巨大的优势。
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在同样多的材料条件下，圆形木桶是所有形状的木桶中储水量最大的，它强调
组织结构的运作协调性和向心力，围绕一个圆心，形成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圆。
对一个组织来说，组织的每一块资源都要围绕一个核心，每一个部门都要围绕这个核心目标而努力，
而共同愿景就是这个核心。
木桶能否有效地盛水，除了需要坚实的底板之外，还取决于木板之间的缝隙，这个却是大多数人不易
看到的。
一个木桶的木板之间如果出现了裂缝，就会出现漏水，不仅水盛不满，而且水桶也可能越来越松，最
后导致散架。
因此桶板间的缝隙是木桶能否盛水的关键，为了保证水桶的盛水量，就要尽量减少缝隙。
木桶板块之间的缝隙也存在于组织发展中，甚至是组织的必然产物。
组织的出现是个人社会化的产物，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目的、任务和形式编制起来的社会集团。
尽管组织是两个以上的人构成的体系化的组合，但人本身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考虑问题常从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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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所以这种体系化是有条件的，或者是相对的。
在实际工作中，人和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都存在着缝隙，就像木桶的各块木板之间一样，缝隙是
无法避免的。
对于桶板之间的缝隙，人们会采取多种办法去试图解决，一种是用黏胶将松的缝隙糊起来，但没过多
久，又会松掉；另一种就是请箍桶匠在桶外面加上一条铁制的箍用于加紧，这样就使得各块板之间更
加紧固。
桶箍的妙处就在于它能把一堆独立的木板联合起来，并消除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使木板之间形成
一种协作关系，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
虽然对于组织中的缝隙，组织重组、流程再造是一种常用的解决办法，可以暂时修补组织裂缝。
但最好的方法无疑是加紧桶箍。
那么组织中的这个“箍”是什么呢？
这个“箍”就是强而有力的各项规章制度。
有效的规章制度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各板块间的裂缝问题，但是制度却可以有效地压缩这些裂缝的大小
，最后使得水不能从中流出来。
对于一个木桶中的短板，只要加高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即可补齐。
但处于时刻变化的动态发展环境中，组织中短板的提升绝非易事；且组织中的长板、短板也只是相对
而言，并非一成不变，如某项短板经过提升便会成为新的长板，之后便会出现新的短板，进而开始一
种新的循环。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没有完美的个人，却可以有（近乎）完美的团队！
五指伸开，有长短粗细。
有的手指劲儿小，就一定有手指劲儿大，所以拇指粗短有力，中指纤长灵活。
因此，对待组织中的短板，在改进、提升的同时，各板块间要积极补位。
木桶要容纳更多的水，组成木桶的每块板都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并且在组建木桶中发
挥的作用都应不可替代。
组织中的每个部门、成员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作为管理者，不妨容忍组织中存在的差异，就像手指有长短之分。
积极营造互相信任、沟通协调的团队氛围，扬长避短，发挥所长，充分发挥每块桶板的作用。
以上就是适合于组织行为的新木桶理论的主要思想。
中国古典文学巨著《西游记》的团队思想，无处不散发着这样的理念。
保证团队西天取经成功的，不仅有孙悟空的尽心尽职，同样也有白马的负载、沙僧的担当、猪八戒的
支撑。
看来唐僧不仅理解了新木桶理论，而且很好地践行了这个理论。
在研究新木桶理论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给组织带来革命性进步的往往不
是短板的修复，而是长板积极效用的发挥。
正是这些长板的发挥让很多企业在专业化的道路上做强、做大，有些甚至成为百年老店，基业长青。
再看《西游记》，我们又会发现，虽然猪八戒一直是在讨好师父，沙僧一直是无怨无悔，但在西天取
经的艰险征途中，每每能够降妖捉怪、披荆斩棘，保证团队最终取得成功的却是孙悟空。
孙悟空就是这个师徒团队中的长板。
作为团队领导的唐僧没有一味地要求沙僧、猪八戒去提升业务工作能力，而是根据他们不同的特长安
排了不同的工作。
组织中，一个被认同的长板或者优势，就可能是组织整体的长板及优势。
在中国的酿酒工业中，茅台酒的酿制工艺是比较传统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用传统的木桶理论看，至少茅台酒的酿造在成本上存在很大的短板，那么就必须改革工艺，提升短板
。
它可能首先要改革配方，使用更廉价的粮食和材料；二要改革酵母类型，缩短发酵时间；三要改革蒸
馏工艺，提高出酒率，等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使能优势>>

我不是酿酒专家，以上只是我的臆测，但估计实际方法也是八九不离十。
然而，茅台酒厂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不然其生产的酒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茅台酒了。
因为，正是这些成本上的短板保证了茅台酒的独特风格；这个独特的风格，就是茅台酒广受欢迎的长
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长板就是企业拥有的某种优势，它更加适合于进攻；短板是企业同时拥有的某种
劣势，它更加适合于被别人进攻。
如果你是一个处于防守阶段的企业，关注你的短板是对的。
但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充分地应用你的长处和优势，是一个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我有一个同事姓张，是个博士，她对我的观点非常赞同，她本人是学经济学的，属于文科范畴，但她
的儿子却在数学等理科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能力。
张博士以前一直想方设法地提升她儿子的文科学习能力，效果不太大。
后来她放手让她儿子用更多的精力从事理工科的学习，使得她儿子的长项更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一个人来讲，其赖以生存的是一到两项主要技能，而不是其全部的技能。
比如一个报社的记者，文字很好，但五音不全，这虽然可能使得他在音乐评价栏目中受限，但绝对不
会妨碍他在其他版面做得更好。
问题就提出来了，他应该是用更多的时间去提升他的音乐短板呢？
还是用更多的时间去进一步地让他的文字水平得到提高呢？
在多数情况下，答案应该是后者，除非他的文字水平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对于一个医生也是一样。
由于长时间的医科学习与工作，使得一个医生善于给病人就诊而不善于行政管理，他应该是用更多的
时间去提升行政管理能力呢？
还是专注于医疗水平的提高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除非他已经当上了科室负责人，不然他根本没有必要去研究如何做好行政管理工作
。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关注于自己的长板，比关注于自己的短板更有效。
在自己的长板中，超出别人能力的那部分能力更加有效，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道理。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木桶理论和新木桶理论在不同的事物上，都可能取得很好的效用。
我本人有个习惯就是对很多事情喜欢追根求源，我让张博士帮我找一下木桶理论的原始出处，答案有
些令人失望。
所有的资料都说明它源自于美国管理学家彼得，但没有说出这个彼得是哪个彼得。
大家知道彼得在国外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在国外说彼得，就如同在中国说老张一样，人海茫茫，无
处寻觅。
好在有钱钟书先生的故事作为标杆，让我解开了这个心结。
据说有一次钱钟书先生外出，有几个妇人知道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围城》的作者，就找人请钱
钟书先生接见她们一下。
钱钟书当时并没有这个兴致，他对来人说：“请告诉她们觉得鸡蛋好吃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一定要认
识那个在农场里生活的老母鸡吧？
！
”木桶理论在一个方面提醒了我们要思考和关注的问题，至于它究竟是谁提出的也就无所谓了。
我本人一直在企业工作，工作的时候我希望有理论指导，得到理论的时候，我喜欢通过实践去验证。
如王阳明先生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我喜欢努力地把理论应用于实践。
有人说我比理论工作者有实践，比企业经营者有理论。
我觉得不敢当，但我依旧希望我“生”的《使能优势》这个“蛋”能足够好吃。
感谢在本书写作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向王晓华女士、葛明慧女士、王岩教授、徐慧先生致以特别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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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出对手的能力是有效能力。
为了获得这种能力，我们要选择一个标杆，然后按照选定的有效维度进行仿造性的学习、工作。

　　《使能优势草根的实用哲学》围绕着“使能优势”这一个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运用众多实
例，结合作者自己的分析，为我们生动地阐述了使能优势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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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笔名：凡人陆老
 真名：周立宇
 血型：太久没有去医院，忘记了
 爱好：从自己住腻了的地方，到别人住
 腻了地方去旅游
 最爱吃的食物：中国各地的美食
 最喜欢看的书：理性的中文写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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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标杆效应的体现。
标杆管理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加上其固有的民族精神，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的核心国
。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人逐步认识到了这种变化，开始把日本作为世界企业界的学习榜样。
在美国学习日本的运动中，美国的施乐公司首先开辟了后来被他们命名为标杆管理的管理方式。
经过长期的实践，施乐公司将标杆管理定义为：一个将产品、服务和实践与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或是行
业领导者相比较的持续流程。
其核心就是以行业最高标准或是以最大竞争对手的标准作为目标来改进自己的产品（包括服务）和工
艺流程。
虽然静电复印是施乐公司最先发明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保持着世界复印机市场垄断
地位的施乐公司遇到了全方位的挑战。
佳能、’NEC等公司以施乐的成本价销售产品并且能够获利，产品开发周期、开发人员也分别比施乐
短或少50％，施乐的市场份额一下子从82％直线下降到了35％。
面对竞争威胁，施乐公司最先发起向日本企业学习的运动，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标杆管理。
通过全方位的集中分析、比较，施乐了解了这些公司的运作机理，找出了与佳能等主要对手的差距，
全面调整了经营战略、战术，以对手的最高标准改进了业务流程，很快收到了成效，把失去的市场份
额重新夺了回来。
自从施乐公司利用标杆管理的方法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标杆管理的方法就不胫而走，被越来越多的公
司，尤其是美国公司所采用。
本书中所说的标杆，就是在同一参照系下，选择与主体的愿望相似或相近的另一主体，作为对照目标
，以便主体在相关维度上找出差距或优势。
回到前文使能优势的定义上，在一个可以被认知或者是可度量的维度上，拥有超越对手的能力，超出
的那部分能力是有效能力，叫做使能优势。
本书所说的标杆就是定义中所指的被选定的目标对手。
与施乐公司的标杆略有不同，本书并没有说要把最好的或者是一流的目标作为标杆，而是强调了“选
择”与“选定”，这个选择与选定往往是跟主体的客观现实以及目标导向关联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在同一参照系下，所有的主体都可以成为你的标杆。
但是往往有这种情况，由于标杆选取的不同，最终使得事物发展的结果完全不同。
彭文席先生于1955年发表了一个预言故事《小马过河》。
它曾经被编入小学课本里，我也是在孩提时代就读过它，至今仍然不忘。
这个故事很好地诠释了上面的观点。
彭先生的文章本来就很美，我直接抄录如下。
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
有一天，老马对小马说：“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吗？
”小马连蹦带跳地说：“怎么不能？
我很愿意帮您做事。
”老马高兴地说：“那好啊，你把这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
”小马驮起口袋，飞快地往磨坊跑去。
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地流着。
小马为难了，心想：我能不能过去呢？
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该怎么办，那多好啊！
可是离家很远了。
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边吃草，小马“嗒嗒嗒”跑过去，问道：“牛伯伯，请您告诉我
，这条河，我能趟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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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说：“水很浅，刚没小腿，能趟过去。
”小马听了老牛的话，立刻跑到河边，准备过去。
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拦住他大叫：“小马！
别过河，别过河，你会淹死的！
”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
”松鼠认真地说：“深的很哩！
昨天，我的一个伙伴就是掉在这条河里淹死的！
”小马连忙收住脚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叹了口气说：“唉！
还是回家问问妈妈吧！
”小马甩甩尾巴，跑回家去。
妈妈问他：“怎么回来啦？
”小马难为情地说：“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我⋯⋯我过不去。
”妈妈说：“那条河不是很浅吗？
”小马说：“是呀！
牛伯伯也这么说。
可是松鼠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呢！
”妈妈说：“那么河水到底是深还是浅呢？
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
”小马低下了头，说：“没⋯⋯没想过。
”妈妈亲切地对小马说：“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不去试试，是不行的，河水是深是浅
，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
”小马跑到河边，刚刚抬起前蹄，松鼠又大叫起来：“怎么？
你不要命啦！
？
”小马说：“让我试试吧！
”他下了河，小心地趟到了对岸。
原来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
写到这里我要再次感谢彭先生，他那么早就已经感受到了使能优势的存在，并且用寓言的形式指出了
不同标杆带来的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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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使能优势:草根的实用哲学》在一个可以被认知或者是可度量的维度上，拥有超越对手的能力，超出
的那部分能力是有效能力，叫做使能优势。
所谓使能：就是使自己变得更能。
所谓优势：就是在比赛或者是比较中超过对手。
换言之，就是提升自己，超越对手。
这个思想也很好理解，在一场拳击比赛中，不在乎你打了对手多少拳，也不在乎对手打了你多少拳，
关键就在于谁比谁多打了一拳。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关注于自己的长板，比关注于自己的短板更有效。
在自己的长板中，超出别人能力的那部分能力更加有效，这就是凡人陆老编著飞《使能优势:草根的实
用哲学》所要讲述的道理。
关注自己的长板比短板更有效，中国凭什么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厂，能力都低于其他员工的人该
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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