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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习近平总书记有本著作，名字叫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书中

大力倡导实干、干实。有媒体统计，李克强总理近期说的最频繁的热

词，就是“抓落实”，2014 年 5 月 30 日，李克强总理更是痛批某些机

构和领导干部“尸位素餐”，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笔者

应邀到很多中央、地方机关和各类企业讲课，政府领导和企业董事长

们，点题最多的，就是实干、责任意识、执行力、敬业等话题。

2013 年末，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在官方网站（Gallup.com）上发

布了“2013 全球雇员敬业度调查报告”（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 

Report 2013）。报告指出：

全球员工的敬业比例仅为 13%

全球大部分员工“不够敬业”甚至“消极怠工”，他

们对工作漠不关心，也不可能干出成效。

关注中国

仅有 6% 的中国员工敬业—在全球属最低。在未

来数年，中国要过渡成为消费经济体，国内企业需要高

度敬业的员工来吸引和留住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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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甫出，国内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质疑盖洛普调查数据的真实

性，认为中国是一个勤奋的民族，试问世界上有哪个民族不认为自己

优秀勤奋呢？

对此，国内专家的观点是“勤劳辛苦”不等于“敬业”。《南方都

市报》采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方长春，他认为该调查结果“非

常有可能”，目前就业压力大，个人自主择业余地小，因此职业认同度

低，投入工作的热情程度也不高。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魏淑

娟则认为，“调查结果比较真实地表达了中国就业者的心态”，敬业不

等于辛苦，“如果把工作当作饭碗，就很难敬业”。

我们都知道敬业的员工会为单位干出成绩，而消极怠工的人则会破

坏敬业者的工作成果。不敬业，如何干出事业？不干出事业，如何实

现个人价值，提升组织价值，创造社会价值，从而托起“中国梦”？

敬业，是对每位职场人士的要求。在本书中，笔者为敬业二字找

到一个落脚点—干事业 ! 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的

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事实的确如此。

在本书中，笔者系统阐述了干事业的方法，致力于打造事业型的个人、

团队和组织。愿我们的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和骨干员工能

从阅读中受益，把今天的努力干事变成明天丰硕的事业成果。

	 	 	 	 	 	 			路大虎

2014 年 6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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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者上，庸者下；成者王，败者寇。

—大政大商时代的干事法则

干部就是“干事”

曾听过一位杰出企业家的演讲，他说：

有四种猫：第一种猫只抓老鼠不偷鱼，

	 第二种猫既抓老鼠也偷鱼，

	 第三种猫不抓老鼠也不偷鱼，

	 第四种猫不抓老鼠只偷鱼。

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在单位里，也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干事

又遵守制度，第二种人干事但时常破坏制度，第三种人遵守制度但不

干事，第四种人不干事还尽惹事。”单位最需要的是第一种人，所以他

一直致力于寻找最好的员工，淘汰第三和第四种员工。

无论打造竞争力企业还是服务型政府，我们的干部队伍都是中流砥

柱。要清楚干部的“干”是带领大家干事！不干，没有事业，也就没

有干部存在的必要。

无论任何企业、单位，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基业常青，都得加强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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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队伍建设，强化干事方法培训，此已刻不容缓。

打造“有本事”的个人、团队和组织

事业决定未来一切，关系个人沉浮和民族兴衰。可我们面对的是一

个不容乐观的现实：很多人不干事、尽出事、还惹事。试问，这样的

人如何给单位创造价值，又如何托起关乎每个人的“中国梦”？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

略部署，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并作出决定。在未来岁

月，这些改革措施将开创一个新时代，涌现无数新机遇。我们的党员

干部队伍和企业工作人员要在新形势下抓住契机，解放思想，求实创

新，勇于突破，争取干出事业新天地。

笔者提倡掀起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干事风暴，不仅有干事的雄心，

还要掌握干法，有目标、有计划、有提醒、有紧迫感地去干。现在把

这套方法总结为“干事十二法则”：

法则一：想干事

想干是干出一切事业的基础；不想，半点事业都没有。提倡大家不

为饭碗工作，打破“猪栏理想”，找到支撑自己干事业的“精神钙质”。

法则二：敢干事  

心不大，事业别想大；不敢行动，事业终落空。提倡大家修炼胆

识，拿出胆略，放开胆量，迈出干事业的第一步。

法则三：不怕事

“怕”是一种“精神短路”，怕操心就是缺乏责任心，怕出头就是缩

头。提倡大家鼓起勇气，突破“怕”的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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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四：勇担事

做“天塌下来我顶着”的高个子，不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

精神矮子。提倡大家改造自己，对自己“狠”一点。成功，很多时候

都是逼出来的！

法则五：能干事

修炼干事业的能力，拒绝混日子。提倡大家多折腾、历练，干好本

行，开阔眼界，增强心智。

法则六：善谋事

只为干事找方法，不为失职找借口。提倡大家想清楚、说清楚、干

清楚，并得到清清楚楚的结果。

法则七：会干事

一流谋划更需要一流执行力。提倡大家拿出“钉钉子精神”，把大

目标分解落实，持之以恒，冲刺成功。

法则八：会共事

以一当十不难，难的是以十当一。提倡大家拿出第一职业精神—

团队精神，加强沟通协调，增进共事协作，厘清竞争联合，共创事业

成果。

法则九：干对事

实事求是，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提倡大家把努力

指向正确之事，不盲干、蛮干，顺应客观情况，干到点子上，忙到关

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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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十：干成事

不怕事情小，就怕境界低。提倡大家提高要求，放低姿态，力争第

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工作零缺陷。

法则十一：不出事

做大事小心，做小事细心。建议大家不碰触“底线”，不越过“高

压线”，提前计划以应对变化。

法则十二：善补事

出事不可怕，不敢承担、不会息事最可怕。提倡大家炼就化负为正

的本领，力挽狂澜，扭转败局，并随着环境变化不断升级干事方法。

图：干事法则鱼形图

说明 :

1.“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是“干成事”的三个核心环节，

可简称为“想不想”“敢不敢”“会不会”。

2.“不怕事”“勇担事”加持助力“敢干事”；“能干事”“善谋

事”“会共事”“干对事”加持助力“会干事”；“不出事”“善补事”加

持助力“干成事”。

不怕事
善谋事

能干事

不出事

干成事

善补事

干对事
会共事

勇担事

想干事 敢干事 会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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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干事法则鱼形图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组织：对于前者，解决

心态、胆识、能力、成果等问题；对于后者，解决组织文化塑造、组

织能力培养、组织执行力提升和组织效能改进等问题。

4. 鱼在我国有“丰裕”之意，此图预示“事业成就丰裕”—一切

美好的明天都是干出来的！

这十二条法则从心态、精神、动力、文化和制度、行为等层面阐述

了干事业的方法，系统性强，指导你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

胆识体现在“敢干事”上，把能力展现在“会干事”上，把目标落实

在“干成事”上，为单位创造价值，同时也实现人生价值。

在企业界，有一种“末日管理法”，要求员工把每一天当作生命的

最后一天，抓紧工作，干出实效。史蒂夫·乔布斯在演讲时亦说：“我

无意做个躺在坟墓里的富翁，我只想每天上床睡觉前告诉自己，今天

我们作出了什么精彩成果。”

不论你是企业职员、公务员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想实现精彩有

为的人生，就必须掌握干事的方法，拿出末日催促般的干事精神，从

我干起，打造干事型的个人、团队和组织，干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路大虎

2014 年 6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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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想干事

只为饭碗工作，干事业是空想

在 任 何 组 织 中， 都 必 须 改 造“ 饭 碗 型 ” 人， 培

养“事业型”人，这是激发组织活力、干出事业的先决

条件。

◇ 干工作不等于干事业

走入社会工作，有的人是为了解决就业，有的人是为了寻找职业，

有的人则是为了开创事业。就业解决吃饭问题，职业解决社会角色问

题，事业则解决人生价值问题。

追求就业的人多认为自己是替老板打工，目的是换取薪酬、养家糊

口。追求职业的人更注重专业能力的打造，让自己一辈子捧牢、捧久、

捧好饭碗。追求事业的人是在单位的平台上成长进步，实现个人价值，

创造社会价值，他们不以金钱为工作目的，期望获得金钱之上的报偿。

与一位企业家朋友交谈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好人才是免费的。”为何这么说？因为好人才是来干事业的，

与他创造的价值相比，他拿到的薪酬哪怕不菲也不值一提。

与之相比，坏人才则是代价高昂的。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曾问一名员工：“如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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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干事　第一章

付给你 1000 元，你打算做多少事？”“公司付 1000 元，我就

做 1000 元的事。”

松下幸之助听后，沉思半晌，神情严肃地说：“若是这

样，那只好开除你，因为这样一来公司就没有利润了。”			

斤斤计较于拿一分钱干一分活无异于武侠小说中的自绝经脉，想以

此炼就盖世神功只有三个字—“不可能”！那么，哪类人群最爱计较

薪酬的多少呢？为饭碗而工作的人。既然盯住饭碗，就非常在意碗中

的多和少。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个奇怪的悖论：“欲求之，不得之；不

求之，反得之。”一心盯住薪酬工作反得不到高薪，不为金钱工作反能

获得高薪的青睐。

请问你工作时心中装的是“饭碗”还是“事业”？选择前者往往意

味着虽天天按时上下班，但不会在工作中投入全部热情和智慧；选择

后者则意味着你会主动、热情、创造性地投入工作，干出对团队、单

位和社会有意义的事业。

◇ 干事的方法：从“饭碗型”人转变为“事业型”人

1. 不把工作当负担

四川省泸州市 28 岁的某镇副镇长申请辞职。在接受《新

京报》采访时，他坦言：“辞去职务主要基于两点：基层工作

事务繁杂，压力很大、很辛苦，短时期内难以看到成效，光

凭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什么；另一方面收入很低，我的工资仅

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 6 年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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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否定他的选择。但可以看出一点：他是在干工作而非干事

业。干工作让人感到厌倦，干事业让人感到兴奋；干工作使人感到压

力，干事业使人充满动力；干工作让人计较报酬，干事业让人明白财

富不等于金钱而在于个人成长；干工作使人寻求退路，干事业使人寻

找出路……简言之，你要清楚自己要的是一个饭碗还是一份事业。

在“饭碗型”人眼里，工作是不得不做的事。抱着这种思想，哪

怕没有怨言，也提不起干事精神，长此以往会变成工作的奴隶而非主

人。其实，每个行业都苦乐兼具，干好干坏，关键在于个人心态的转

变—哪怕你做不到热爱工作，最起码不要厌恶；在此基础上尝试放

下成见，埋头去做，培养感情，慢慢地从“干一行，恨一行”变为

“干一行，爱一行”。

2. 从“二线”走到“一线”

笔者近来去某市，发现开车和过马路变得轻松多了，原

来该市出台了一系列交通治理措施，并于每个交通路口安排

交警指挥，在交通高峰期还增加警力。询问一位在该市交通

局担任领导的朋友：以前没见到这么多交警，是不是聘用了

大量协警？他说不是，人员数量跟以前相仿，不过编制内的

交警都上街执勤了。

现在，很多地方出现公务员“贵族化”的现象，干部不愿“下沉”

从事一线服务，或者年纪轻轻就退居“二线”，基本上不再关心工作，

造成人才浪费和短缺。在一些企业中也存在这种现象：把苦活、累活

和伤脑筋的活都外包出去，自己只需点头验收就行了，长此以往会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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