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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一把手的成功，有赖于他首先知道自己在企业中究竟该干什么(即企业一把手自身定位的问题)。
其次，企业一把手还必须知道自己怎样做好工作，这可以从其用好人和用好权两个方面来展开。第三
，企业一把手要想真正用好人和用好权，就必须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达到时代对其能力的要求。
同时，一把手应该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的学习者，他需要在观念上不断更新，在素质上也要不断自我
提升。当然，最高层次的一把手应该是企业的精神领袖，也只有力于成为企业精神领袖的一把手才可
能成为最优秀的一把手。我们按照这一逻辑顺序，编写了以五本书：
    一、《一把手管什么，怎么管》；
    二、《一把手用人精要》；
    三、《一把手控权技巧与授权艺术》；
    四、《一把手能力阶梯》；
    五、《一把手如何成为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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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一把手：用人至上  第一节  一把手：人才首脑    一、一把手是“最大的人才”    二、一把手主
导企业  第二节  一把手：以人为先    一、人才即资源    二、一把手必须用好人    三、让人才为企业创造
价值    四、投人所需，吸人之心第二章  知人识才，让发现的眼睛永远闪光  第一节  企业一把手识人的
基本知识    一、一把手识人三原则    二、步步深入：一把手识人三步曲    三、善用方法识人才  第二节 
全面认识：方方面面考察人才    一、德以立身    二、智以长才    三、健康的心理  第三节  企业一把手识
别人才的艺术    一、由表及里    二、见长识短    三、全方位、多角度    四、挖掘潜力第三章  主动出击
，选拔最有价值的人才  第一节  一把手选才：实现人职最佳匹配    一、选才关键点    二、选才的标准    
三、程序科学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第二节  企业一把手：选才有方法    一、从企业内部选拔自己人    二
、公开招聘：最大范围选人才    三、委任选才：选拔一把手的贴心人    四、“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  
第三节  选才有误区，一把手小心为上    一、惟亲是用    二、文凭至上    三、奴才、人才不分    四、能
言善辩就是好    五、年龄要偏大    六、论资排辈第四章  借用外脑，发挥智囊团的价值第五章  用人之
能，不会无人可用第六章  培育人才，让人才在企业中成长第七章  良好沟通，与下属建立协作关系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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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领导之本，惟在用人。用人的关键在一把手。对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一把手而言，善用人则事
业兴，反之则事业衰。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干部的主要职责概括起来就是两件大事,一是“出主意”,
二是“用干部”。用干部虽然排在第二位，但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党的十六大所要求的“聚精会
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核心还是“用干部”。道理很简单，搞建设需要干部，谋发展也需要
干部。领导出的主意再好，也必须得由下属去贯彻落实，如果手下的干部不得力，那再好的主意也不
会有好的结果；反之，如果手下的干部精明能干，那么即使领导的主意有误，也会在贯彻落实过程中
得到修正。我国春秋后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认为，国有三不详，即“有贤而不知，一
不详；知而不用，二不详；用而不信，三不详。”详者，清楚也。不详，就是不清楚，就是糊涂。晏
子的意思是，治理国家有三种情况算是糊涂的，第一种糊涂是有贤才而领导不知道；第二种糊涂是领
导明知道有贤才却不使用；第三种糊涂是使用了贤才却对他们不信任。这三种情况，对一个国家的影
响都有可能是致命的。　　关于“出主意”和“用干部”，参考书很多，《一把手用人精要》（张建
伟编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只是其中之一。这本300多页的书是集中写一把手应该如何
识人、选人、用人、育人的，语言浅显，通俗易懂，利用一个中午的时间就可以一目十行地读完。而
既然是精要，最重要最值得铭记的就是书中介绍的辨才五要和识人七法。　　辨才五要和识人七法的
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典故。相传战国时代魏文侯为宰相人选难定所苦，于是想起手下的一位谋士李克曾
说过的话：“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觉得很有道理，便向李克请教。李克于是向魏文侯提
出了辨析人才的“屈、富、达、穷、贫”五个要点，即屈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
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　　一是“屈视其所亲”。屈就是委屈，亲就是亲近。说的是当一个人怀
才不遇时，就看他跟什么人亲密来往。如果他是跟一些同样不得志的人亲密相处，整天只知道发牢骚
，鸣不平，那他就是个心胸狭隘的小人物，不值得提拔重用；如果他不因一时的失意而沮丧，反而意
志弥坚，心胸开阔，这样的人就值得使用提拔。大丈夫能屈能伸嘛！　　二是“富视其所与”。富就
是富有，与就是给予。说的是当一个人非常富有的时候，要看他把钱往什么地方用。如果他专走后门
，送礼给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贿赂有权势的人，这个人就须提防，不能提拔重用；反之，如果他把钱
慷慨地用在培养穷而且有才干的人身上，或是仗义疏财于慈善事业，这样的人就值得考虑。　　三是
“达视其所举”。达就是通达，举就是举荐。《孟子·尽心上》的原话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
天下”。当一个人仕途通达，大权在握时，就要看他举荐拔擢的都是些什么人。如果举荐的全是睿智
、廉洁的人物，表示他绝无私心，一心为社稷着想，这种人是值得赋予重任的；反之如果举荐的是无
才无能的人，表示他有私心，不为国家着想。　　四是“穷视其所不为”。这里的穷不是贫穷的穷，
而是山穷水尽、穷途末路的穷。如果一个人求取功名不得，仍保持名节，不走歪门邪道，不奴颜婢膝
，不投机钻营，表示他是个可以挑大任的人。　　五是“贫视其所不取”。这里的穷是贫穷的穷。当
一个人穷得难以度日，就看他是不是贪婪如饿鬼。人在穷困时若拍马屁求好处，就是不可用的小号人
物；若是穷不丧志，对有钱人仍然不卑不亢，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大人物。　　用才的第一关是识才
，识才的前提是辨才，而辨才更需要全面地长期地客观地进行。上述五要就好比是五个人才考验关，
只有通过考验的人才可列入使用名单。　　识人七法是诸葛亮总结出来的。他主张在稳定的情绪中考
察别人，让其干事，考察其人。他的识人七法就是面对面地直察人才的“志、变、识、勇、性、廉、
信”，即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危难而观其勇、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第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志就是志向。即对人才直接提问，看其分辨曲直是非的能力如何，以考察他的立场、观点、志向、爱
好和兴趣等。　　第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穷是穷尽，变指应变。即提出尖锐问题并追根求
源地探讨某个问题，使其理穷辞少，以考察人才阐述问题的逻辑性和表达力，分析问题的应变力和敏
感力。　　第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咨就是咨询，识就是见识。即让其对重大问题提出决策
意见，看他有无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第四，“告之以危难而观其勇”。即让其处理一些艰巨的
事情，指明他所要经受的风险和所面临的困境，看他的胆略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第五，“醉之以
酒而观其性”。性就是品性。即和其开怀畅饮看其自我控制力及其品性。　　第六，“临之以利而观
其廉”。临就是临近、靠近。即用丰厚的利润引诱他，看他是否保持清廉本色不变。　　第七，“期
之以事而观其信”。期就是约定时日。即委托其办事，看他能否如期完成，信守诺言。　　诸葛亮在
识人用人的问题上是有一定本事的，他的锦囊妙计之所以屡屡奏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敌我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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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官员特点的了解和把握。当然他也有走眼的时候，比如把街亭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马谡去镇守，
导致全局溃败。而刘备早就跟他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这也从历史的角度警醒我们，用人
不是儿戏，必须慎之又慎，否则狂澜既倒，大厦将倾，任你再有本事也将回天乏术只能捶胸顿足了。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这是唐朝杨巨源的
那首脍炙人口的《城东早春》。诗写的虽然是春季旅游的事，但其中也潜藏着识人的道理。那些真正
具备识才慧眼的一把手，如能在绿柳才黄的时候就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并以当年刘备三顾茅芦的谦
逊与真诚，发现并善待那些真正的人才，那大概就意味着已经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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