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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些似曾相识的问题是否曾浮现在你眼前：
公司以“高薪挖角”的救急方式应对资深员工的突然辞职，为何引发了员工的离职潮？
雇用多少内勤人员才能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和成本的最佳控制？
如何能既削减成本，又不降低质量和创造力？
在面临约束的情况下，如何促进业务平滑而持续地增长？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反应使问题变得更复杂，用系统思考的方式看清事件背后的关联模式
和发展趋势，方能达到“四两拨千斤”而又“标本兼治”的效果。
本书是对《第五项修炼》中提及的“系统思考”的详尽指南，通过对本书的研读，你将得到更好、更
稳健、更睿智的决策能力！
这本书能帮助你：
处理真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
构建高效团队。
预测当前行动将带来的结果。
做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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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种方法论。
2、iThink操作指南。最后一部分更像是哲学。系统循环图没有问题，很对我胃口。但是不同于东方人
由整体至不可知论，该书又一次执拗的进入了定量的领域，但是系统定量是我难以接受的。可是又不
得不接受。
3、系统思考工作坊实际上并没有讲太多系统思考的内容，把发的书读了一遍。感觉这本书有点学术
化，系统思考需要从整体考虑问题没有错，提供的工具和方法也不难掌握，但难的是如何识别出影响
问题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联系，是很需要经验积累的，否则很容易陷入为了找回路而找回路的怪圈
。
4、一般没看完
5、比较烧脑，也许是因为没有深究，总觉得有些东西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去阐述和理解
6、内容不错，有收获，就是看到一半看不下去了，有点学术化。以后再读了。
7、此书一般，思维导图的一个变种，用于so链接各个关键词。但所谓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强弱的标示
和区分，感觉作为一种工具，还是可以使用的。但将其称为系统性思考，有点夸大其词了。没错，从
整体去考虑问题，会更全面。然而，什么是整体？边界在哪里？还遗漏了什么？这些如何判断呢？
8、感觉最重要的一点是给我们带来了"系统循环图" 这个形式. 
9、学习组织必读
10、整理好输入和输出，衡量关键点 才能更好的思考

11、一是觉得用的不顺手，二是觉得用处不大，有其他代替思维方式。其实最主要的没讲，就是如何
看到系统。
12、对这本书的期望比较高，但是实际上理论并不严密，只靠SO的图示不能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思想啊
13、还有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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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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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