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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習慣」的養成
文：杜書伍(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執行長)

長久以來，公 司藉由月報制度要求同仁

養成整理、分析的習慣，某種程度已普遍性

的引導同仁「數字表達」的習慣，並已達到

一個好的成果。基於進一步強化同仁養成

「系統習慣」的目的，我們希望鼓勵同仁藉由

演練三項強化系統表達的方法，來建立「系

統表達」的習慣；期望在耳濡目染中，提升

個人「系統思考」的能力。

系統思考就是面對一項事物時，能先掌

握整體，再進入分析組成部件以及其關聯

性， 再由個別部件往下拆解、分析更小的部

件，整個掌握事物的結構與層次，才能透澈

了解整個事物的內涵。相對而言，單點思考

者就是直接由某一部位思考，以至於看 不到

整體，也考慮不到與其他部件的相互影響關

係，所以判斷易有盲點，也易掛一漏萬，此

即最大的差異。

因此，「系統習慣」就是養成「先掌握

全部、再拆解成部件」的習慣。假如我們在

日常的表達、描述、解說報表之際，能先說

明整體、再說明部件，即是系統表達的習

慣。 由於系統表達的背後，必然是一個先思

考整體、再思考部件的思考習慣，而聽者順

著表達的順序，接收時也會先接收到整體、

再接收到部件， 如此一來就會形成講者、聽

者都在演練這樣一個「先掌握整體，再掌握

部件」的情形；而此一系統表達的習慣，將

有助於延伸出個人建立系統思考、系統分析

的習 慣。

為了營造「系統習慣」的環境，我們希

望所有工作月報的準備資料中，個人都可強

化下列三種表達方式。

第一，是Top-down的結構方式。未來整

個工作月報的結構，先整體再細部，呈現有

結構、層次的表達；並且遇有統計報表時，

特別注意將「合計」的項目放在統計報表的

最上方(過去習慣性會放最下面)。

第二，就是養成繪製「結構圖」或「流

程圖」的習慣。因為 圖本身即代表一個整

體，裡面的每一個方塊即是其部件，部件與

部件間的連接線即是彼此間的關聯， 此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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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了解各部件之間的因果關係與先後順

序。尤其人們是傾向於圖像式的記憶與思

考，圖像的表達十分有助於講者的系統思

考，以及聽者有系統的理解與記憶。

第三，是建立個人的工作控管表(control

sheet)。將所負責之工作，有結構的表達於一

張工作表上，用於定期追蹤控管 ；此舉將有

助於建立工作關照的完整度，並提高工作的

精緻程度。

「系統能力」是所有能力的根源 。經由

月報體系推動「系統表達」的習慣，在耳濡

目染、潛移默化中，公司內部形成一個具有

「系統習慣」的環境；自然而然的，對養成每

位同仁系統思考、系統分析、結構分析等等

的「系統能力」，將更有助益。

到底是「將」? 還是「士」!

「大將」的養成，通常需要從基層開始，

長時間的淬湅，才能培 養紮實的能力與豐富

的經驗；待其成大器之後，始能獨當一面、

擔負更重大的責任。然而，我們卻經常發

現，將一個優秀的基層主管升上中階主管

(將)後，才發現其無法勝任中階主管的工

作，有些甚至還需要高階主管協助「善

後」，原因何在？

一個基層員工(兵)若是擁有好的能力、

努 力完成主管交付的任務、甚至時有創意，

就容易被拔擢為基層主管(士)；而基層主管

的職責，就是要能有效帶領一群部屬完成任

務。若能如此，便容易為主管青 睞，升任為

中階主管。

中階主管是公司承上啟下的核心骨幹，

擔負部門營運的主要成敗；所以，除了執行

能力、專業知識與部 門管理都要具備一定水

準之外，還必須具有「獨立積極主動思考」

的特質，才能有效思考調整部門定位，進而

不斷提升該部門的價值，增加對公司的貢獻

度。 否則，升上中階主管後若僅能忠實的把

關部門營運，任何需要突破現狀有所改變

時，還需高階主管下指導棋，才能亦步亦

趨；那麼，名義上雖是獨當一面的「大

將」，實質上仍是被動接受指示才能帶兵打

仗的「士官長」。

一名極優秀的「士」，何以未必能提升

為「將」？究其根源，關鍵在於「思 考習慣」

與「任事心態」

思考習慣，指的是習慣思考範疇的大

小。一名基層人員的思考範疇，大體就是所

屬部 門及自己職務範疇；升上基層主管後，

頂多擴及所屬部門及所帶領的小單位。但這

樣的思考範疇都是有所侷限的，必然無法提

高對事情的判斷力，更不可能 產生突破性的

思維。真正能提高判斷力與突破思維，須有

更廣闊的思維習慣，能夠跨越自己所屬部

門，而這便是「將」的思考範疇；甚至更高

層次的 大將，其習慣思考的範疇能及於整個

公司與產業。因此，思考範疇的大小，就是

分辨能否成「將」的重要關鍵。

至於任 事心態，關鍵在於「被動」或「主

動」。優秀的基層員工或基層主管，往往存

有強烈意識想把主管交付的任務做好，因

此，他會傾注百分之百的心力，全力 達成任

務。久而久之，他會形成「主管交付、努力

達成」的標準動作，不自覺落入「習慣性等

待主管交付」的慣性，進而形成一種「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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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 因為是「被動的積極」，便喪失

「主動的積極」思考如何提升職務價值、自我

豐富化工作內涵的能力，也就是缺乏大將

「獨立積極主動思考」的特質。

所以一名將，是必須習慣擴大思考的範

疇，而且能夠獨立積極主動提升職務價值，

才能產生突破性的思維改善部門營運，進而

提升部門的功能定位，甚至能轉變成 為公司

的核心競爭力。因此，思考習慣與任事心態

就是成為大將的先決條件，可稱之為「將

心」；而「將心」便是我們觀察人才是否為

「將才」或是 潛力人才的重要指標。

若將層層人員「職」與「心」是否匹配，

作為一個檢視的角度，約略可得到下列矩

陣：

解。

管理，必須是結合不同的觀念而形成一

套完整的體系，絕非單單一個觀 念就能全面

應用在不同的範疇；不同的行業特性，不同

的社會文化背景，適用的管理體系也有所差

異。管理之所以可稱為 一種「藝術」，便是

在於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背景，該把

哪一種管理觀念發揮到何種程度的掌握上，

管理火候的差別也在於此。就像藝 術家刻畫

一件作品的過程，在既有的素材當中，選取

不同的成分組成，以不同的份量來調和不同

的元素，因而賦予了作品生命一般，管 理的

藝術也在於此。

不同管理觀念在運用程度的拿捏上，必

須是基於當時、當地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

企業本身的經營特性與當下的 發

展階段，經過通盤而完整的考量

之後，尋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尺

度，絕非囫圇吞棗地全盤移植。

也就是說，該應用哪些管 理觀

念？該將每一種管理觀念各自發

揮幾分效用？端視經營管理者基

於當時的實際需求，透過本身的

智慧，在自然的方式下達到最 佳

的平衡點。如果一味地要將某一種思想理論

強加套用在本身的企業管理上，文化的衝

突、適應的不良等種種後遺症，很可能隨即

產生。

要避免上述盲點，真正吸收到現代管理

哲學的精髓並充分應用發揮，僅僅只是瞭解

管理思 想的學理是不夠地，還必須深究其理

論背後的緣由。

如上表，一個「心大於職」的人員，必

在實務運作上，國內企業常因未能洞悉中西

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在 導入西方管理思

想時，感到有些施展不開的遺憾；或是管理

者為了遷就本土社會的文化習性，卻或多或

少地扭曲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本質，或因無法

將西方思想融入本土而造成實行效果不彰，

甚至讓部分管理者誤以為，西方的 管理思想

不適用於國內。這其中，著實存在著不少誤



alumni-voive.nctu.edu.tw  交大友聲 440期100

思園專欄思園專欄思園專欄思園專欄思園專欄

任何一套思想的形成，都是以當時的時

空背景為土壤，其下的社會文化做養分，絕

非憑空而 來。每一位管理大師的思想在形塑

過程中，也都有其親身經歷的實務體驗，同

時，其出身背景、成長歷程也都會影響其思

考問題的 角度，以及特別著重的面向。在這

種情況下，單單只是瞭解管理哲學的理論是

不足夠地，還必須從理論形塑過程所處的社

會 文化背景，深度汲取其精神。唯有掌握住

理論背後的精神，才能在應用管理哲學於實

際的企業經營，或是將西方思想移植 到本土

企業時，真正掌握原意，做出最有效的發

揮；在融入當前時空環境的時候，也不至於

因為物換星移而扭曲失真，應用起來才能得

心應 手，靈活應變。只有這種移植方式，才

會是有「生命」的移植。

由此觀之，任何一套管理哲學，如果只

從表面的理論去瞭解，則隨著時間、空間的

轉換，很可能流於空泛。但如果 能將其思想

的根源一起掌握住，那麼，每一位大師的思

想都是歷久彌新，存在永恆的價值。(本文選

自「聯強EMBA」)。

特別致謝：

感謝聯強國際集團與杜書伍學長，基於

知識分享是提升國家社會知識水平與分享風

氣的理念，同意將聯強內部教育訓練教材

「聯強EMBA」相關文章，授權「交大友聲」

雜誌刊登。

杜書伍

出生於教師家庭，爺爺為他命名，期

許他能「與書為伍」。

畢業於建國中學、交通大學計算與控

制系 63級。

1976年加入神通電腦，推動台灣第
一顆微處理器；30歲升任集團子公司總
經理；34 歲晉升集團總管理處副總經
理，現任聯強國際總裁。

聯強國際年營收超過五千億元，為亞

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通路集團。

杜書伍表示，他在上大學的第一天，

就在想未來的出路，所以，在大學期間，

他修了很多其他科系的課，為未來做準

備。猜一猜，他就讀交大時，修了多少學

分？答案是：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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