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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二十一世紀的核心知識— 

「團隊管理立即上手」讀後感 

 廖靜如 

(雲林稅捐稽徵處) 

 

在這本書的封面，寫著這麼一段文字--「聰明的經營方式，能激發出現有人力

的最大潛能；完善的管理寶典，能導引出團隊合作的最佳策略；成功企業必須掌握

訣竅，使員工透過團隊激發出更高的成效！」--我覺得它不只是此書的最佳解讀，

更點出了團隊管理的最高境界。 

其實團隊合作不只是一種理想，更是未來企業的發展主軸。因為目前企業環境

變化快速，需要各種不同的人才，你再也不可能只靠著一人的力量打天下，而是必

須集合不同領域的人才共同奮鬥。但是要找什麼樣的人，要如何用人，要組成什麼

樣的團隊，什麼的情況該組囿隊，組成團隊之後會面臨怎樣的困境⋯，在此書中它

一一探討並加以分析，儼然是團隊管理的教戰守策。細細閱讀，可以讓對團隊合作

有興趣的人能少走許多冤枉路，更能從其中得到不少有用的訊息。 

那什麼是團隊合作呢？書中是這麼定義的：團隊合作，指的不只是一群員工一

起工作，而是隊友們要互助；不只是做事，而是要做得更好，更輕鬆，更有效率。

因為團隊成員不是散沙，是運用各人的長處而使得問題得以圓滿而快速的解決，不

只是虛應故事而已。而關於團隊合作，我倒想起一部十幾年最愛看的影片—虎膽妙

算，可說是團隊合作的最佳表率。劇中的五名主角--龍頭、易容及語言專家千面、

美麗的女設計師藍凱巴絲、拳腳功夫的高手和電子科技專家鬼才，他們有著過人的

膽識，出神入化的功夫。但他們並不孤芳自賞，卻透過彼此合作，擅用彼此優點的

方式，以先進的秘密武器及電子器材為工具，在世界各地偵察非法集團的動態，想

辦法找出他們的犯罪證據，將其繩之以法，順利達成任務，也解除了不少危機，讓

人看了大呼過癮！ 

而團隊合作說來簡單，但是執行起來可不那麼輕鬆。而我覺得團隊合作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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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第一件事就是先界定其目標及地位，這就好像將軍要出兵打戰，總要師出有名，

否則下屬不知為何而戰，那仗怎麼打呢？因此書中就提到：任務愈複雜，就愈適合

指派給團隊負責。因為特殊的案件才需要有不同領域的人加入，以激盪出最佳的解

決方案。由此可知團隊的位階不可以太低，否則每個主管都有權干涉，團隊成員要

聽誰的呢？而且是特殊的案件才需要組成團隊，千萬不要每件事都組成團隊，以為

這樣就跟的上時代了，到頭來反而浪費人力、物力，剛好適得其反！ 

界定好團隊的目標及地位之後，再來要考慮的就是團隊成員了。我一直認為

「人」是團隊合作是否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因為只要人找對了，事情就成功一半了。

所有的制度，所有的規定，不過是輔佐工具罷了，重點是團隊成員是否用心，是否

願意同心協力來解決問題。如果是，即使制度不完善，規定有漏洞，他們還是會如

期完成，甚至會出乎主管的意料之外；但若只是為了達到團隊合作的假象，那即使

制度和規定定的再完善，找的成員根本只是急就章，那結果可想而知。其實我覺得

這大概是目前許多公司的通病。因為公司不重視文化，只強調管理，不管員工的想

法，一味以結果代替過程，結果反而在無形中浪費更多的成本。 

前陣子讀了一本「海爾中國造」，讓我感觸很深，我覺得那是團隊合作，團隊

管理的最佳典範。因為公司的領導者--張瑞敏覺得：員工為企業源頭活水，如果源

頭(員工)不冒水，那大河(企業)肯定就乾枯了。因此他認為只有將每個員工的積極

性激發出來，成為噴湧的源頭，企業才會充滿活力。而海爾也一直倡導並不斷強化

自主管理，給員工一塊屬於自己的天地。就因為公司重視每個人的意見和創意，因

此海爾各企業員工的革新發明層出不窮。他們主動組成一個個的團隊，透過不斷的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而讓公司的業績蒸蒸日上。如書中曾舉過一個例子：工人蔡

永利發現成品庫與冰箱二廠箱體發泡僅一壁之隔，冬天寒風老往發泡工場鑽，影響

發泡品質，很多人都在動腦筋，但就是找不到滿意的辦法。蔡永利去那裡轉了幾圈，

就有了點子：加幾道熱風屏，便將發泡、成品庫與外界隔開了⋯。這樣的情況正符

合書中所說的—成功的團隊會不斷的評估產出和溝通過程，改善溝通形式，進而找

出最佳的解決方式。其實從海爾的員工身上，我看到團隊合作成功的契機。因為員

工都能自動自發，擅用自己的經驗和創意，所以許多小細節都被一一找出來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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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增進了工作的效率，也為公司節省不少成本。 

雖然透過團隊合作，可以激發出現有人力的最大潛能，但團隊合作真能如此神

奇，達成公司的期待？喔，當然不！因此在此書中它就提出許多團隊合作會遇到的

陷阱，如傾倒、捨低就高、讀我的心、遲疑、試試看，你會喜歡的。舉例來說：當

管理階層開始嘗試團隊合作，即將原屬管理所有的重責大任都交給團隊去管，這就

是傾倒，結果呢？團隊成員無法負荷管理階層的期待；又如「捨低就高」，管理階

層的目標很遠大，但團隊成員卻對要如何自我管理有著濃濃的不確定感，因此當想

像團隊合作和實際達成的效果相差十萬八千里時，結果管理階層因此產生「遲疑」，

不知是否還要推動團隊合作⋯。 

其實這樣說好了，團隊合作是不錯的想法，但對成員來說，參加團隊合作到底

有什麼好處；而多了更多的責任和工作，是否有合理的回饋或許才是他們關心的焦

點。因為沒有人會無怨無悔去承擔更多的責任，除非他能獲得合理的報酬，不是嗎？

如果只是因為能力突出，就被分派任務，短期間或許還能接受，但長久以往必會產

生反彈，團隊合作到最後必會成為空談，而這也是意欲推動團隊合作必要考慮的因

素。因為只有目標明確，賞酬合理，才能讓團隊成員無後顧之憂的向前邁進，也才

能真正達到團隊管理的目標。 

「要和團隊合作的根本技巧，就是說明規則，讓他們有必要的技能準備，然後

放手讓他們去做，必要時從旁指導而已」這段話或許可說是團隊管理的最佳註解。

因為團隊合作不可能一蹴可幾，它就像學習曲線，剛開始時需要有時間讓團隊成員

學習如何運作團隊，這時候管理者不需要介入，而只是在旁指導、協助而已。千萬

不要貪快，干涉團隊的運作，反而得不償失！而且凡事都有第一次，從錯誤中學習

的經驗會讓團員印象深刻。如果管理者因為團隊有些小小的挫折，就想要接手管

理，甚至放棄，則團隊合作永遠沒有成功的機會。除此之外，維持和支持一個活躍

的工作輪替制度也是讓團隊合作更加有效率的方法。因為透過這樣的機制，可以讓

團員的職務常常更換，促進跨領域的訓練，減少沈悶，有助於團員平衡喜歡和不喜

歡的工作，並且了解他人的工作內容，進而發現問題產生的原因，使得團隊合作能

達到應有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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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爾中國造」這本書曾經提到--優秀領導人應當善於挑選贊成、支援、篤

信他們所確定的方向且能發揮作用的夥伴，促使追隨者就企業的遠景目標達成共

識，並願意努力完成此一理想。而什麼樣的領導是最佳領導呢？「就是領導者能夠

讓下屬在沒有領導的時候仍然正常工作」張瑞敏如此說道，從此段話也點出了團隊

管理是否得當也是團隊合作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為一個成功的團隊管理者必須扮演

好六大角色：協調團隊活動、對問題或抉擇的建議、提供資源、指導如何解決問題、

協助執行、給予正式與非正式的肯定，也就是說能讓團員在無後顧之憂下，全心全

意解決面臨的難題，並能以有形和無形的鼓勵讓團隊成員更關注在他們的工作上。 

這本書不只是一本書而已。它應該被界定為工具書，適合欲嘗試團隊合作的管

理者仔細研讀。因為它把一些推動團隊合作時會產生的問題、管理者與團隊成員之

間思考與關注的落差⋯等等問題都一一點出來，讓人看了心有戚戚焉。不只如此，

作者並就這些問題加以分析並提供解決方案，提供有心人一條明路，不用多走冤枉

路。如果對「團隊合作」的議題，不妨看看此書吧！或許你會發現新大陸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