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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就是竞争力
——《执行力24原则》分享与体会

@潘剑平：2013 年，雅昌即将完成她创建后二十年的历程，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

刻，不管是伴随她一路走来的元老、勋宿，还是刚刚加盟的专才、新秀，我们面对未来，肩负着

让艺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实现世界卓越艺术服务机构宏伟愿景的使命，我们都面临着如何胜任

本职工作，如何为实现这个目标充分体现价值，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与雅昌一起成长的课题。过去

的二十年，雅昌人是凭着激情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是靠着吃苦耐劳和坚持不懈，一步步实现了如

今的辉煌。展望新的二十年，雅昌人除了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要实现更加崇高的目标，

完成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靠什么？答案恐怕不只一个，我们每个人应该认真思考。在研读了《执

行力 24 原则》这本小册子后，我将与大家分享美国前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 . 鲍威尔

的工作原则，希望通过学习、反省和修炼，不断提升我们每个人的执行力，为雅昌新的二十年做

好准备！

@张绍华：提高执行力，首先要提高员工特别是基层员工的满意度，有了幸福感，不愁执行力！

@赵永昌：提高执行力，我认为做到以下几点即可：任务分工明确、落实到个人且不随便变化；

审批流程科学简洁；授权充分；执行结果可衡量；赏罚分明且赏罚及时；公正公平。

@彭腾宇： 提高执行力，个人觉得要做到以下 4 点：领导者目标明确，前后思路清晰；办事

流程科学简化，精简多余的流程分支，信息传递节点明确，权责区域划分清晰，且执行者熟知个

人责任与任务；奖罚分明，出现问题必须追究问责，深入分析是流程体制问题，还是执行者的责任，

奖励办事高效的团队，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执行者安排得当。

@杨杨：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今日事，今日毕”。

@杜俊超：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也相当重要，如果不相互推诿，有承担之心，那么很多工作就

会事半功倍。

@鲍威尔：鼓励观点碰撞

在当今世界，点子很关键。点子既可以建立、也可以摧毁一个帝国。要想获得成功，领导者

必须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去了解下属的好点子。领导者便应经常不断地寻求好点子。鼓励“百家争鸣”

的制度，超越传统的“建议箱”的局限，鼓励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以及观点碰撞，别让等级成

为交流的障碍，既要关注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又要邀请“局外人”参与讨论；利用技术促进交流：

利用高新技术的力量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参与交流。投入必要的资源，创造这样一种心理环境：

将信息通过网络的自由流动视为一种资源，而非威胁。

《雅昌》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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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剑平：参与感是提升执行力的前提 , 在决

定做一件事之前，如果我被征求了意见和建议，且

在决策中有我的贡献，那么我就会认为我也是决策

者，那么分配给我的工作我理应尽全力去做好。而

且因为我知道做这件事的目的，所以我会以是否达

到当初的目的而评估我的工作质量，而不是斤斤计

较我为此付出了多少时间。

@李宁：鼓励观点碰撞，这一原则非常值得学习，

内容凸显职级之间交流的重要性，其作用会将期待

收获放大。

@ 鲍威尔：建立信任

信任是施加影响和保持威信的关键。决不低估

“信任因素”；鼓励沟通，领导者有责任与其下属

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并给予他们从容地说出心里话

而不会遭受任何打击报复的机会，将有助于在整个

单位内建立信任；做一位服务型领导者，尽量帮助

下属解决其当下面临的问题，向他们提供完成任务

所需的一切工具，然后放手让他们去干。

　　 

@潘剑平：信任是一条非常根本的原则，他提

炼出的才能、性格、勇气、忠诚和信心，耐人寻味！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忠诚、二是才

能，好比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因为每个人的

能力都是培养出来的，所以当能力不足的时候，勇

气和信心就非常重要了。至于性格，应该没有好坏

之分，但作为领导人，应该有了解属下的性格的能

力，做到知人善任。

@易卫胜：要有执行力 , 需要做到 : 领导要有

海纳百川的脑怀；彼此信任；要行动与思考并重。

@ 鲍威尔：言行一致

善解人意，不存私心。设身处地为下属着

想，体会他们面临的困难和做出的牺牲……时

刻准备着分担她们的困难。

好奇心是领导才能的关键因素。最优秀的

领导者能够激发起下属的好奇心。他们都是有

趣的人，能激励下属投身于工作。令人厌烦的

人会扼杀好奇心，并使潜在的追随者敬而远之。

靠影响力，而非权威。人们总是更倾向于

听从一位把“像我这样去干”，而不是“照我

说的去干”当做口头禅的领导者。个人影响力

完全能够收到和领导权威一样的效果——如果

不是更多的话……而且与后者相比，没有什么

副作用。

　　 

@潘剑平：做一个好的领导不容易，这条

原则讲的是正直，并对正直赋予了完整的定义，

老实讲，按照本原则去修炼自己，让自己符合

政治的要求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但如果一

个人真正的抱有理想和远大的目标，那这种修

炼就是必须的，而且就不觉得遥不可及了。

@杜洋：知行合一，反复实践研究。所以

我们应在日常工作行动中提升，在进程提升中

总结分享进步。从一点一滴的人和事中去落地，

再从一点一滴的人和事中去积累，从而全面提

高我们具体执行部门人员和部门组织之间的执

行力。

@ 鲍威尔：注意细节

细节本身并不能带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行

动方案，但关注细节可以增加做出正确分析和

获取创造性观点的可能性。因此要掌握细节并

据此实施行动，且不要与小事脱节，如果你要

在大事上表现出众，就要在小事上养成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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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最终，很可能正是对小事的关注才帮助

你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胜利。同时，也要避免

“分析麻痹症”，关注细微的环节并不意味着

只进行微观管理，逃避决策的责任或延误时机。

@潘剑平： 注重细节不是只进行微观管理 ,

但诸事缠身往往会让人顾此失彼 , 试着养成注

意细节的习惯 , 用完整的时间思考全局和宏观 ,

用零碎的时间关注细 . 把掌握细节变成下意识

的本能 .

　　 

　　

@ 鲍威尔：打破常规

透过表象看本质，决不要停止对习惯和传

统智慧的质疑和挑战，总是寻求可供选择的更

好办法。成为单位里首要的变革发起者。与自

满做斗争，抱着适当剂量的怀疑心态来进行领

导。发掘、发掘、再发掘，不断地，积极主动

地探索表面以下的真相是领导者的责任。

　　 

@潘剑平：对于打破常规，我们也许不以

为然，认为这对提升执行力没什么好处。然而

认真思考，我们会发现，打破常规实际上是始

终坚守本质和目的，不被表象所迷惑的具体行

动，内心的丝毫迁就和退缩，积累起来就会使

得原来的目标和抱负停留在幻想中，所以必须

打破这个让大家感到“舒适”，但让整个组织

沉迷和堕落的这个常规。

@王军辉：“想到”和“得到”的中间最

重要是要“做到”

@ 鲍威尔：让变革带动增长

领导者常常需要更新计划，将工作以更积

极和有效的方式融入正在发生的变革中。鼓励

周围的人学习新技能，争取承担新责任，从而

不断在工作中有所创新的能力；用新使命取代

旧使命，忘却过去——让眼光超越昨日和今日，

即使是在最好的日子里，也要搜寻远方竞争可

能来临的迹象。适应新形势，以创新性的行动

做出回应。

　　 

@潘剑平：我们不是正面临变革吗 ? 我们

要一改过去自然增长的方式 , 要在确定的目标

指引下，在明确的规划规范下，用全新的思维

去工作。对于雅昌来讲，不变革，可能还会继

续生存，但决不可能实现我们确定的雄心勃勃

的目标。新的使命已经有了，我们的眼光应该

超越过去和今天，要有新的思想，新的行动！

人在雅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