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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内容概要

“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美国最广受承认的议事规范。这套规则，对如何提出议事事项、如何听取和发
表意见、如何提出动议和如何表决，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罗伯特议事规则”蕴涵着丰富的理念，包括：法治、民主、权利保护、权力制衡、程序正当、程序
性竞争、自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但罗氏规则又毫无矫饰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套“工具”。全
书通篇极少对理念进行专门论述，而是把理念融会在规则之中，直接面向实践、面向细节、面向可操
作性，用平实而严密的语言陈述规则，而其规则却无处不流露着理念的光辉。
本书是它的最新官方版本，是该规则 125 年发展创新的结晶，完整概括了最新发展的议事规则体系，
是一本经典、全面、权威的议事规则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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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作者简介

亨利·罗伯特将军，生于1873年5月2日，胡格诺派教徒。他身材略显消瘦，但酷爱集体交往，是一位
果断坚毅的美国陆军工程兵长官。“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套议事规则已经为
数以百万计的会议带来了秩序和效率。在民间组织和教会当中从事了多年的会议实践之后，他开始研
究议事规则，并于1876年2月19日出版了第1版《罗伯特议事规则》。1901年他从陆军退役以后开始从
事工程咨询工作，并把生命的最后10年全部奉献给议事规则的编撰事业。他于1923年5月11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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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协商会议的类型和规则体系1.协商会议协商会议的特征“协商会议”（Deliberative Assembly）
泛指采用“通用议事规则”来运作的会议组织。它具有如下特征：·它是一个由人组成的集体；它有
权通过自由充分的讨论、以整个会议组织的名义、自主地决定一致的行动。·会议要在共同的场所进
行，即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条件和机会、实时地参与相互的口头交流。·会议集体的规模一般要在十
个人以上，而且人数越多，越要求议事程序正式严谨。·它的成员——指有权参与会议事务的人——
在会议中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任何决定中，每个成员都拥有相同权重的表决权；如果其意
见获得通过，那么该成员为此决定承担直接的个人责任。·即使成员表达的意见与会议组织的决定不
同，也并不意味着该成员希望退出会议组织，会议组织也无权以此为理由要求该成员退出。·如果有
成员缺席——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一般的组织，缺席都是很难避免的——出席的成员可以代表全体成
员做决定，但必须满足会议组织指定的相关条件（例如，必须满足“法定人数”[quorum of
　members]，请参阅第20－21页，以及第40节）。原则上，本书的规则是针对那些满足以上所有条件
的会议组织而制定的。当然，对于那些具有协商性质但只部分满足上述条件的会议组织，本书的规则
也基本适用。需要对“会议”这个词特别注意，在中文里，它既可以指开会的主体，即人的集合或组
织本身，也可以指开会这一事件和行为。而在英文里面，“assembly”是指开会的主体，“meetin9”
是指开会这一事件和行为。虽然实际应用的时候，二者常常可以互换——例如“公众集会”（mass
meeting）是描述会议主体的，但它的英文用了“meetin9”这个词——但还是应该注意分辨具体指的是
主体还是事件行为。在本书中，“assembly”翻译成“会议组织”、“组织”或“会议”，“meetin9
”就直接翻译成“会议”。还要注意“一次会议”和“一届会议”的区别，英文里面“一次会议”用
“meetin9”这个词，而“一届会议”用“session”。具体的定义请参阅第8节。一届会议可以大概地定
义为会议组织为了完成指定目标而开展工作的一个完整过程，一般要由一次或者若干次会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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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编辑推荐

　　人类治理自身的元规则，最权威的议事规则标准。中文全译本首次推出！原版总销量已逾500万册
！　　只有有了规则，组织的决定才能够协调一致、前后统一，不会随着领导人的反复无常而反复无
常，也不会被某些人的强词夺理所操纵左右。对于一个严肃的组织来说，必须时刻维护自己的秩序、
尊严和规范。　　——托马斯·杰斐逊　　“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美国最广受承认的议事规范。这套
规则，对如何提出议事事项、如何听取和发表意见、如何提出动议和如何表决，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 “罗伯特议事规则”蕴涵着丰富的理念，包括：法治、民主、权利保护、权力制衡、程序正当、程
序性竞争、自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但罗氏规则又毫无矫饰地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一套“工具“。
全书通篇极少对理念进行专门论述，而是把理念融会在规则之中，直接面向实践、面向细节、面向可
操作性，用平实而严密的语言陈述规则，而其规则却无处不流露着理念的光辉。　　本书是它的最新
官方版本，是该规则125年发展创新的结晶，完整概括了最新发展的议事规则体系，是一本经典、全面
、权威的议事规则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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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精彩短评

1、其内容不仅适用于议事规则，放止四海皆准
2、民主不只是喊口号，民主是可以具体操作的。这边书就是告诉你如何在会议中体现民主。
3、这是一本不可缺少的议事规则的书，告诉了好多会议的议事规则，受益匪浅。
4、这本书是我到总务工作以后，2009-06-17 08:27:41在当当网上下的单（刚在当当网上查的），买回来
了，却没有时间细看。（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这样说了，这样书好像挺多的。）
5、像字典和律法，严谨完备但不太适合初学者。
6、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把民主喊一万遍，不如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在具体的会议中运用一次。它
是凝聚精英共识的有力武器，它是理智提纯器，它是过滤混乱的必备常识。教给你的孩子议事规则，
它将会帮助你的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7、建议各中小学校，应该开设这个课程。普及民主意识，了解保证民主的，必须的程序、步骤。只
有这样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民主。
8、又见识到外国落后的东西了。好在国家大会不用这种规则，不然能不能胜利召开都成问题了。
9、会少规矩多 
　　 
　　丁林 
　　 
　　说到开会，我们这样年纪的人这辈子可真是没少开，有些年可以说是天天开，甚至是一天到晚开
。大会小会，什么样的会都开过。所以有一种说法是“旧社会税多，新社会会多”。到了美国几年，
大小单位也换了好几个，美国人是会少，不仅少，而且短。工作中的碰头会之类的，常常是站着说，
这对喜欢说话的朋友 绝对是很不利。 可是如果说美国人开会非常随便，没什么规矩，那就大错特错
了。说到开会的规矩，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得上美国人的规矩大了。他们有那么一本厚厚的开会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故事要回溯到140 年前，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在北方的麻省贝特福特，有一个年轻的陆军中尉亨
利·马丁·罗伯特。那一天，他奉命参加类似“拥政爱民”的活动，主持地方上教会的一次会议。偏
偏这个会议的议题是很有分歧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位才25岁的年轻军官，把这个会开得一塌糊涂
。人们在会上争论得不亦乐乎，结果是什么决议也休想达成。这样的会，开了等于不开，甚至比不开
还要糟糕。 
　　 
　　这事儿让罗伯特心里放不下了。这位毕业于大名鼎鼎的西点军校的美国军人的认真劲儿上来了，
他发誓，如果不找到一个好的开会办法，他再也不开会了。 
　　 
　　认真地探究人的智慧本质，他和大多数西方哲人一样，发现人是一种最难被道理说服的动物。当
发生分歧的时候，不管分歧的基础是什么，或者出于利益冲突，或者出于信仰理念，或者出于知识经
验的不同，反正一旦分歧明确公开，是非常难以在短短几个钟头或几天里靠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一方说
服一方的。分歧的双方找到共同点的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交流机制，否则，一方说
清楚了，另一方根本没听进去，还是白搭。 
　　 
　　看清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会议决议所达成的“一致”，要么是强权从上
到下强迫会众接受，要么就是一方会众势力压倒另一方。而这样的“一致”“决议”，在罗伯特这样
的美国青年看来，还是违背了民主的理念，没有让不同意见的人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歧见，是不公平的
。罗伯特想要找到一个开会规则。 
　　 
　　结果他发现，居然并没有一部现成的开会议事规则。尽管西方人从古希腊广场民主时代开始，就
开会决议军政大事了，但是，那还是带有原始的粗糙，有点象我们下乡时的大寨式评工分，嗓门比道
理的效力要大。尽管英国的议会有了长久的议事历史，有成套的礼仪规矩，尽管美国的参众两院有议
事程序，法庭有庭审规则，但是民众自己却并没有一部开会议事的统一规则。罗伯特决定自己写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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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 
　　 
　　他开始研究已有的各种议事程序，探索这些程序的逻辑，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如果不这样规定的
话，会产生什么结果。经过几年努力，取其精华，补其不足，他写出了一部议事规则。可是拿到出版
商那儿，却没有人相信一个年轻军官能写出这种法理性的规范。最后，有个出版商给了他十分苛刻的
条件答应帮他出版：先要让出版商捞回成本才有罗伯特的稿酬，另外，罗伯特要自己出钱买1000本送
给国会议员、律师、教授等头面人物。他答应了。 
　　 
　　就这样，1876年2月19日，亨利·马丁·罗伯特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Pocket Manual of Rules
of Order）正式出版，立即行销全国。到1915年，已经带有将军头衔的罗伯特出版了修订版，书名正式
叫做《罗伯特议事规则》。在此期间，这本由一个年轻军官写出来的开会规则卖出了两百多万册，成
为美国民众开会的标准手册。 
　　 
　　罗伯特逝世于1923年。此后，他的后人和当初参与过编写的人继续修订这本议事规则，使它适合
不断变化的技术进步。1943年出了第五版，1970年出了第七版。最新的第九版，出版于1990年。 
　　 
　　这样的“游戏规则”，对于民主理念的具体实现和操作，常常具有决定成败的重要性。罗伯特议
事规则的内容非常详细，包罗万象，有些是专门讲主持会议的主席的规则，有些是针对会议秘书的规
则，当然大量是有关普通与会者的规则。有些规则针对不同意见的提出和表达，有关辩论的规则，还
有非常重要的是不同情况下的表决规则。 
　　 
　　有一些烦琐规则后面的逻辑原则是十分有意思的。比如，有关动议、附议、反对和表决的一些规
则是为了避免争执。原则上，现在在美国的国会、法院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规范的制约下，是不
允许争执的。如果我对某动议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呢？我首先必须想到的是，按照规则是不是还有我
的发言时间，是什么时候。第二，当我表达我的不同意见时，我是向会议主持者说话，而不是向不同
意见的对手说话。在不同意见的对手之间的你来我往的对话，是规则所禁止的。 
　　 
　　在国会辩论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是辩论，不同意见的议员在规定的时间里，名义上是在向主持的
议长或委员会主席说话，而不能向自己的对手“叫板”。自己发言的时候拖堂延时，或者强行要求发
言，或者在别人发言的时候插嘴打断，都是规则所禁止的。 
　　 
　　在美国的法庭上也是这样，当事双方的律师是不能直接对话的，因为一对话必吵无疑，法庭就会
变成吵架的场所。规则规定，律师只能和法官对话，向陪审团呈示证据，而陪审团按照规则自始至终
是“哑巴”。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之间的针锋相对，就是这样在规则的约束下，间接地实现的。 
　　 
　　这样的技术细节，对于美国这样的多元化而又强调个人自由、人人平等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是
民主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否则的话，发生分歧就互不相让，各持己见，争吵得不亦乐乎，很可能永
远达不成统一的决议，什么也办不成。即使能够得出可行的结果，效率也将十分地低下。而罗伯特议
事规则，就象一部设计良好的机器一样，能够有条不紊地让各种意见得以表达，用规则来压制各自内
心私利的膨胀冲动，找到求同存异的地方，然后按照规则表决。规则保障了民主程序的效率。 
　　 
　　当然，就象有了好的电脑还要有好的软件一样，罗伯特议事规则只是一套洞察人性而力求公平与
效率的技术性的设计。在民主的议事程序中，这套议事规则的效果，则依赖于开会者对游戏规则的尊
重。
10、刚收到，一起买了四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封面有点脏，没有塑封，其余的都塑封了。不过内
容好才是真的好！
11、一直都觉得根本就不存在正经时间的头脑风暴。所以一定要领会经典会议书籍的精神。因为每个
跟你开会的人都以为他们是你的第一次。
12、太多细节，草草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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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议事规则》

13、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看看
14、看了序与导读，应该很不错，送给一位急需制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发小了。准备再买一本。
这本书应该人手一本，小区业主委员会筹建也有章可遁了。
15、我还是通过《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的作者介绍才发现这本好书的，呵呵！

  多年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企业治理的实践与理论，一个企业是组织机构，同宗教，民族，国家
有同样的性质，因此我涉猎了很多关于组织机构的书籍，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与差异分析，我发现
中，西两方组织成员受环境与土壤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对加强整个中方集
体主义的牢固性是有莫大的好处，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光靠道德和良心来巩固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
间的关系，也需要用契约和一定的议事规则来规范整个组织内部的合作方式，巩固整个组织的平衡！

  因为评论有限，说得有点高深，不过此书对有用之人来说绝对是一本好书，只是作为一本工具书籍
，对普通人来说有点晦涩难懂，慢慢修炼自己才能对此书有更好的理解！

  此书绝对是未来逐步改变中国文化的一本绝世好书！

16、会议是议会组织行使职权的唯一方式，而议会组织与议会事规则之间的关系互为表里，议事规则
不善的议会组织只是虚有议会之名。
17、看了之后才知道人家有这么系统的规则
18、《罗伯特议事规则》已出版第11版“版！罗伯特议事规则”蕴涵着丰富的理念：法治、民主、权
利保护、权利制衡、程序正当、程序性竞争、自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但“罗伯特议事规则”并不
空谈理念，而是把理念融会在规则之中，直接面向实践、面向细节、面向可操作性，用平实而严密的
语言陈述规则。
19、议事规则在我国确实是个空白,开会时不说,会下暗箱操作!该请有素养,愿意改进的管理者都来看看
这本书!
20、美国精神！用最少的时间做有效率的事情！
21、缺少规则意识的中国人应该好好看看
22、必备工具书了，常看常有
23、通览与导读部分值得咀嚼，其后各部细则难免有取舍蠡测，如是观之通晓开会技术人等凤毛麟角
，巨大国家机器仍能昼夜运转，简化之效力亦功不可没
24、真心脑子不够用
25、指点民主之路，不知道高喊民主的人，有几个读过这本书。
26、规则之于民主的重要。
27、五十·心虽向往，实不能已。
28、很实用的一本工具书，正好派上用场，谢谢！
29、对议事规则有一个深入的分析
30、许多会议的书都是由这本书演变而来的，毋庸置疑的经典
31、很经典的一本书，从这本书学会如何开会、讨论、议事，对日常生活也有帮助。
32、我是在&lt;读者&gt;的一篇文章上了解到这个议事规则的,然后就买了这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很值
得看.一方面自己可以了解如何方言.另一方面,如果是一个管理人员,会议主持人员,则更应该看这本书,
有助于会议顺利进行,得出会议结论.高层开会也非常适用.大力推荐.
33、说到开会，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从小到大，不知道要参加多少会议。但真正有价值的会议，你
能记得几个？或许大多数都是硬着头皮听主席台上的人慷慨激昂或絮絮叨叨，然后齐刷刷举手通过。
与会者不会发言，不会辩论，要么沉默，要么如同打架，争吵不休，不能理性地倾听和说服。
美国人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南北战争期间，年轻中尉亨利·马丁·罗伯特奉命召开一个政治会
议，由于分歧很大，在漫长的争吵之后，会议草草结束，不仅未能达成会议目的，还弄得与会者剑拔
弩张，气氛比开会前还糟。25岁的罗伯特深受刺激，发誓要写出一部如何开好会议的书，于是有了《
罗伯特议事规则》。
    其实早在1917年，孙中山先生就苦于国人开会杂乱无章，动辄离题千里，不知所云，效率低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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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翻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名之曰《民权初步》。胡适说，孙中山的《民权初步》的重要性远
胜过《三民主义》。但一晃九十多年过去了，国人开会的情形依旧没有多少改观。
    罗氏规则是在体察人性的基础上设计的，由于对细节把握得精致完美，所以最大化地实现了公平与
效率。现代会议的形态千奇百怪，但会议的游戏规则仍是那几条。这是人类总结下来的智慧结晶。用
罗伯特自己的话来说：离开了规则，每个人都自由行事，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想要开好会的中国人不妨就此学学应该怎么开会。
34、罗伯特议事规则
35、如何快速提升开会的效率,如果快速的和众人达成共识
36、中国的最大悲哀就在于，要么是暴君，要么是暴民。法治精神说到底是自治精神，是按照理性规
则议事的精神，这正是这个社会在新文化暴动之后，最为缺乏的。
37、做事有了规则，既能尊重别人，又能表达自己。
38、学习一下文明社会的规则
39、规则，还没看，期待
40、太复杂 时机未到
41、以前光知道有些会议开得很烂，但也不知道如何将会开得不跑题，不扯淡，看了这本书，最起码
你会主持一个会议了，会掌控大局。
42、民主制度的具体体现，从这本典型事务性的经典中可见一斑。
具体的做法可能一时无法照搬，内在精神是完全可以借鉴参考的。
43、他隐含着丰富的理念。学会使用规则，学会民主决策，学会效率竞争，学会公平对待。他不是空
谈理论，他是实践中所得。他语言朴实无华。中肯。能够销量五百册就是证明。
44、在当代社会中，规则的制定与执行都是游戏者们的玩物。这是一本好书。
45、民主这个词在国人口中已经说了一百年，也为之奋斗了一百年，可惜百年后民主依然只是我们口
头和纸面上的一个词语而已，究竟民主是怎样子的，我们朦朦胧胧；至于如何民主，更是不知所以。
《罗伯特议事规则》正是通过民主国家几百年的实践总结形成的一套操作规范，把民主变成操作性非
常强的一项技术，把每一环节可能出现的情形、如何操作都尽可能完备地列出。技术本没有任何意识
形态倾向，如果当政者能够做到像引进其他先进科学技术一样，那么我等草民也许就能看到一些曙光
了。
46、似乎中国的历史是不讲程序的历史，仅仅成者王侯败者寇，就让我们自相残杀不择手段，陷于令
人心痛的内耗......但愿这部经典著作，能唤醒国人，以一个外国智者的角度，重新思考程序的重要性
，反思自身，我想，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了....
47、可以提高效率！
48、经典著作，内容严谨，解决会议效率的好方法
49、看完序言就知道绝对是好书，民主的程度在于民情，大家都了解一下程序的正义，议事的规则，
我们国家离真正的民主也就不远了，民族之树将常青
50、规则很重要，但不是万能药。工具书就是这样令人又爱又恨，因为它们的实用性和可读性往往是
呈反比的。
51、要边学习边实践！
52、2012@成都
53、其实我觉得英文标题更能反映书里的内容：rules of order，秩序的规则。真的是非常全面而严谨的
参考书。如何让秩序称为你想要的样子，这本书真心是有用的参考！
54、只是想掌握这个规则，但要在会议中应用，恐怕没什么机会。
55、早先就知道议事规则，但一看是大部头的书就望而却步。最近看了一本叫可操作的民主，也是由
译者袁天鹏写的，初步了解了议事规则的妙处后转而决心一定要读一下原著。最近读到一段话“政治
清明，则人心归向，上下团结；政通人和，则政事通达，人心和顺。”如何政治清明，政通人和，我
相信是离不开规则的。正像书中所言，“离开了规则，每个人都自由行事，结果就是每个人都得不到
真正的自由。”这本书值得珍藏。
56、美国人真是值得尊敬，花了无数心思编出这么一套议事规则。如果能按规则走其实可以省太多麻
烦
57、这本议事规则写得真的很细，体现的是：程序正义优先于事实正义。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大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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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又十分善于在不同情况下灵活变通，两者全无。现在兴起公共议事、辩论潮流
，然而大多只不过是自说自话/偏离主题，很缺这种早成为美国公民基本素质的知识。
58、看看书评，绝大部分读这本书的人比较偏向实用。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的操作
和思考，以及更加深刻的美国的民主根基的把握却被忽视了。这是一本工具书啊。。。读着还算有意
思。。。不过真心无聊。教你怎么开会。。。
59、就这样，一颗未来民主社会的政治新星正冉冉升起
60、规则可参考。
61、很好，了解了很多关于西方的议事内容
62、写的太详细，应用的话看第一章就够了
63、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践行的能力，而此书就给我们提供了践行民主的方法。经典之作。
64、这是教会人们如何建立规则的一本书
65、如果你的会议效率很差，请你读一读这本书，我和我的几个公益界朋友正在一起学习和讨论这本
书。
66、绝好的书！以后任何谈民主、规则、自由等概念的人，首先问一下自己：我会开会吗？我会运用
大家共同制定的规则来开会吗？我以为，如果这个问题回答明白了，这些概念就不再抽象了。
67、书很厚实，书的纸张也很好，内容虽未全看但似乎很专业很规范。
68、做什么事都要有些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要遵循规则。
69、需要花时间精读
70、此事很有价值，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大家去读读！
71、西方的议事规则的确值得我们好好借鉴下
72、议会政治已经成为当前世界通行的政治规则。如何让议会避免陷入无目的无程序的混乱，提高议
事效率，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73、蛮好的词汇书。。
74、早就听说这本书，当当上发现了。喜欢作者的认真负责的做事风格。实用性操作性都很强，如果
俺们的会议大会都参照如此执行，素质民主都会大大提高哈。
75、书刚到，希望看后能节省开会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76、开会的学问。确保有条不紊的民主很重要，不然会议要么会走偏要么会沉默⋯⋯嗯，有简化版的
议事法则：南塘十三条。
77、缜密细致的一本指南。对NGO非常实用，企业组织也可参考。
78、这是一本经典、全面、权威的议事规则工具书
79、不一定是年度书籍，但肯定是季度书籍。收获很大，开会有学问。20140331

80、没有规则就没有民主，没有规则的民主就是假民主！所有的官员都应该学习这本书！！！！！
81、经典的会议管理参考书籍,当作工具书不错.
82、我们要学习美国的这样程序式的民主
83、关于如何开会的教材，虽然听上去很搞笑，但是真的认真起来开会原来有这么多的学问，开好了
会居然真的可以解决问题。民主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开会又是民主的重要形式，罗氏规
则或许不适合当下的中国，但是提供了一套可以借鉴的参照。
84、一本关于民主议事的规则，很具体，初看有点繁琐，但比较适用，可以当做工具书来用。
85、正在看，感觉比较专业，只是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研究。我也希望能帮助运用和推广这个规则。
86、“罗伯特议事规则”是美国最广受承认的议事规则标准。无论对于议事专家、还是新上任的协会
主席来说，它都是高效、有序、公平的会议的有力保障。自1876年以来，罗伯特将军以及他的继承者
们通过不懈的努力，通过与出版社的合作，成功地传承并发展了这项伟大的事业。
87、边学边用
88、都已经出到第10版了，可见多受欢迎，书挺厚的，应该算软精装吧，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的，不光
讲议事，其实扩展一下，就是社会规则论
89、只看了序還有開頭的一小部份。書是好書。一個軍事工程人員寫的一部著作，議事制定規則提高
議事效率效果這一點美國確實強大。物流不錯。
90、民主的奇迹需要靠这样的规则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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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作为工具书，太好不过了，知识全面有条理。
92、相信好的制度的力量，有点深奥，但留着随时查询
93、当今的中国，文山会海，一点也不夸张。人们的精力耗费在各种会上，效率低下不说，会议的主
持者掌控着会议的议事大方向和决策权。因之，事后非议者、私下反对声不绝。如何提高会议的效率
、决策的民主性，还是看看此书吧！我们从中多少可以获得一些教益。
94、我觉得适用于一些团体组织规则制定者研究
95、: �
C931.47/6222-2
96、如果自己有会议的主导权，这本书看看不错，能提高会议效率。如果没有主导权，只能看猴戏啦
97、内容非同一般，常人较难理解的书。教人理解何谓开会秩序。
98、针对现在很多企业在议事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该书在议事规则上做了很好的规范。
99、大致看了下这本书的序言和目录。
100、要是能成为开会共识才好。适合职场共同学习的书。
101、喜欢民主与自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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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3月份基本上都在看这本书，一方面是事多没静下心来花时间看，拖拉至今，另一方面是在有限的
时间里，对前面一小部分还是认真看了的。总体上判断这是今年看了最有收获的一本书。最早知道罗
伯特议事规则好像是在《读库》上看到一篇有关一个留美的小伙子回国推广罗伯特规则的故事，名字
叫《开会啦》，讲述的是小伙子在留美期间接触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倍感神奇，下决心在国内推广，
回国后在农村推行期间发生的种事情。故事写的很有趣，也很曲折。当时看完就放下了，也没对这个
规则再去做详细的了解。2月份，参与了一个众筹互联网茶楼的事情，在筹备阶段，经历各种兴奋、
混乱、讨论、冷静，冷不丁想起来，这些问题或许罗比特议事规则会有点用，找来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原书，也发现《读库》的文章已经整理成书出版了，买了回来翻看，对照当下众筹项目，可谓是正当
其时、对症下药。遗憾的是，众筹项目的讨论大多是在微信圈中讨论，议事规则能起到的作用有限，
曾在一个小群里试过，效果还行，但由于后续没有坚持下来，没起到应有的效果。在关于组织设立、
章程起草、架构设计方面，通过这本书都有助于思路的梳理，可谓是组织社群的设立指南，当然也是
运营行为守则范本。3月份，由于工作本身的事情多，众筹项目参与的少了，议事规则也没有了边学
边实践的条件，后续篇章也看的有一搭没一搭。最终赶在3月份的最后一个晚上匆匆把生于章节看完
。算是了掉一桩心事。===========书前的几篇序言和说明值得细品，包括孙中山那篇，几篇文章
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议事规则的重要性，议事规则对民主，对机构运行效率的重要性。在了解议事规则
之前，可以说根本不懂开会，或者说大致知道开会的程序，但并不了解为何要那么开，也存在很多不
合理的开法，要么损失了效率，要么牺牲了部分人的利益，也可能影响了会议的质量进而对组织的发
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关于如何开会的原则和细节，就不再做摘录，只是提醒下自己，在空的时候，可
以经常翻翻。在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当做字典、守则来看。每一个组织，都应该备一本《罗伯特议事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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