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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来工作》

内容概要

《用系统来工作:更少工作、更多获得的简单机制》讲述在经营了15年死气沉沉的生意之后，萨姆·卡
彭特开发出一套简单实用的方法，将每周工作时间从80小时压缩至仅仅2小时而收入增加20倍。在此书
中，卡彭特讲解了一种深刻原理和一套简洁方法，一步步扭转他的事业和生活，获得了他想要的结果
。
“中部电信”是一家高科技电话应答服务公司，15年来公司艰难前行，反映在我的个人生活的混乱局
面上。后来我获得了一个新的思维模式，压力开始下降。由于我持续在管理中运用了本书叙述的原则
，我的工作时间减少了98％，而利润却增长了20多倍。
现在，我的闲暇时间过得轻松惬意。早晨，我安详地醒来，期待又一个全面平稳进步的日子。一个星
期当中，我花在阅读、写作、旅行、会友、看电影、爬山、骑车上的时间，远远多于工作。我的人生
尽在掌握中，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社会理念恰恰相反，幸福与我们对系统的控制程度直接相关。
本书描述的策略，不仅适合小生意人，也适合那些在企业里担任管理职务的人。书中的论述既适合生
来富贵者，也适合白手起家者，对那些经营家庭生活的人也大有裨益。
当我谈及生意、并使用“管理者”一词时，要明白到，这个标签也适用于个人生活。我们都是各自生
活的管理者，本书叙述的基本原则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系统”一词是语意明显而独特的，它十分精确，没有太多同义词。但是有几个近义词，我喜欢偶尔
一用，因为能给叙述增添趣味。它们是“过程”、“机制”和“机器”等。
这些法则简明易懂，只记住或理解还不够，必须让它们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学习新东西与经历顿悟
有所不同。开窍是很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从不同角度阐释这些概念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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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来工作》

作者简介

萨姆·卡彭特，电信业专家，企业家，有工程、管理、出版、新闻从业经历。萨姆与妻子琳达现居美
国俄勒冈州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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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来工作》

精彩短评

1、外在且稍高的视角是本书的核心 
万事皆系统 重要的利用机械黄金时间来梳理 建立系统和规则 
实际上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领导人思维
这本书很好 启迪性很强 评分这么低真是不可思议
2、车轱辘话来会说说你妈逼，操你妈
3、标题有系统，本以为会书中会将很多系统论和工作的整合方法，但其实没有这部分的内容。个人
感觉这本书更像是给人以启迪的书。另外这本书强调了目标、准则、流程拆分的重要性，如果之前不
注意的人看看或许会有新的收获。--PS：这本书在国外都第三版了.为啥这么火？

4、还是挺不错的，零碎的时间阅读的，使我对工作有了另一种看法。接手工作，工作几天整理数据
，统计问题，形成方法系统，便能更快更好的完成工作。后期只需修改完善。
5、老外为了出书还真是啰嗦啊。。
6、全面有限地利用自己的精力去工作
7、整体思维，流程化，清单化，维护和调整。
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扩大自己的影响圈。
平静、勇气、智慧。
8、比不上 系统思考 这样的理论性书籍，算是某种启发吧，作者确实废话多⋯

好的是确实让我反思到了现在公司中部分混乱的原因，都是缺乏系统的规则导致的。想起我和我搭档
经常说的：不能指望人不犯错，只能依靠系统来规避
9、干货不多，翻译不好
10、作者提出一种把一切事务分离成一个个小系统，然后给系统设定流程，不断优化已达到最高的效
率。这种方法很多时候我们潜意思里已经在用了，只不过不知道，所以1.没有办法优化；2.没有办法让
没有系统化的事情给它系统化。这属于“听过很多大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中的另一个大道理。
11、025期�2015/5/10�荞米~熊�《用系统来工作》�http://www.ximalaya.com/12605301/sound/7173287

12、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不知道为什么评价这么低，哈哈
13、分而治之，工作中，不管多複雜的內容，寫下來，分而治之，看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一步一步，慢慢變得有調理，而不是一直處於救火狀態。
14、有启发，但具体方法说的太玄了点，思维可以学习，具体路径还要自己摸索。
15、还不错的一本书
16、湿货太多。
17、开篇，作者一直宣称地他从一个loser变成成功大师靠的是猛然开窍后对时间的合理安排，看了书
之后才明白，他靠的其实是吹牛逼和忽悠人。
18、讲述作者如何从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实用性强。已经向多人推荐 。
19、感觉还挺有用的。很多观点很有启发，让我反思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20、用系统来工作
21、没啥意思，还不如老老实实践行基本的GTD思想

22、关键是思维方式的建立。
23、感触好多！
24、用系统管理的思维来管理人生，生活中都是由无数个相关的子系统构成，在确保子系统运行良好
，主系统也就能更好运行。将生活中很多方面程序化合理化，有助于管理好人生。制定战略目标，经
营总则，工作程序，按程序高效办事。
25、04/170215 检读《用系统来工作》——更少工作更多获得的简单机制@萨姆*卡彭特 
作者主要叙述了自己从工作生活中如何不如意，通过各种系统，子系统，改进维护，做到更如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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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来工作》

讲述了一些用系统工作的方法经验，自己的案例，从战略，目标，系统，子系统，执行，检视，改进
，维护，错误的或复杂的事情发生更少,事情变得更简单,获得更多，有效率。 
初步假设预判，看书名，以为是关于工作上构建系统，高效工作的方法。实则。这里的“工作”定义
不止是职业工作，包括生活各个领域或环节的运转工作，如精力，身体，情绪，吃饭，打水等等。 
本书也归类为个人成长类书籍，实际本书上架为经济管理类。
26、一般
27、我觉得写的理念很好，解决了我的一些问题
28、概念还行，穿插了一个逆袭的故事
29、本书通篇太罗嗦，不适合现代阅读的习惯，干货不多，没有讲出什么大道理，就是一个系统管理
的思维，类似于iso9000，体系的建立，或者说运用了WBS任务分解的道理来系统性的思考问题，同时
又兼顾细节的各个部分，细化后解决问题保证系统顺畅的运行。或者是类似于pmbok项目管理的内容
。
30、整本书从概念上来说还不错，但是和很多老美写给高中文化水平人的书一样，喜欢车轱辘话正过
来倒过去说。系统性地思考，设计，解决问题，我大概是最近两三年开始自己有明显的意识，基本上
和这本书的观点也是比较契合的，不过没那么狂热相信就是了，保持一点chaos在我们这个行业和时代
还是很有必要的。
31、这本书的逻辑不是很好，但观点很棒。
32、干货太少
33、基本上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作者一直在强调通过系统来工作，其实和高德拉特提倡的TOC制约法
是差不多的。就是从整体上设置目标，然后指定工作大纲，之后对于工作进行逐步的分解，然后开展
工作的优化。

34、如何在满篇的废话中摘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这是一个问题。说起来这本书的精华就在书名上了
。
35、一般吧。不过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作为一个管理者，不应该一直忙着救火。而应该将大系统分
割成不同的小系统，让小系统按照设定的流程运转。但是现在很多时候需要跨部门的沟通，似乎没有
提到如何打通部门墙。整体来说，这本书对于小企业来说很实用也很适用，但是大型公司特别是业务
线繁多时，可能不太适用了。
36、好书，值得一看。对于前面的那些说这本书废话多的评论，我只能说“当你纠结于一本书的缺陷
时，你也就不会再去关注这本书的价值”
37、核心观点：认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运转的系统，不要无视它，要积极的去一步步改造它。你是
要天天打地鼠，还是把地鼠抓出来？
38、很有收获的一本书，我不知道他写的生活算不算啰嗦，但我两天就借阅看完了。作者用他实际几
十年经验得到的实际操作方法和思维突破，理论只有真正进入生活才有效，我觉得他的人生很精彩，
他的方法很实用，这种操作性强目标长远的技能是值得学习的
39、挺实用的概念，只是稍微有点儿啰嗦。
40、确实，人做生意最高的境界就是可以在创立并维护良好之后抽身出来，让系统自动化运行，让系
统去生钱
41、就那样吧。说白了，就是BPM。。。。
42、非常重要的的命题,  可惜作者没有给出充足的论据与通用的方法,   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人生经历
43、本书废话颇多
核心思想：
1》 大部分人都有即时满足感，所以才会沉迷于朋友圈，游戏和娱乐相关内容，即时满足让人没有精
力去思考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
2》就像打鼹鼠游戏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于将打鼹鼠的技术练的更加熟练，而在于找到一种将
鼹鼠全部清除的方法
3》与其遗址当一名救火队员，不如明确目标，分解组织结构，暴露&解决问题，定期维护，培训“替
代者”
4》不必到岗工作就能赚钱的胜过当医生，老师，或其他以个人能力为核心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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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来工作》

44、管理的原则就是要有：目标，原则和流程。如果疲于救火，往往是流程的错误
45、建议不要在这本书上浪费时间。。。太啰嗦了。。。
46、有了“系统化”这个概念，做事情会更有条理，更有目标性，全篇都在说这一个道理。
47、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建立规则的系统来完成常规一场不变的事项。
48、系统性的解决问题。把系统优化好了，其他小细节不太会差。更新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比一
味地埋头工作更重要。跑圈还是攀登，救火还是建立系统。战略目标，经营总则，工作程序。“工序
流程化”
49、和我之前总结的内容很相近 但我并没有用这个方法 做出什么具体的事情来 算是失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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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来工作》

精彩书评

1、一打开这本书就看到这句话：“我现在每周的工作时间是2小时而不是100小时，而我的月收入远远
超过之前的年收入。我恢复了健康，又登山、骑车、滑雪了。”作为一个好吃懒做但是又有着一个想
要赚大钱梦想的纯屌丝，总能被这种有钱有时间美好景象所吸引。所以我决定潜心研究此书。作者炫
耀完自己“有钱任性”的生活之后紧接着开始从“那些年的苦日子”开始讲起，从无所顾忌的叛逆少
年到向世界妥协的创业中年，最开始的创业总是失败的，公司濒临破产，自己尝尽世间冷暖。我作为
一个已经向社会妥协的苦逼上班族，已经知道了毛爷爷的魅力，只想知道作者是怎样赚大钱的，于是
我开始跳跳跳。终于跳到作者开始顿悟与觉醒。恭喜你看到这里，我来总结一下作者觉悟的内容，干
货。首开确定目标，然后分解目标为完成步骤。最后坚持完成目标，保养好革命的本钱——身体。完
结。妈蛋啊！这些事情我从小学就开始知道！小学开始写年终目标，“今年要获得年级第七，加油！
”一学期过完，写年终目标的纸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到现在都懒得去说新的一年xxxxx，知道自己新的
一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而且作者觉醒的是关于对自己公司的管理而非如何开始创业。公司的每一个
位置都需要有“替代者”。对于目标的执行情况要定期维护。公司的每一项事物都需要都详细的“操
作说明书”，这样新人一来就可以上手。这种公司如同系统一样运转，自己只需要花少量时间维护。
以上基本为我所看到的全部内容。想来这些对于我这个月光苦逼上班族更是一无用处。可是等我将本
书的内容整理到这里又觉得他说的话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养成这种习惯的最大挑战，是克服懒惰
和拖延的旧习。”“你尚未养成新的好习惯，你很容易向旧的坏习惯投降。”“问问自己是否在做有
助于更少工作、创造更多结果的事情。”关于生活的真理大多也都是这些了，大多数人只是听听，然
后就没有然后了。只有少部分人听都不听就立刻去做了，重点是你做了吗？至少我从来没有做。而且
本书作者作为一个公司的管理者，简直是对自己公司最好的宣传！先画一张美好的大饼读者垂涎三尺
，再卖惨，让读者感同身受，最后夸自己公司如同一个良好的系统一样的运转。多好的公司营销啊。
虽然全本书都在说一个谁都知道的真理，起码我记得他管理着一个好公司。而且作者还赚了一本书的
钱，果然是商人啊。　　赚钱的手法大多相似，我们这些懒人不能安静的看别人勤劳致富，就跑起来
。膘太多，跑不动，也不能怨恨瘦子。
2、这本书比较啰嗦，通篇就一个主题，将你做的事情系统化，流程化，最好用Excel定下来第一步做
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本书的思想不错，但很啰嗦，不建议阅读
3、Step1.精彩摘录黄金时间是脑力运转最高效、生产力最强的时间。黄金时间有两种：一种关乎生理
节律，是你每天精力最充沛的时间段，不妨称之为生理黄金时间；另一种关乎你对时间的利用，称为
机械黄金时间。生理黄金时间是自动出现的，而机械黄金时间不同，只有我们创造它才存在。很多人
从未体验过机械黄金时间，因为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就算知道，也会因为忙于应急而无暇顾及，大
多数人只是偶尔不自觉地利用它。Step2.我的思考这一篇章反复看了几遍。第一次看是在午休前，可能
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能激起的思考回响不强；在午休后再次阅读，意犹未尽。首先是在“生理黄金时
间”这方面。这一点实际上也是精力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每天生理黄金时间也就是精力最佳之时干掉
难度较大的一项任务，在非黄金时间可以适当安排一些休闲的行动，作为奖励黄金时间的充分运用。
在按照文章所言，每个人的生理黄金时间不尽相同，就个人体验而言，我的生理黄金生理时间偏向于
早晨和午休之后，晚上9点后经常会发困，自控力明显下降。虽然之前也能感觉得到，但是意识不强
，对其利用的程度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其次是在“机械黄金时间”这方面。乍一看以为是《时
间投资法》中所提到的用于让自我增值的“投资”时间。但细想，发现二者是有区别的。机械黄金时
间不仅仅指让自我增值的时间，更侧重于努力打造一个未来的系统——让自己更少工作、更多获得的
系统。按我个人的理解，这种系统可以有几种呈现形式，一是初级阶段，获得更多时间，把手上的工
作总结整理成一个别人能看懂、能操作的流程，方便把工作交给下属，腾出自己的时间想更高层次的
问题；二是中级阶段，获得更多被动收入，这方面有很多种形式，而不局限于金融类，还可以是出租
房与车、网售闲置物品等等；三是高级阶段，不仅获得更多时间，而且获得更多被动收入，自己当老
板，打造一家自动化运作和管理的公司，自己可以抽身离开。Step3.我的行动1.不断觉察自己在一天当
中的生理黄金时间加以运用2.明确机械黄金时间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3.罗列可以创造机械黄金时间的
方式4.以创造机械黄金时间的视野去看待将要采取的行动，进行权衡
4、作为公司管理层你是否被一大堆琐事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职员你是否对繁重的工作压得透不过气
来？作为学生面对如何提搞自己学业的无所适从？面对日益增长的体重和糟糕的健康情况是否措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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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大家都想有效的控制自己的人生，能够高效的工作，舒适的生活。但是在缺乏自我管理时一切都
失控了。没日没夜的加班，缺乏学习、娱乐、放松、交际的时间，每况日下的健康。年复一年磨灭着
我们的激情。如何改变这一切？通过有效的自我管理，用系统的方式思考并有效的管理，不管是工作
、学习、生活都会大大的改观，获得你想要的结果。用系统方式工作的思想是萨姆·卡彭特在《用系
统来工作》的书中提到的。大家可以想想华为、富士康等公司为什么效率高？因为有一套系统化的流
程让各个环节高效的运作。所以咱们也可以参考，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来，让我们更高
效。所有工作都可以用系统的视角的思考。如管理公司、上班的日常工作、学一门技能、健身等等。
首先我们要明确目标，比如管理公司我要达到什么经营目标，学习我要学到什么东西达到什么程度，
减肥健身要达到什么效果，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目标，最好是能够写下来，放在显眼的地方，时时关
注。其次我们要制定准则，即达到实现目标的大的方针，比如减肥健身，准则可以定义为控制饮食、
加强锻炼等。最后我们要明确做事的流程，如何明确流程？可以按照以下几点整理。1、分解每个工
作的任务项。将一个工作分解成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具体任务项。如开会可以分解为确定会议室、准备
会议材料、通知会议参与人、做会议纪要、跟踪会议结论执行情况等等。如减肥健身可以分解为：合
理饮食、准备活动、有氧运动、肌肉强化运动、睡眠休息等等。2、将每个工作任务项按依赖顺序整
理形成固化的流程有些工作项是有依赖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按照依赖关系顺序整理成流程。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这样做事才会更有条理，减少等待的时间更高效。3、给每个工作任务项提供说明指导
就是将每个细化的工作项做到最好。在华为，所有的岗位，每项工作都有具体的作业指导书。在作业
指导书中详细定义了这个环节需要做什么，具体怎么做，完成后如何检查反馈。这个作业指导书是不
断总结完善的。所以不管是老手，还是新来的菜鸟，都可以很好并高效的完成。4、在实践的工作中
不断完善流程一开始可能流程并不完善，我们可以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不断的优化调整，去掉一些不
必要的环节，优化一些效率低下的环节，一切优化都是遵循我们开始定义的目标。通过系统方式思考
做事情可以用到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总的来说，就是明确目标、制定准则、定义流程，不
断完善流程。将事情高效的做好。作为领导者，有了流程后，你还可以将这个流程交给任何一个人都
可以做好。将自己释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平衡工作、学习、生活。这就是系统的力量。
5、想传达的想法很赞成，但是全书太过啰嗦，颠来倒去反复咀嚼一个意思，以致阅读体验很差。用
系统化的方法管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确实不失为一个很棒的方法，和最近的想法也不谋而合。将看
似复杂没有头绪的事拆分成一个个独立模块，并将模块的总体视作一个系统，进行科学的管理，收获
将颇多：1)更有全局观。对所做的事有一种了然于心的把控感 2)减少犯错可能。使自己免于四处救火
的状态，同时对外提升自己的可信赖度3)获得更多的时间。能够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从而赢得
额外的时间来投资自己
6、《用系统来工作》（美）萨姆卡彭特R很少有人认为自己的问题是个人系统失败的结果。大多数人
把烦恼视为孤立事件，责怪命运、星座、竞争对手、家庭成员、天气、全球变暖、电视节目太多、钱
太少、教育机构败坏的世道。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还没有意识到系统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没有
想过有意识地去调整他们，以便防患于未然。对大多数人说，过日子就会像打冒头鼹鼠的游戏一样，
却没有想到钻到地洞里把它们全部消灭。I所谓“系统”，是指一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或相互依存的
成分构成的整体。我们生活与工作等方方面面，都可以以系统的眼光去看待。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
，是各种系统的集合体。要让方方面面都井然有序，势必需要各种系统的正常稳定的运行。如果没有
，就像打冒头鼹鼠一样，也像到处救火一样，以一种应急的态度去对待生活和工作，就容易疲于奔命
，被生活和工作追着走，以至于无暇去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如何才能知道我的系统是否是正常稳
定的运行呢？当然就需要记录。好比工厂里的机器会有动作的基本文件等内容一样，我们要为自己的
人生这个大系统准备一本运作这台系统的说明书；传送带里送来什么东西要如何处理，好比什么情况
出现时要做什么事情；而机器的《每日巡检记录》，我觉得就像是每日回顾一般，当在巡检机器时发
现了小故障，就好比我们在反省自己哪里没做好，才有可能把系统完善得更加完美。当我们以系统的
思维去比喻人生，就会发现特别有意思，远不是一些朋友所认识的单调、呆板。最重要的一点时，当
我们树立系统思维时，就会知道，所有复杂系统肯定难免时而出现故障，需要我们积极地排查，那就
认真地配合排查的工作，而不是听之任之，坐视不理，甚至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很多人并不是没
有发现问题，而是假装没有发现问题，然后一直让那个问题存在，多多少少让我们的“系统”受阻，
它可能只是一颗不小心夹在传送带里的小铁钉，只要我们轻轻把它拿走，系统就恢复正常了。A在每
日回顾、每周回顾时，发现存在没有及时完成的任务、近期出现的坏习惯，不要懊恼，不要责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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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衡量自己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比如时间资源够不够呀），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及时把干扰目
标系统、行动系统、知识系统等正常运转的小故障排查出来，为下一个时间段的系统运转汲取经验。
另外，计划在年底之前绘制一份属于自己的个人管理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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