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c. 2010 99

思園專欄思園專欄思園專欄思園專欄思園專欄

屋漏偏逢連夜雨？
文：杜書伍(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執行長)

【聯強 EMBA】連載

「屋漏偏逢連夜雨」，一般人的感覺是倒

楣、無辜，認為在雨天又恰好碰上屋頂漏

水，於是才出了問題。然而，這樣的想法卻

帶著推卸責任的意味。事實上，屋頂的破洞

早已存在，只不過，「屋漏」在未下雨的時

候並不容易被發覺出來。也就是說，問題早

已存在，但是並未被發覺，一旦遇到特定的

事件而整個爆發出來，並產生很大的後果

時，卻不去追究原因，反而怪罪於時運不

濟，所以說是推卸責任。

八掌溪事件表面上看似意外事件，四名

工人站在湍急溪水中，無助地等待救援。軍

方與警方的直昇機都

有不同的理由無法前

往救援，儘管消防人

員到了現場，偏偏救

難器材不是忘了帶，

就是故障、不會操

作。但仔細來看，事

件的層層環節都顯示

政府的運作體系出了問題，但問題並非事件

當天才湊巧發生，而是政府的運作體系原本

就已千瘡百孔。那麼，從這個事件可以反映

出哪些問題，並且讓公司在平常運作當中，

可以引以為戒的呢？

首先，是待命單位的管理問題，這又可

以從人員的管理與裝備的管理兩方面來看。

就人的部分而言，許多必須隨時待命的單

位，例如救難單位，在平時並沒有固定的事

情可做，這種狀況很容易造成人員的鬆懈，

或是趁機做出逾越規範的行為。這也是待命

單位常常是組織管理死角的原因。因此，其

管理的重點在於不能讓待命單位是處於無所

事事的狀態下待命，而必須創造出一些平時

可做，且一有狀況發生時，又立即可以放下

手的事情來。

再就裝備方面來看，有些裝備在平時的

使用率相當低，一旦要派上用場卻又都是緊

急狀況，救難裝

備便具有這種性

質。這一類的裝

備平時同樣是處

在待命狀態，但

待命不表示可任

其閒置，而必須

每日檢查其是否

可用。因此，裝備的檢查便成為待命人員日

常的重要工作。此外，在八掌溪事件中，救

難人員出現到了現場卻忘了帶裝備的現象，

則反映出缺乏標準的作業程式，或是有了作

業程式但人員並未嚴格遵守。

就此而言，主管必須讓部門隨時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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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機動的狀態，絕對不要假設一切都不

會有問題，也不要認為裝備此時可用，便永

遠不會故障，而疏於維護管理。等到問題爆

發才歸咎於「屋漏偏逢連夜雨」，是不夠格

的主管說的話。

另一個值得探究的是運作流程的管制與

效率的問題。事件當中，救難直昇機起飛必

須先經由總部高層核准，在聯繫過程中耽誤

了救難的時效。此一管制的背後有其原因。

在組織當中，經常會出現「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的現象，直接掌控某項公務資源者，

卻基於私人的目的而任意動用。為了防止這

項流弊，在管理機制上只好統由總部來核准

控管。

管制的目的是為了防弊，但如果對於人

員的基本動作未徹底要求，基層未嚴守一定

的紀律，那麼，管制的關卡勢必得拉長，並

因此造成效率低落。所以，必須對於絕對禁

止的行為，先徹底要求之後，再做到管制，

否則，不僅管制的防弊效果有限，且容易出

現因為層層管制而導致效率低落的情形。就

企業運作而言，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款項

的動用必須經過「雙簽」核准，避免僅由單

獨一人便能決定動用一筆款項，這是最基本

的管制措施。但如果組織成員的誠實度很

低，恐怕「雙簽」還不夠，而必須增加管制

的關卡，運作效率便大受影響。

八掌溪事件當中，海鷗部隊未出動的說

詞之一，是直昇機在晚間不能執行救援任

務，這是此一事件值得省思的第三個問題，

亦即官僚體系的弊病。官僚體系最大的特

點，在於層層官員都耗費太多時間與精力在

思索保住官位的問題，於是，對於擁有的設

備，最先想到的是不能毀損，否則，上級追

究下來，可能官位不保，至於配發設備的真

正目的為何？反在其次。這種過於要求設備

不能損壞的心態，是官僚體系所導致的一個

管理上的偏頗。

組織如果不經妥善的管理，其組織氣候

便會持續不佳，官僚化便是一例。運作出現

狀況的原因，有時並非制度設計不當，而是

人的問題。如果用的人不對，空有再好的制

度也是枉然，因此，管理也必須從人開始，

先使其有正確的觀念，組織起來才能發揮作

用。

對聯強而言，今日的種種情景，無論是

有形的運作機制或無形的企業文化，均非憑

空而來，而是經過長年經營才有的成果，也

必須透過持續的經營才得以保持，否則，現

在的企業文化也可能逐漸變化、消失，而回

復到原始的狀態。然而，公司內部的主管與

同仁卻可能因為習慣於現有的組織氣候與企

業文化，誤以為一切存在都是理所當然的

事，忽略了持續經營的重要性。這是所有主

管必須特別注意的事情。

管理者最重要的功用之一，便是在承平

時期特別注意是否已有問題開始萌生，防微

杜漸，如果等到問題爆發出來才發現，一切

均已太遲。一名好的管理者，絕不會用付出

慘痛代價的方式去發現問題，否則，便不需

要管理了！

(本文取材自「聯強EMBA」，為聯強國
際集團內部管理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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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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歲升任集團子公司總經

理；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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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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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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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約
各位學長，大家好：

您有多久沒有坐下來，整

理思緒，寫點東西呢？

友聲竭誠歡迎您的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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