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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需要管理平台，但现实是总有许多标准在执行时被

冻结，总是有许多标准执行时被人为扭曲，导致很多员工在

优秀员工和后进员工在标准面前无法准确定性。标准化管理

问题和思维成了许多职场打工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更是希望

基业常青的老板们必须正视的观念问题。 在中国化的思维误

区中，一个下属员工无论是基层员工还是高管，如果标准和

视觉稍微调整，他既可以是功勋，又可以是混子，也好象在

法律面前，说你是罪大恶极判刑也可以，说你是光明磊落需

要表彰的英雄也行，难道不是很恐怖的事情吗？ 横看成岭侧

成峰：由标准引发的思考 情景1： 因为笔者在几个城市同时

开展稳定的业务，为了减少费用，贷款在几个城市都买了房

产。不同城市和不同开发商所指定的银行也不同，所以笔者

和交通、建设、浦东银行都有业务往来，说白了就是每月去

还贷款。因为我是学经济的，知道资金的时间价值，所以我

不会提前给他们还钱的，不然我就不贷款了。所以银行不同

，规矩也不同。有的银行规定每月14日之前还款，有是20日

之前。但我咨询的很清楚，那就是他们很明确的告诉我说：

只要你在规定日期内把钱存入指定卡账户即可，提前还款没

有奖励，逾日还款收滞纳金，不过提前存款按照储蓄账户给

点活期利息，不过那点钱和贷款利息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了

。 这在我看来就是很严格的标准化管理的例子，规定当月14

日之前还款，如果你在13日晚上23：59之前用自动还款机把



钱存上就不算违约，也谈不上钻空子。因为等到次日早上他

们划款有钱入帐，而且还是按照约定时间内操作的，所以这

样还款在执行合同上没有一点瑕疵。一位银行员工直截了当

的告诉我：月初1日与13日还款在我们看来性质是一样的，我

们不以吸收储蓄存款为主，只要你按时还款我们就很满意了

。 平时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火车、飞机一般准点

发，几乎没有提前出发的可能，你只要按照火车站或者机场

的提示行动即可，即使先上火车或者飞机也不会先开，都坐

满了也要等到时间到了才能启航。当然因为特殊原因也有迟

到的，那就是标准的特殊性了。所以我们发现，生活中到处

有标准，越是文明度高的国家，标准化程度约高，所以我们

会发现，日本的地铁相当准时，而中国的航班和铁路却是常

常晚点。但没有这些标准那我们的生活就全乱套了，所以我

们的生活很大程度是由标准、道德和制度来约束的，就象男

女分厕所、路分左右行走，这是很明显的文明的进步标志了

。 情景2： “你怎么才来，不能早点吗？” 可能每个人念书

求学时都遇到过类似我被老师责备的情形，但不是因为迟到

，而是因为老师已经进了教室，而我们因为某种原因刚进教

室在座位上坐下不到一分钟，上课铃声就响了。这类被老师

称之为踩着铃声上课的学生，往往都被认为是学习动力不足

和贪玩的坏学生，可惜小时我们那个班级就两个考上了大学

，那个是和我天天一起上学的伙伴，可见世俗的眼光很多持

错误的。 每当这时，我就内心犯嘀咕：不是规定早8点上第

一节课吗，我提前一分钟到难道不符合学校要求吗？所以后

来我给MBA学员上课时就讲到，如果你能掌握的准，在时钟

刚好到上课时间的那一秒之前坐下就可以了，有这样时间观



念的人才能谈得上成功，同时我也不会提前进入教室，也会

在不断感觉和尝试中找到最精确的到教室的时间，以此来调

整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行走频率。 我给很多国企讲过课，发现

有个很特殊的共同点，他们普遍认可的员工或者劳模都有个

共同点，那就是往往第一个或者很早到单位，很晚或者最后

一个才下班。淡化了时间观念，献给了工作，说明了敬业程

度很高，但不能去设想他工作效率如何了，不然会伤了企业

领导和劳模情绪的。如果员工都像劳模那样工作，那真是以

厂为家了，时间标准就制订的没有意义了，单位时间的效率

考核也慢慢失去意义了。 忠诚敬业与管理标准能否共生？ 领

导表扬的劳模模式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个员工利用各种

时间多干了很多工作，不管是给加班费也好不给也罢，总之

这样的员工就是优秀的、忠诚的、敬业的。员工大部分时间

在企业内，无论是做的好事、无用功还是矛盾、破坏作用等

都是在企业内发生的，所以这也是有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员

工的工作业绩和工伤可能都会增加。其实管理先进的公司不

轻易让员工无缘无故的加班，加班了也要严格管理，避免随

机性太强造成企业的损失。特别是很多外企倡导员工高效务

实的工作，利用好工作时间，不提倡加班，除非加班不给加

班费，甚至连饮食也免了。否则一旦员工常常加班会给人两

种印象：一是占公司便宜，赚取加班费，二是工作效率低下

，笨鸟多飞。不管哪种印象都和国企以及我们通常的价值观

完全相悖离，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深思。 实际上后来企业改制

后这样的劳模下岗的最多，原因不外乎是这类员工创新意识

差，而其他员工在严格的管理指标和标准下也一样能达到这

样的敬业和努力的程度。看来员工敬业和忠诚与否，也在于



企业的教育和管理标准。未来希望我们的企业靠专业和创新

兴盛，靠标准化管理保障效益，而不能靠矬子拔大个似的选

择劳模来引导员工努力工作，虽然文化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但没有标准的力量和规范，帖多少标语、喊多少口号

都是没有用的。 哪个企业都希望员工更多的忠诚企业和更加

敬业，这没有错，但是最终的根本是劳模和忠诚者是不可控

的因素，但标准化催生生产效率意义上的劳模和忠诚于企业

的员工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日企员工忠诚敬业

，但看看他们团队似乎都这样，每个单独的分子似乎都很平

常，谁也没有劳模需要承认和回报的心态，这就是标准化管

理的结晶。 国内的很多国企和民企之所以一再提炼典型挖掘

劳模，就是希望起到中国人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但这和管

理军队是有区别的，因为军队是有着极其明确而精细的标准

的，从着装、训练、口号、吃饭、睡觉等都有着极其规范的

标准化程序的。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就强，即使不打仗，抢险

和搞工程建设，连刚刚退伍不久的民兵都无法相提并论，可

见标准的制约性和有效性。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得出，凡是总

喜欢开表彰大会和劳模大会的，企业管理往往原始简单，人

性化过于浓厚，同时管理标准一定十分粗放，可执行性也不

会很强。忠诚敬业和管理标准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标准化可

以催生企业效益的提高，同时间接培育普通意义上的劳模，

也就是说达到劳模的工作状态和劳动生产率；而忠诚敬业对

管理标准的促进作用似乎有限，他体现的是一种妥协和中庸

，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属于两个范畴。管理标准属于理性的

，忠诚敬业是感性的，未来企业的治理和提升一定是充满理

性标准的。 对事和对人引发的双重标准 几乎所有企业都会旗



帜鲜明的反对帮派和小团队，但看看这些大企业无论是长虹

、玉柴还是TCL，哪个没有帮派之争？高层是不是常常在声

嘶力竭的打击别人的帮派，称之沆瀣一气，却在背地里悉心

培育自己的同伙，美其名曰：志同道合！站队和站对一度成

为职场的生存话题。这导致很多企业风气不正，很多职场员

工都无奈的喟叹中国的人际关系太复杂，更是有很多人还没

有等到上司提升去补充空位，就做了内耗的牺牲品了，或者

在顶头上司被淘汰之后换来新上司，继续重复过去的故事，

或忍让或无奈，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利益之争或是个

人喜好的不同，很多情况下“对事不对人”成了上司刁难下

属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个连伟人都无法做到的大境界

，却成了很多心胸狭窄之人的口头禅和自我标榜的立招。所

以常常导致标准在他们的权限里被包装美化和挖掘引申，最

终成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一个有效工具，管理标准这时也成

了双重标准。同伙、亲信和朋友犯了错误，能瞒天过海就含

糊过去，能轻轻带过就走走形式，实在不行就表面重罚，暗

地弥补精神和物质损失；而对立者、不听话者、需要整治者

则需要没错误也要创造犯错的机会，犯错误的要严惩不怠，

一切从重从严处罚。 谁摊上这样的上司都是残酷的过程，所

以中国的企业组织文化中，慢慢的下属大都成了上司的跟班

和同伙，逐渐也有了小团队和部门利益，官场的官官相护随

之衍生出来，标准被双重化后成了树立自身或者小团队的核

心竞争力的磁石，职场上和官场上的集体迸盘现象更是屡见

不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标准化管理的一大嘲讽。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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