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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伍》

前言

先来了解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    在耶鲁大学2000年的毕业典礼上，甲骨文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
劳伦斯·埃里森发表了一场被称为“21世纪最狂妄”的演讲，其间，他实话实说：“我，埃里森，一
个中途退学者，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无耻地散布异端！我来告诉你们原因，因为，
我埃里森，这个世界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星球上最富有
的人，就目前来说，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星球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学了，而你
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星球上第九富有的人，他的排位还在不断上升，也是个退学
生，而你不是。”    第二个事实。    这里有两份名单：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
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
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对前一份名单，很多人一无所知。而对第二份名单，大部
分人却耳熟能详，因为他们的知名度更高，成就和影响更大。事实上，第一份名单中的人全都是清朝
的状元，第二份里则全都是当时科举考试中的落第秀才。    之所以谈这两个事实，笔者感兴趣的并不
是那些受过专业教育更少，或者说在学校或考试中表现一般、败北者，为何会成为顶尖的人才，而是
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普通的成功，需要遵循普通逻辑，非凡的成功，遵循特殊逻辑。    这里所言的
普通逻辑，是指专业、技能、知识、学历，可用技术来概括；特殊逻辑，则是指一个人的情商、天赋
、品格和机遇，这些要素可用艺术来形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管理领域，同样如此，那些顶级
的成功者往往都是遵循特殊逻辑的产物，而普通的成功者则首先要遵循普通的逻辑。换句话说，顶级
管理者的成功，更多是一门艺术，而不只是技术。基层管理者的成功，更多是技术的成分在内，又有
一小部分艺术的因素。    管理的技术性（即科学性）在于他作为一个活动过程，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和
一整套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都是可以复制和学习的；管理的艺术性则在于，管理的主体是不
同的人，管理的对象也是不同的人，管理者面对的环境是复杂多面的，管理者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不可
预知的，正因为如此，管理就是一个需要管理者本人不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过程，将这
个过程做好，就是一门艺术了。    因此可以说，管理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术，它是技术与艺术
的有机结合体。    对于刚晋级的基层管理者，首先要具备娴熟的管理技术，掌握各种管理技巧和技能
，让自己成为一个“技术家”，然后再逐渐往“艺术家”的方向努力。    新经理的角色和以前的业务
角色完全不同，必须完成从只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到带领好一支队伍的转变。    带好队伍，有三个
层面的内涵：    第一层：带好自己，做好自我管理，修炼领导力。    第二层：带好下属，做好带头人
，依靠团队，激励团队，充分沟通，使众人行，追求团队成功。    第三层：“带”好上级、同级，对
他们进行“弱势”管理，积极沟通，完美配合，激励他们，影响他们，管理他们，为自己创造一个良
好的工作大环境。    本书正是从以上三个层面来展开，分为管理自己、管理下属、管理上级、依靠团
队、善沟通、会激励、修炼领导力七堂课，分享一些基本的管理原则、规律、方法、技能，以满足广
大新晋经理人在“技术”上的需求，旨在“领新经理人入门，为老经理人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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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伍》

内容概要

新晋经理人面对的最迫切任务，是完成管理角色上的转变，即要学会如何带好一支队伍。为了促进新
经理实现这种转变，《带队伍:新经理进阶的七堂必修课》从管理自己、管理下属、管理上级、依靠团
队、善沟通、会激励、修炼领导力七个方面展开，详细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管理原则、规律、方法、技
能，它们能够有效地帮助新经理尽快适应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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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伍》

作者简介

谭小芳，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任交广企业集团董事长、中华领导艺术研究院
院长与某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财富》、《哈佛商业评论》、《销售与市场》、和讯商学院、新浪财
经等多家专业媒体特约专栏作家，发表文章已达数百万字。中央电视台《对话》、《商界名家》栏目
长期特约嘉宾，被业界誉为“中国的约翰·麦斯威尔”。她的管理与领导力演说影响广泛，多次接受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香港明报》、《香港大公报》、《中国经营报》、新华网、搜狐网、
新浪网等各大媒体采访。著有《影响力的博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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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伍》

书籍目录

第一课 管理自己：卓越管理者的起点 ·审视曾经的管理效果 ·透视卓越管理者背后的潜质 ·权力是
鸡毛，威信是令箭 ·管理者的形象设计 ·新经理的自我管理 ·虚心学习，保持专业优势 ·谨防后院
失火 第二课 管理下属：带出一支胜任的队伍 ·带队伍，做教练 ·“旧”同事与“新”下属 ·会用人
，将各种人才拿来为我所用 ·能容人，做一个气量型管理者 ·看人之长，用人之长 ·学会授权，事
必躬亲要不得 ·控制，驾驭下属的艺术 ·过了问题下属这一关，你就成功了 第三课 管理上级：“弱
势管理”的艺术 ·管好上级，才能充分利用上级资源 ·从细节做起，赢得上级好感 ·为上级分忧解
愁 ·把握尺度，千万不要越位 ·融合同级的心，赢得平行支持 ·多一些理解支持，少一些拆台冒犯 
第四课 依靠团队：做好带头人，使众人行 ·依靠团队，借助团队力量 ·做一个称职的团队带头人 ·
团队成功的王道：一支优势互补的队伍 ·打造高效执行团队 ·团队决策，群策群力 ·积极化解团队
冲突 ·平衡术修炼：团队协调与控制艺术 第五课 善沟通：管理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 ·管理应是
沟通大师 ·向上沟通：如何说上级才会听 ·下行沟通：感化员工的心 ·平行沟通：换位思考是关键 
·避免沟而不通 ·会议，你会开吗 第六课 会激励：管理者的战略武器 ·激励，会让员工更优秀 ·激
励，你可以不花钱 ·情感激励：给员工的最好礼物 ·批评，也是一种激励 ·危机激励，学会给员工
压担子 ·左手温暖右手，学会自我激励 ·别让奖励成为“不甜的蜜” 第七课 修炼领导力：成就一个
卓越的管理者 ·基层管理者也需要领导力 ·绩效，衡量领导力的最终标准 ·修炼自己的非权力领导
力 ·提升心理强度，打造强势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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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伍》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流管理者：有着深厚的领导意识和使命感，他们为创造更好的业绩，勇于承担责任，想
方设法去解决问题。这种管理者，知道自己存在的理由就是为组织创造价值，所以他们能为更好的业
绩而努力，这是使命感的力量。同时，他们也具有系统性的格局，在他们的眼里，既有人，又有事，
他们能够将生存（人事匹配和完成基本任务）与发展（人才培养和业绩提高）很好地结合起来：在他
们的眼里，既有例行事务，又有例外事务，他总是能将主要精力与时间放在处理例外事务上，也就是
积极地解决问题，能够将领导力完美释放。 什么是一流的管理者？就是那些具备领导意识、能完美地
释放出自己领导力的管理者。2.承担起自己的领导责任笔者曾亲眼看到过一个朋友这样怒斥员工：“
你们怎么搞的？工作是怎么干的？不知道客户的具体需求，又不按照公司流程来进行实施，一天到晚
就像催命鬼似的，让公司上上下下为你们而忙碌着。你们对工作太不负责了！” 且不说，这位朋友面
对员工的正常要求一直借口忙而推脱，员工向他咨询标准化执行文件他也一直敷衍了事，出了问题就
将责任全部推到员工身上，这样做非常不应该。 管理者，就是一个部门、一个团队的负责人，就是责
任者，其本身就应该承担责任。如果在自己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只懂得去埋怨下面的员工，那么，
这样的管理者当然是不称职的。 作为对应，在另一家企业授课时，笔者听到有位营销经理对员工说过
这么一番话：“你们都是我的下属，你们每个人做好了成绩，你们的成绩全部都是我的成绩。同样的
，你们每个人做错了事情，你们所有的错误也要我来承担。所以说，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 这才是
管理者应该表现出的形象与气度。不管管理者的权限范围有多大，都应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承担
起相应的、最大的管理责任！ 外部出了问题，要从内部找起； 员工出了问题，要从领导找起； 工作
出了问题，要从自身找起； 经营出了问题，要从管理找起； 今天出了问题，要从过去找起。 这才是
管理者应该具备的一种理性思维方式。当工作中的矛盾凸显、问题出现、前进受阻时，要勇于正视过
去，勇于剖析自己，勇于承担责任。 1973年，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将自己几十年的知识、经验
与思考浓缩到一本书中。在这本名为《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的书中有多达36处谈到“责任”。
可见，承担责任是管理的重要职责之一。3.具备“欣赏力”管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别人来达成目
的。取决管理者成败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其是否善于调动、借助下属的力量来完成部门和团队的任务。
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要想让下属成为自己的“知己”，前提一定是先学会欣
赏别人。 卡耐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最重要的特质，不是执行的能力，不是伟大的心智，不是
仁慈，不是勇气，也不是幽默感，虽然这些都极为重要。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交朋友的能力，说
到其本质，其实也就是欣赏别人优点的能力。” 领导者，欣赏别人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在管理大师
德鲁克看来，最不能做管理者的人是“只注意别人的弱点而不是长处的人，这是狭隘的表现”。个中
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如果一个管理者眼中揉不得沙子，满眼望去，尽是下属的缺点与不足，那么不
仅作为其下属的员工会感觉很痛苦，他们本人也难以寻觅到自己事业的左膀右臂，不会有真正的帮手
替自己分担。 “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不过是放错了位置”，拿破仑的这种欣赏力，造就了他那支
所向披靡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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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伍》

编辑推荐

《带队伍:新经理进阶的七堂必修课》编辑推荐：管理的技术性（即科学性）在于他作为一个活动过程
，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和一整套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都是可以复制和学习的；管理的艺术性则
在于，管理的主体是不同的人，管理的对象也是不同的人，管理者面对的环境是复杂多面的，管理者
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不可预知的，正因为如此，管理就是一个需要管理者本人不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的过程，将这个过程做好，就是一门艺术了。因此可以说，管理既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艺
术，它是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体。《带队伍:新经理进阶的七堂必修课》旨在“领新经理人入门，为
老经理人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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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伍》

精彩短评

1、道理很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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