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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现代企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大约有100余年的历史。
在这个时间跨度内，与企业生存发展相伴相生的，是层出不穷的企业管理理论。
尽管纷繁，管理理论最终却只回答一个问题：效能!决定一个国家富裕和贫穷的砝码是效能，决定企业
赢利能力的也是效能。
一直以来，人们苦苦寻求，却伴随着许多的困惑：为何每天都在和网状的琐事作斗争，却不能做到简
单⋯⋯为何几个优秀的人，集合到一块却成了乌合之众⋯⋯为何一个效率低下的组织，还拼命地选择
庸俗之辈⋯⋯为何那么多人在努力，却只有不到2％的人获得成功⋯⋯为何“不胜任”的现象无处不
在，人们还在泰然处之⋯⋯为何一个人浮于事的机构，却对日益膨胀的现状无动于衷⋯⋯在此，如果
我们能够借鉴世界上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则能够从实战上获得一个经验的平台。
像摩托罗拉、微软、3M、沃尔玛、福特、IBM、宝洁、希尔顿饭店、海尔等企业，都是世界500强企
业的杰出代表，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企业管理水平．它们曾经或正在打造一个辉煌的时代。
经济学家在调查世界500强企业员工时发现，这些企业的成功与企业员工所应用的效能定律是分不开的
，明确、科学的效能定律直接成为企业效能提升的关键，成为企业胜负的关键。
本书立足于世界500强企业员工成功提高效能的案例，结合理论，详细地介绍世界500强企业中部分企
业运用效能定律的成功亮点，使所有职场人士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从成功
的经验中不断总结创新，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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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选取了世界500强企业员工的50条效能定律，如跳蚤效应、吉格勒定理、布利斯定理、奥卡
姆剃刀定律、不值得定律、20／80法则、迪斯忠告、守时定律、吉德林法则、华盛顿合作定律、零和
游戏定律、杜利奥定理、蓝柏格定理、杰拉德法则、羊群效应、看板式法则、木桶定律、手表定律，
等等，内容囊括了提高效能的各个方面。
　　人类现代企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大约有100余年的历史。
在这个时间跨度内，与企业生存发展相伴相生的，是层出不穷的企业管理理论。
尽管纷繁，管理理论最终却只回答一个问题：效能！
 本书带着“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做最多最好的事情？
”的疑问，立足于世界500强企业员工成功提高效能的案例，结合理论，以50个效能定律，详细地介绍
世界500强企业中部分企业运用效能定律的成功亮点，使所有职场人士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根据自
己的实际工作，从成功的经验中不断总结创新，有所收获。
这是一本揭示500强企业成功管理的核心准则，培养优秀员工职业素质的经典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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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尼摩定律代表企业：FannieMae公司、福布斯集团定律44　瓦拉赫效应代表企业：微软定律45　手
表定律代表企业：3M定律46　马太效应代表企业：微软定律47　基利定理代表企业：通用、微软定
律48　光环效应代表企业：麦当劳定律49　蝴蝶效应代表企业：希尔顿定律50　彼得原理代表企业：
百事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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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定律1：跳蚤效应对于没有航向的船，来自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指引我们朝着成功的正确方向去努力，目标让人产生活力，目标也能激发效率
⋯⋯代表企业：摩托罗拉。
成功启示：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跳蚤效应”来源于一个有趣的实验：生物学家曾经将跳蚤随意向地上一抛，它能从地面上跳起一米
多高。
但是如果在一米高的地方放个盖子，这时跳蚤会跳起来，撞到盖子，而且是一再地撞到盖子。
过一段时间后，你拿掉盖子，你会发现，虽然跳蚤继续在跳，但已经不能跳到一米以上了，直至生命
结束都是如此。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它们已经调节了自己跳的高度，而且适应了这种情况，不再改变。
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很多人也有着类似的“跳蚤式”经历，虽屡屡去尝试成功，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屡屡受挫。
经过几次“碰壁”以后，便开始抱怨职场的游戏规则过于残酷，有的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以为
“盖子”已成为自己无法逾越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重整旗鼓，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成功
，而是一再地降低成功的标准。
因此，当“盖子”掀起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挑战的勇气，不敢再跳，或者已习惯了，不想再跳了
，他们往往因为害怕成功高度的限制，而不敢再去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
在行动前设定目标IBM公司的创始人托马斯?约翰?沃森说过：“有两种人永远无法超越别人：一种人
是只做别人交代的工作，另一种人是做不好别人交代的工作。
哪一种情况更令人丧气，实在很难说。
总之，他们会成为第一个被裁员的人，或是在同一个单调而卑微的工作岗位上耗费终生的精力。
沃森先生所指的两种人心中都没有十分明确的目标。
等待他们的将是卑微的职位和庸碌的人生。
阿尔伯特?哈伯德先生说过，如果你并不想从工作中获得什么，那么你只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的道路上
无目的地漂流。
只有目标在前方召唤，才会有进取的动力。
在美国企业界，有一个深得众望的奖项——美国国家品质奖。
它象征着美国企业界的最高荣誉。
赢得此奖的企业，必须是能生产全国最高品质产品的企业。
为赢得该奖项，摩托罗拉公司从1981年就开始了竞争。
它派了一个侦察小组，分赴世界各地表现优异的制造机构进行学习，最终使自己的产品错误率降低
了90％，但摩托罗拉仍不满意，又设定了新的目标，力求达到99.997％。
所有摩托罗拉员工，都收到一张皮夹大小的卡片，上面标示着公司的目标。
公司还制作了一盒录像带，解释为什么99％的产品无故障仍嫌不足。
这盒录像带指出，如果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以99％的品质来工作，那每年就会有二十万份错误的
医药处方，更别说会有三万名新生儿，被医生或护士失手掉落地上。
试问，99％的品质，对于将其性命托付给摩托罗拉无线电话的警察而言，是否足够？
1988年，66家公司开始竞夺美国国家品质奖。
大部分参赛单位实际上都是一些像IBM、柯达、惠普等大公司的某一部门，但摩托罗拉却以整个公司
为单位参加竞赛，并以绝对的优势轻松夺魁。
这就是目标的效力，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目标产生高效率。
有目标未必能够成功，但没有目标的人一定不能成功。
博恩?崔西说：“成功就是目标的达成，其他都是这句话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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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那些顶尖的成功人士不是成功了才设定目标，而是设定了目标才成功。
汤姆原来只是美国一家软件公司的普通职员。
从他大学刚毕业走进公司的第一天起，他就为自己制订下了一个目标：用两年的时间当上部门经理。
从那天起，“部门经理”就像一面旗帜，他没有一天不按部门经理的标准要求自己。
目标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它使汤姆每天都被工作的疯狂激情驱使着，虽然这样工作起来有些累，但
劳累过后，看着自己的工作业绩，他便体会到生活的幸福。
不到一年，他就被提拔到了主管的岗位。
他工作起来更加努力了，因为有了目标，他感觉不到工作的劳累，相反把它当做一种享受。
之后，当上主管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被提升为部门经理，成了公司里提拔最快的又是最年轻的经理
。
汤姆为什么能从普通职员迅速升至主管继而又升任为部门经理？
这就是他用目标随时鞭策自己的缘故，也是目标在一个人身上发挥神奇效力的有力例证。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没有目标的人在为有目标的人达到目标”。
因为没有目标的人就好像没有罗盘的船只，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有明确、具体的目标的人就好像有罗
盘的船只一样，有明确的方向。
在茫茫大海上，没有方向的船只只能跟随着有方向的船只走。
目标细化有魔力许多人做事之所以会半途而废，并不是因为困难大，而是目标距离太远，若把长距离
分解成若干个距离段，逐一跨越它，就会轻松许多。
在美国陆战队里面，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有两个小组，分别沿着两条10公里的路向同一个村子前进
。
两个小组的差别在于：第一组不知道村庄的名字，也不知道路程的远近，只告诉他们跟着向导走就行
；而第二组的人不仅知道村庄的名字、路程，而且公路上每一公里就有一块里程碑。
请你来猜想一下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吧！
你大概想不到，第一组的人刚走了两三公里就有人叫苦，走了一半时有人几乎愤怒了，他们抱怨为什
么要走这么远，何时才能走到。
走了一半时有人甚至坐在路边不愿走了，越往后走他们情绪越低落。
而第二组的人呢，他们边走边看里程碑，每缩短一公里大家便有一小阵的快乐。
行程中他们的情绪一直很高涨，所以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实验对你有一定的启迪吧！
只有充分了解自己在特定的时限内必须完成的特定的任务，你才会集中精力，开动脑筋，调动自己和
他人的潜力，从而为实现自己目标而奋斗。
如果一开始就盯着长远目标，任何人都难免精神涣散、松松垮垮，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只能是一句空
话。
25岁的时候，徐小海因失业而挨饿。
他白天就在马路上乱走，目的只有一个，躲避房东讨债。
一天，他在42号街碰到著名歌唱家王先生。
徐小海在失业前，曾经采访过他。
但是，徐小海没想到的是，王先生竟然一眼就认出了自己。
“很忙吗？
”王先生问徐小海。
徐小海含糊地回答了王先生，他想王先生看出了他的遭遇。
“我住的旅馆在第103号街，跟我一同走过去好不好？
”“走过去？
但是，王先生，60个路口，可不近呢。
”“胡说，”他笑着说，“只有5个街口。
是的，我说的是第6号街的一家射击游艺场。
”这里有些答非所问，但徐小海还是顺从地跟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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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达射击场时，王先生说，“只有11个街口了。
”不大一会儿，他们到了文化宫。
“现在，只有5个街口就到动物园了。
”又走了12个街口，他们在王先生的旅馆前停了下来。
奇怪得很，徐小海并不觉得怎么疲惫。
王先生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步行的理由：“今天的走路，你可以常常记在心里。
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教训。
你与你的目标无论有多遥远的距离，都不要担心。
把你的精神集中在5个街口的距离。
别让那遥远的未来令你烦闷。
”不要迷失自己的目标，每次只把精力集中在面前的小目标上，这样，遥不可及的目标便在眼前了。
按部就班做下去是唯一的实现目标的聪明做法。
有些时候，某些人从表面看来似乎一夜成名，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看他们的历史，就知道他们的成功并
不是偶然的。
所以，一开始就追求最终目标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大成就的获得靠小成就的累积一样，
大目标的实现也是靠小目标的累积。
任何目标都是逐步实现的，实现目标的过程是由现在到将来，由小目标到大目标，一步步前进的过程
。
如果一生从来只是想想而已,不曾付诸行动,当然所有的愿望都会落空。
但如果设立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了切实目标而确定具体的计划和期限，你就会真正感觉到，强大的推
动力正在鞭策自己高效率去完成它。
定律2吉格勒定理设定一个高目标就等于达到了目标的一部分。
代表企业：伯利恒钢铁成功启示：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至少可以肯定，你迈出的每一步方向都是正
确的。
 不少人认为天才或成功是先天注定的。
但是，世上被称为天才的人，肯定比实际上成就天才事业的人要多得多。
为什么？
许多人一事无成，就是因为他们缺少排除万难、迈向成功的动力，不敢为自己制定一个高远的奋斗目
标。
不管一个人有多么超群的能力，如果缺少一个认定的高远目标，他将一事无成。
设定一个高目标，就等于达到了目标的一部分。
这就是美国行为学家J.格勒提出的吉格勒定理。
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对于有梦想的人是温暖的，对于没有梦想的人是冷酷的；在追求自己的远大目
标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并不比在失败中咀嚼痛苦更累。
安东尼·罗宾认为，人生的目标不妨定得高远些，即使这些目标经过全力打拼也没能全部实现，至少
也比目标定得太低实现的多。
这和我国古人所说的“大志得中，中志得小，小志不得”的道理是一样的。
一开始心中就怀有最终目标齐瓦勃是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第三大钢铁公司的创始人。
他出生在美国乡村，只受过短暂的学校教育。
十五岁那年，家中一贫如洗的他到一个山村做了马夫。
然而，雄心勃勃的齐瓦勃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发展的机遇。
三年后，他来到钢铁大王卡内基所属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
一踏进建筑工地，齐瓦勃就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规划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当其他人都在玩乐的时候，齐瓦勃却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一天晚上，公司经理到工地检查工作，看到齐瓦勃躲在角落里看书。
经理翻了翻他的书和笔记本，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公司经理把齐瓦勃叫到办公室，问：“你学那些东西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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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瓦勃说：“我想，我们公司并不缺少打工者，缺少的是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或
管理者，对吗？
”经理点了点头。
不久，齐瓦勃就升任技师。
齐瓦勃在工作中主动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大脑。
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管理上，他都能做到最好。
后来，齐瓦勃终于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大型钢铁公司伯利恒，并创下了非凡的业绩，真正完成了从一个
打工者到创业者的飞跃，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如果一开始心中就怀有最终目标，就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眼界。
有了一个高的奋斗目标，你的人生也就成功了一半。
如果思想苍白、格调低下，生活质量也就趋于低劣；反之，生活则多姿多彩，尽享人生乐趣。
制定目标要尽可能地伸展自己定位决定人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对自己将来有什么样的预期，他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在30岁以前，乔·吉拉德只能算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欠了一身的外债，连妻子、孩子的吃喝都成了
问题，同时他还患有严重的口吃。
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入推销生涯。
刚刚接触推销时，他反复对自己说：“你认为自己行，就一定能行。
”他以极大的专注和热情投入到推销工作中，只要一碰到人，他就把名片递过去，不管是在街上还是
在商店里，他抓住一切机会推销他的产品，同时也推销他自己。
三年以后，他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销售员。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不被人看好，而且还背了一身债务，几乎走投无路的人，竟然能够在短短的三年
内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乔‘吉拉德做过很多种工作，屡遭失败。
最后，他把自己定位在做一名推销员，他认为自己更适合、更胜任这项工作。
你可以长时间卖力工作，创意十足，才华横溢，甚至好运连连；可是，如果你无法在创造过程中给自
己准确定位，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一切都会徒劳无功。
可以说，你给自己定位成什么，你就是什么，定位能改变人生。
迈克尔在从商以前，曾是一家酒店的服务生，替客人搬行李、擦车。
有一天．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轿车停在酒店门口，车主吩咐道：“把车洗洗。
”迈克尔那时刚刚中学毕业，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车子，不免有几分惊喜。
他边洗边欣赏这辆车，擦完后，忍不住拉开车门，想上去享受一番。
这时，正巧领班走了出来，“你在干什么？
”领班训斥道，“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你这种人一辈子也不配坐劳斯莱斯！
”受辱的迈克尔从此发誓：“这一辈子我不但要坐上劳斯莱斯，还要拥有自己的劳斯莱斯！
”这成了他人生的奋斗目标。
许多年以后，当他事业有成时，果然买了一辆劳斯莱斯轿车。
如果迈克尔也像领班一样认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也许今天他还在替人擦车、搬行李，最多做一个领
班。
可见，人生的目标对一个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啊！
 对此，查斯特·菲尔德爵士指出：有限的目标会造成有限的人生，所以在设定目标时，要尽量伸展自
己。
只有高远的目标才能够充分激发出人的潜能，使你拥有高效能的工作和生活。
定律3布利斯定理用较多的时间为一项工作进行事前计划，做这项工作所用的总时间就会减少 代表企
业：IBM成功启示：准备一本工作日记，把你现在想的或做的，以及以后你想要提及的事都记在上面
，这是我们提高做事效率所必须养成的习惯。
美国的几个心理学家曾作过这样一个实验：把学生分成三组，进行不同方式的投篮技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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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学生在20天内每天练习实际投篮，把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成绩记录下来。
第二组学生也记录下第一天的成绩，但在此期间不做任何练习。
第三组学生记录下第一天的成绩，然后每天花20分钟做想象中的投篮；如果投篮不中时，他们便在想
象中作出相应的纠正。
实验结果表明：第二组没有丝毫长进，第一组进球增加了24％，第三组进球增加了26％。
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行动前进行头脑热身，构想要做之事的每个细节，梳理思路，然后把它深深铭
刻在脑海中，当你行动的时候，就会得心应手。
这就是美国行为科学家艾得·布利斯提出的布利斯定理，它告诉我们的，就是计划的重要性。
做事没有计划，行动起来就必然会松松垮垮。
只有事前拟订好了行动的计划，梳理通畅了做事的步骤，做起事来才会应付自如。
好的计划是成功的开始。
缺乏计划，等于计划着失败《如何掌控你的时间与生活》一书的作者拉金说过：“一个人做事缺乏计
划，就等于计划着失败。
有些人每天早上计划好一天的工作，然后照此实行。
他们是有效地利用时间的人。
而那些平时毫无计划，靠遇事现打主意过日子的人，只有‘混乱’二字。
”一个人要提高自己做事的效率，忙于要事，就要养成善于规划的好习惯。
培根也说过：“选择时间就等于节省时间，而不合乎时宜的举动则等于在空气中乱打。
”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工作计划，必然浪费时间，要高效率地工作就更不可能了。
工作的有序性，体现在对时间的支配上，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
很多成功人士都指出：如果能把自己的工作任务清楚地写下来，就能很好地进行自我管理，使得工作
条理化，从而使得个人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只有明确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才能认识自己工作的全貌，从全局着眼观察整个工作，防止每天陷于杂
乱的事务之中。
明确的办事目的将使你明确工作中的不同侧重点，弄清工作的主要目标在哪里，防止不分轻重缓急，
耗费时间又办不好事情。
另外，明确自己责任与权限的范围，还有助于避免自己的工作与上下级和同事的工作出现互相扯皮和
打乱仗现象。
填写工作清单是一种明确工作目标的好方法。
首先，你可以找出一张纸，毫无遗漏地写出你所要做的工作。
凡是自己必须干的工作，且不管它的重要性和顺序怎样，一项也不漏地逐项排列起来，然后按这些工
作的重要程度重新列表。
重新列表时，你要问自己：如果我只能干此表当中的一项工作，首先应该干哪一项呢？
然后再问自己：接着该干什么呢？
用这种方式一直问到最后一项。
这样自然就按照重要性的顺序列出了自己的工作一览表。
其后，列出你要做的每一项工作具体该怎么做，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每项工作上总结出你认为最合
理有效的方法。
在制订工作计划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明确自己的工作是什么，还要明确每年、每季度，每月、每周
、每日的工作及工作进程，并通过有条理的连续工作，来保证执行任务的正常速度。
在这里，为日常工作和下一步进行的项目编出目录，不但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时间节约措施，也是提醒
我们记住某些事情的手段。
可见，制定一个合理的工作日程是多么重要。
工作日程与计划不同，计划是对工作的长期规划，而工作日程表是指怎样处理现在的问题。
比如今天和明天的工作，就是逐日推进的计划。
有许多人抱怨工作多而杂乱，实际是由于他们不善于制定日程表，无法安排好日常工作，有时候反而
抓住没有意义的事情不放，难免会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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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揭示500强企业成功管理的核心准则，培养优秀员工职业素质的经典读本。
　　对于企业而言，不可缺少的是效能，而非效率。
　　——彼得.德鲁克　　我们不一定知道正确的道路是什么，但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奥姆威尔.格林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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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现代企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大约有100余年的历史。
在这个时间跨度内，与企业生存发展相伴相生的，是层出不穷的企业管理理论。
尽管纷繁，管理理论最终却只回答一个问题：效能！
 《世界500强企业员工的50个效能定律》带着“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做最多最好的事情？
”的疑问，立足于世界500强企业员工成功提高效能的案例，结合理论，以50个效能定律，详细地介绍
世界500强企业中部分企业运用效能定律的成功亮点，使所有职场人士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根据自
己的实际工作，从成功的经验中不断总结创新，有所收获。
这是一本揭示500强企业成功管理的核心准则，培养优秀员工职业素质的经典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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