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倒部门的“墙”

——让跨部门沟通更有效

◎陈琼英

在工作中，大家肯定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认为十万火急的事，到了其他部

门口中，竟然成了“芝麻绿豆大的事”；原本应该合作解决的问题，到了跨部门

会议上，又沦为“各弹各的调”，找不到共识；许多事情并不复杂，但同事相互

之间沟通不畅，以至于要搬出上司，甚至是上司的上司来协调,绕了大大的圈子，

走了长长的弯路，耽误了你我他的宝贵时间……职场里，跨部门沟通不良的问题

比比皆是。据统计，员工和中层人员花在内部沟通的时间大约占其工作时间的

40%-50%，而对于高层主管，这个比率会更高。因此，推倒部门间这堵无形的“墙”，

将成为我们高效工作的重要前提。

还记得若干年前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领导安排我组织各部门相关员工代

表公司参加上级集团举办的知识竞赛，那时我初出茅庐，一心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也没多做准备，就直接与各部门负责人沟通，结果业务部门都以工作繁忙为由直

接回绝。代表公司参与竞赛，为公司争荣誉是各部门的义务，为什么业务的人就

不主动不配合呢？

事后我仔细琢磨才发现，我那样去沟通，结果是必定的。第一我当时的职位

比业务部门负责人低，位置决定话语权；第二我年资尚浅，根基不稳，影响力不

够；第三我们组织员工参加竞赛的出发点是完成例行工作，而没有考虑业务部门

的诉求。面对同样一件事，做什么，怎么做？每个人的认知都不一样，每个人的

性格、经验、背景和出发点不同，沟通时产生分歧是很正常的。缺乏沟通经验、

职位不对等、权责不清、不是对方所想、本位主义、缺乏主动性等无形中加固了

“部门墙”。



所以问题来了，如何推倒“部门墙”，让跨部门沟通协作更有效？

（一）有备而去

在跟同事讨论事情之前，先把一些基本问题想清楚，不要毫无准备就去，否

则很可能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希望对方帮我做什么事？他会要求我做什么？

如果对方不同意我提出来的做法，有没有其它选择方案？如果双方没共识，我会

有什么后果？对方又会有什么后果？想清楚这些问题再去沟通，至少不至于“把

天聊死”。

（二）换位思考

如果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说自己要做的事，对方听到一定会先想这事跟

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一旦判断对他自己没好处，你想想他会怎样？

至少是持怀疑和观望的心态吧，更有的会拒绝。“这么做，对部门的业绩有帮助

吗？”“如果我是他，会接受这种做法吗？”“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跨部门

换位思考法能将误解或沟通频率不搭的机率降到最低。此外，频繁的互动有助于

建立彼此的熟识度，让我们更容易设身处地想问题。因此，时不时地跟其他部门

的同事吃吃饭、聊聊天，有好无坏。

（三）开诚布公

我们面对的是必须长期共事的同事，因此，凡事以诚实为上策，最忌欺骗、

隐瞒事实，破坏信任关系。部门间一旦缺乏信任感，会加重彼此的防御心，沟通

时就会有所保留，甚至隐藏一些重要信息。相反的，互信会让双方在沟通时打开

心防，他们会明白说出自己的需求与考虑，并且提高合作意愿，共同解决问题。

（四）多项选择

进行跨部门协商时，我们不要执着在单一做法上，而是开发多元选项，让对

方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专家分析，多元选项能让选择不再“非黑即白”，沟通对



象有较大的弹性调整自己的支持度，也可以轻易变换立场，不觉得有失颜面，因

此能够降低沟通时的人际冲突。

（五）尊重权力

每个主管领导都是各自管辖范围内最有权力的决策者，而他们也期待别人尊

重他的这种权力。因此，当我们在进行横向沟通时，一定要挑对对象。举例来说，

项目营销中心马上要对外开放了，但是 IT 部门的硬件软件设备调试还迟迟未完

成。这时，不要心急地马上跑去找 IT 助理，应该去找他的主管领导进行协调，

会更有助于推动工作的进展。另外，跨部门沟通时也要注意彼此位阶的对等关系，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六）善用幽默

幽默可以做为沟通时的缓冲剂，也可视为一种防御机制。当我们必须呈现可

能会触犯到他人的事实，或是要沟通棘手讯息时，以轻松或幽默的方式来传达，

比较能保留对方的面子，也有助于正面的沟通。小小幽默有时可以化解大大尴尬，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最后，我想提一点：跨部门沟通，难免会发生扯皮。所以，日常沟通最好用

书面方式，首选邮件，微信尽量文字，少语音等等。文字可以保存事情原委，若

上层寻找问题时，可以找出矛盾点及时有效地沟通，可以避免一系列工作误会，

推动工作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