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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治”的授权，让管理工作更轻松

◎李碧嫦

在老子的《道德经》里，老子提倡“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

按照自然界的“无为”的规律办事，用“无为”的手段达到有为的目的。听起来

有些拗口，我所理解的其实质就是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在应该做的事情上尽力做好，在不应该做的事情要尊重规律，不要越俎代庖。

4月学习了公司组织的《管理者的有效授权技巧》这门课，学完颇有感受，

里面讲述管理者经常会遇到的授权问题的处理，和老子提倡“无为而治”有异曲

同工之妙。我们很多管理者尤其是初做管理者时，很容易因为不懂如何有效授权，

把自己和下属都弄的焦头烂额，到最后，自己忙的要死不说，还落的个工作没推

进，下属没进步，团队一盘散沙的骂名，甚至面临自己被迫离开管理岗位的风险。

《管理者的有效授权技巧》课程分五节内容来讲解有关授权的内容，其中在“管

理者有效授权必备五要素”让我收获最大。“管理者有效授权必备五要素”分别

为开放、信任、支持、激励、反馈。下面结合课程所学，及自己的工作实践，谈

谈如何通过有效授权，让管理工作更轻松。

⊙ 开放

对于授权，很多管理者会存在比较多的担忧，比如没有合适的授权人选，不

自信，担心地位受到威胁，又或者担心授权后对工作失去知情权，导致对工作失

去控制，又或者不信任下属，假想下属的工作效率肯定不高。这些担忧主要是基

于管理者忘记了自己的主要职责是沟通协调的功能而非凡事亲力亲为。作为管理

者，我们要持开放的心态，克服心理的障碍，对自己的能力和在公司的地位充满

信心，只要工作上把握得当，有的放矢，信任下属，其实工作是能够得到高效有

序进行的。工作了十几年，我仍清晰记得初入职场，总经理在新员工入职培训开

课前的讲话里说的话：“相信在座的各位，日后都将成为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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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走多高，多远，取决于你是否不断培养出了可以取代你的接班人。机会来了，

如果有人接班，你将往上走，如果没人接班，对不起，说明这个岗位很需要你了，

你继续留在原地”。这番话，现在想来，也许就是对授权，对下属培养要保持开

发心态最好的说明。

⊙ 信任

既授之，则信之。管理者要做到用人不疑，并拥有一个容忍下属犯错的宽广

胸怀，只有这样才能使下属在心理上，感情上和行动上，与管理者建立起交融与

共的协作关系。在工作上出了差错，犯错的人本身内心就会内疚不安，这个时候，

作为管理者应该首先倾听下属解释，和下属一同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找到解

决问题的办法，改善工作。而不是一出现问题就觉得他不行，并且马上将他没做

好的工作拿过来自己解决掉或给别的同事做，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出现的问题，

就要鼓励他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他才会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 支持

“这项工作全权交给你，你大胆做，需要什么资源，遇到解决不了的困

难随时找我”，这也许是在工作中上司对我们所说的话中，最能让我们充满力量

的话了。把工作授权给下属，除了充分的信任，还需要让他知道，作为他的上司，

能给他支持，让他没有后顾之后，能大胆和安心的开展工作。

⊙ 激励

有针对性的激励能更好激发下属的工作热情，究竟是用物质层面的激励

还是精神层面的激励？又或者二者结合起来？个人认为，要基于我们对下属的了

解进行激励，在恰当的时候运用，不过于频繁夸张，但也不能没有。精神激励可

以常常用，上司一句肯定的话，一个鼓励的拍拍肩，一个赞许的笑容或点赞，都

能让下属心里暖上一段时间，这是成本低且见效快的激励方式，在适当的时候配

合物质激励则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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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馈

及时反馈，是授权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方式，工作授权给下属，并非撒手

不管，一方面是自己需在关键节点了解工作处理进度，如有问题，及时将意见反

馈下属，另一方面也将自己通过在不同渠道了解到的信息及时反馈下属，为其解

决问题提供更多有用是信息，以便于让工作在不偏离方向和重心的情况下推进。

管理是一门艺术，授权则是管理艺术中的一颗明珠，恰当使用它能让你工作

得心应手，专心应对属于你需要全力处理的工作。管理工作中我们需要做到有所

为和有所不为，在“为”的地方专心致志，重拳出击，在不“为”的地方，合理

授权，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下属，成就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