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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提出执行力的概念以来，执行力就成为了理论

研究者和企业经营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如何建设企业的执行力更成为了这一问题

的研究关键。本文基于对我国企业实际的调查来研究企业执行力的问题，这与目

前该方面研究过于理论化相比，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实践推进意义。文章还

将企业文化的构造和建设理论引入执行力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理论拓展意

义。

本文充分汲取了过往执行力理论研究的思想精华，将以拉里·博西迪和拉

姆·查兰为代表的国外执行力研究理论和以余世维为代表的国内执行力研究理论

相结合，借鉴调查统计的方法，设计了企业执行力诊断和执行力认知两份问卷，

对共计45个问题进行了实际调查。执行力诊断问卷从组织、制度、文化和领导

者四个方面进行调查，该问卷不仅可以调查出企业执行力的现状，同时通过对这

四方面问题的分析，还能找出企业执行力的缺失的原因。执行力认知问卷采用半

开放和全开放式的问题对企业管理者进行调查，比较好的搜集现实企业管理者对

执行力的认知情况，以便建立适合中国企业实际的执行力建设方式。本次调研发

出问卷300分，收回有效问卷214分，共计调查39家企业的执行力情况。

基于调研结果，再引入企业文化的构造和建设理论，本文最终形成的成果共

有三个：l、初步弄清了企业执行力的内部构造，即企业执行力是由文化执行力、

组织执行力、制度执行力和行为执行力四个部分有机构成。2、分析确定了执行

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执行力的内在构成因素和企业的三大流程因素。3、建立了

一个方便实际操作的企业执行力建设体系，即执行力的创建——维护——变革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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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From the book<Execution>Chinese version publish in 2003，the execution has

become the topic that theories researcher and the leader of enterprise

together pay attention to，how constructed the execution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to even become the key of the research．This text research the

topic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execution owing to the actual inquisition

of our country business enterprise，compared with other fields，having

the certain fulfillment propulsion meaning in the researching method．The

article also leads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theories of corporate

culture into the research of the execution problem，having the certain

theories to expand the meaning．
．

This article finds some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suggestions，drawing

lessons from to investigate the covariance of method，designed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executionexamines and cognize questionnaires．It has

45 questions carry on the inquisition towards the actual enterprise．The

execution examines questionnaire examine the execu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system,culture and leadership．This questionnaire not only

can investigate a present condition of business enterprise execution，but

also can find out the reason of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execution．The execution cognition questionnaire adopts the half to ope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whole open type to business enterprise the governor

carries on the inquisition，collecting the realistic business enterprise

governor’S cognition circumstance to the execution well，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ment suit the actual execu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construction method．This investigation sends out the questionnaire 300

cents，take back the valid questionnaire 214 cent，add up tO the execution

circumstance of investigate 39 business enterprises．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and lead into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theories of corporate culture，thiS text has 3 results：

The first，fi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execution．The second，made sure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the execution．

The third，buiIt up an operation execution construction system．

Key words Execution

Questionnaire

Enterprise Culture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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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我国企业逐步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种转变

符合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我国国民生

产总值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我国企业现实面临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在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经营的

今天，面对风云突变的市场环境以及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要保持企业的快速增

长，企业必须进一步挖掘自己的竞争优势，拥有一种全新的领导理念。这种全新

的领导理念要求企业的领导者学会创造、激发和维系一个整合型的商业企业，能

够综合考虑企业的人员、战略和运营流程。

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在《执行》一书的中文版序中指出：执行是任何

企业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执行力不足是全世界企业界乃至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存

在的问题。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发展，关键取决于它的执行能力。

执行不只是那些能够完成或者不能够被完成的东西，它是一整套非常具体的行为

和技术，它们能帮助公司在任何情况下得以建立和维系自身的竞争优势。执行本

身就是--I"1学问，因为人们永远不可能通过思考而养成一种新的实践习惯，而只

能通过实践来学会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从我国企业的所面l临的发展情况来看，正如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所

说，执行是制约我国企业目前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要解决我国企业的发展问题，

就必须解决我国企业执行不足的问题。

1．1．2研究意义

执行力不足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现阶段企业经营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执行》一书中文版的问世，给中国的企业界和理论研究界

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执行”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管理话题，企业界和理论研究界

也都把“执行力”这一概念炒得火热，更有些人把2003年称为执行力之年。如

何提高企业的执行力成为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现有的执行力相关理论中，对执行力的探讨多停留在口头阶段，缺乏明确

的概念界定和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执行力之年的逝去，执行力这个管理话题却

很快降温，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执行力理论难以在企业实施，人们对执行力的研究

多停留在口头阶段，缺乏实证研究，更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文针对现有执行力研究的不足，有针对性的以中国企业管理者为对象，在

现有的执行力理论的基础上，调查企业经营管理者对的执行力的概念内涵、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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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影响因素等问题的看法，弥补执行力本土研究的薄弱之处，并增强执行力

研究对本土管理者的实践指导意义。

1．1．3主要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上的研究目标，另一类是企业

实践的目标。

本文的主要理论目标主要有：1)对执行力概念的界定和对执行力内涵的把

握；2)通过研究，提出一套完整的提高企业执行力的可行的操作方法；3)将实

证研究引进执行力的研究中，缓解执行力理论研究的不足；4)将企业文化的相

关理论引入执行力的建设的环节中。

本文的主要实践目标主要有：1)通过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实证调查，了解

我国在企业执征力认识及建设上的现状与不足；2)把执行力理论在中国本土化，

将执行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拓展，为我国企业提供一套从概念、结构到建

设的系统的执行力理论，为我国企业建设执行力做参考或指导。

1．1．4拟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界定执行力的概念，并提出一种适合我国企业经营实

际的提升执行力的系统方法。论文将结合“执行力”调查问卷的实际结果来分析在

我国企业如何构建执行力的问题。具体研究内容有三个：其一，研究执行力到底是

什么，包括执行力的概念和内涵；其二，研究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和其内在构造；其

三，研究适合我国企业经营实际的执行力的建设方式。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研究，论

文要弄清在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看来，执行力究竟是什么，它包括哪些要素，又有

哪些影响因素，将执行力这一概念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企

业经营实际的执行力的建设体系。

1．2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1．2．1 研究思路

论文的总体思路框架按照“文献综述一问卷设计～问卷调查一问卷分析一系

统构建一总结”的逻辑次序安排。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

1、对现有执行力理论的分析研究。通过对现有执行力理论的分析研究，了

解执行力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其现有的发展情况，从现有的执行力的理论中，选择

执行力基本问题调查研究的研究对象，寻找执行力问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2、调查问卷的设计、发放及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思想和研究意义就在于

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执行力的基本问题，文章将通过问卷调查研究的方法

对执行力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文章将要对调查研究方法本身进行分析和研究。该部分主要分析调查

研究的可行性，包括对调查的模式、调查对象和渠道等的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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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调查问卷的设计。根据要研究的有关执行力问题，设计出一套针对执

行力基本问题研究调查的问卷。

第三，分析调查的结果。运用统计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拟采用以下分

析方法：(1)因素分析；(2)一般统计量分析；(3)相关性分析；(4)项目分析。

3、构建执行力建设体系。根据已有的执行力理论、问卷调查的结果，再结

合管理学的思想特别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构建出适合我国企业的、具有

可操作性的执行力建设体系。

1．2．2 研究方法

与上述研究框架相适应，本文的研究方法将坚持理论分析与实际调查相结合

的原则，力求让研究结果既有理论价值，又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将主要采

用以下研究方法： ．

1、调查研究法。针对本论文的研究主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我国企

业执行力的现状，收集我国企业领导人和管理者所认同的执行力及其有效打造执

行力的建设方式，经过整理、分析、归纳，找出我国企业的执行力不足的症结所

在，并收集现实运用中有效提高执行力的方法。

2、文献研究法。搜集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将这些资料加以分析、整理、

归纳、总结，得出目前学术界认同的执行力的概念。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逐步

确定论文的研究主题，确定问卷调查的内容，并为研究主题寻找理论依据。

3、比较研究法。把目前理论界研究的建设执行力的各种方式与我国企业目

前实际运用的提升执行力的方式进行对比和分析，寻其异同，辩其优劣，取长补

短，用于本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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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执行力相关文献综述

2003年，随着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执行》一书的出版，中国的企

业界和理论研究界就掀起了一股执行力的讨论热潮，许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和参与

执行力这个管理主题的讨论，我国的许多学者和培训大师也都陆续出版了有关执

行力的专著及期刊文章，继续深入讨论执行力这个主题。

在写作此文之前，本人搜集查阅了大量的执行力文献资料，此类资料比较零

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但是经过概括和总结仍能得到一些一般性的结论，现

将这些执行力的理论发展情况总结如下：

2．1执行力概念和内涵的发展

执行这一词对管理者来说并不陌生，在传统的PDCA管理闭环系统中，执行

就是其中一部分。然而，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关注

如何做计划，如何制定战略，管理者都认为好的战略和计划才是企业取得成功的

关键。但是，在企业经营的实际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有着非常优秀的战略和计

划，甚至有些公司拥有与竞争对手相同的战略，但是同样战略的结果却依然不尽

相同，有些公司取得了成功，而有些企业走向了失败，其原因何在呢?拉里·博

西迪认为，一家公司和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双方执行的能力，执行力的

不同正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

随着《执行》一书的问世，不论是企业经营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开始意识到，

执行力正成为企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执行力的定义是什么昵?其内涵

又是怎样的呢?目前，学术界还尚无一个明确的界定，为了本文的研究，我们先

援引目前学术界有代表性的对执行力所下的定义，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通过之

后本文进行的调查问卷，得到有关执行力的具体定义。

l、PDCA管理闭环中的执行力定义。

PDCA是一个管理闭环系统，包括

规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

和行动(Action)四个环节，四者关系如

图2--1所示。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在

PDCA管理闭环中，执行仅仅是管理活 图2一l PDCA循环图

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只集中在执行这一个环节中，在其他环节中不予以体现。

在此阶段，执行就是严格按照计划实施，它是管理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

集中在实施这个管理环节中，从管理的时空上来看，执行就是从计划到结果的中

间过程。

2、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在《执行》一书中对执行力下的定义。

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通过对自己多年的企业管理及咨询实践的总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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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一书中，向人们阐述了一个全新的执行概念。在作者看来，执行并不

仅仅局限于实施这个管理环节中，而是贯穿于整个管理循环中，这种思想类似于

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是企业中的全面执行的思想。这就要求管理者和员工不仅

要严格按照战略和规划执行，还要求管理者在制定战略和规划时要具有可执行

性，现在我们看来，这一概念是更符合企业管理实践。执行被定义为是一整套非

常具体的行为和技术，是一套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采取行动的方式来实现

目标的系统流程，是--f]将战略与实际、人员与流程相结合，以实现预定目标的

学问，是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领导者职能的核心部分。

3、著名企业家对执行力的定义。

在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对执行下了新的定义之后，许多的优秀企业管

理者也对执行这一概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GE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认

为，执行就是消灭妨碍执行的官僚文化；戴尔电脑的创办人迈克尔·戴尔认为执

行力就是在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力求完美，切实执行；中国著名企业家、联想

的创始人柳传志则认为执行力就是任用会执行的人。这些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对执

行力下的定义，都与其自身的经营实践密不可分，都是他们几十年经营企业的深

刻体会，但同时也带有很深的企业个体的特征，虽不能作为对执行力的定义，但

却对明确执行力的概念起到了借鉴的作用。

虽然，不同发展阶段的执行力定义各有不同，但是随着执行力理论的发展，

执行力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在综合上述几个执行力的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执

行力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执行力是指企业领导层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可执行战略计划，各个管

理层次、各个经营单位、各个岗位的员工贯彻执行经营者制定的战略决策、方向

政策、制度措施、方案计划，以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能力。

2、执行力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如何有效的运营一个企业，它

涉及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

3、执行力的基础是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所制定的战略目标切实可行的。

4、执行力要求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从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设计企业执行方案，制定计划并加以实施。

5、执行力的培育和提高，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管理工作之上，尤其领导

的亲自参与示范将为执行力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2．2执行力的相关影响因素的总结

执行力的影响因素，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侧重。下文将总结、归纳各

类学者的观点。

1、国外学者对执行力影响因素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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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在《执行》一书中，提出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因

素主要有五点，分别为；

1)企业管理者缺乏执行力；

2)企业文化不是执行型企业文化：

3)战略缺乏可执行性，或与人员不相匹配；

4)企业人员配置达不到要求，员工缺乏执行力；

5)企业的运营流程分解不合理，不利于执行。

在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的基础上，保罗·托马斯进一步总结归纳，认

为除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提出的五大影响因素之外，还有三大因素影响着

企业执行力：

1)企业的组织结构是静态的，无法使企业保持活力； ．

2)企业的薪酬制度无法激励具有执行力的员工；

3)缺乏有效的评估。

同样，拉博·斯兰迪也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他认为的影响执行力的关键六

点：

1)战略的制定是否合理；

2)是否正确分解战略和目标；

3)运营过程中的执行力；

4)企业团队的执行能力；

5)企业的监督、预警机制；

6)企业内部的沟通。

2、国内学者对执行力影响因素的总结。

在余世维的《赢在执行》一书中，列举了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八大因素，分别

是：

1)企业管理者没有常抓不懈；

2)管理制度不严谨，朝令夕改；

3)制度本身不合理；

4)执行过程过于烦琐或囿于条款；

5)缺乏将工作分解和汇总的好方法；

6)没有人监督，也没有监督的方法；

7)培训中的浪费；

8)缺乏形成凝聚力的企业文化。

在黄超的《浅析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因素》一文中，总结了影响企业执行力的

五大要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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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正确的目标；

2)企业人员缺乏执行力；

3)员工缺乏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4)企业的组织流程不符合企业的经营要求；

5)企业的激励方式无法有效激励。

在方征的《提升企业的执行力》一文中，指出了以下五点企业执行力影响因

素：

1)管理者自身的执行力不够；

2)管理制度不完备，缺少针对性和可行性；

3)企业的组织因素，特别是企业的中层组织；

4)企业的信息沟通系统，包括企业内部的信息沟通及与外部环境的信息沟

通：

5)工作中缺少科学的监督和考核机制。

在陈波的《关于提升我国企业管理执行力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国企业管理

执行力不足的原因有：

1)缺乏系统的、可以信赖的管理制度；

2)制度在推行过程中，缺乏正确的评价机制；

3)制度执行过程中缺乏监督机制；

4)制度的完善和更新不及时。

以上四位学者的观点基本含括了我国学者对执行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情况。通

过对比中外学者的总结归纳，我们可以总结以下结论：在分析执行力的影响因素

时，国外学者更注重从企业文化以及企业流程这两个方面找原因。而国内学者在

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还从企业的管理制度上找原因。这也是我国学者将执行力

问题与我国企业实际相结合的一大成果。

相比国外企业而言，我国企业的执行力影响因素不仅集中在文化、战略、人

员、运营上，还体现在我国企业的制度建设上，尤其是制度的执行上。这也是我

国企业较国外企业而言，更迫切需要提升我国企业执行力的原因之一。

2．3执行力的建设理论比较

执行力不足是当前许多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但是企业执行力不是天生就有

的，是需要建设和培养的，而当前执行力的研究理论中还缺乏建设执行力的系统

方法和步骤，执行力建设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具有价值。

现有执行力的建设理论的基础是由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在《执行》一

书中提出的。在书中，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提出要增强企业的执行力，就

要将企业战略、人员和运营流程三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的。在此基础上，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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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都对执行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l、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提出的执行力建设方法。

在《执行》一书中，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向读者展示了一套提升企业

执行力的理论方法。在书中，作者阐述了执行力的三大基石和如何运用企业的三

大流程来建设企业执行力。

执行力的三大基石分别是企业的领导者、企业文化和企业人员配置。而建

设企业执行力的核心则是通过在企业中建立具有执行性的人员、战略和运营流

程。

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是执行力建设理论的最初提出者，同时也是目前

为止，对执行力理论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在书中阐述的方法，抓住了执行

力就是整合企业战略、人员和运营的核心，并具体阐述了如何操作这三大具体流

程的方法，但是，该种方法在理论的构成上还具有一定的缺陷，它单纯的从流程

上建设企业执行力，与企业的实际稍有脱节。

2、保罗·托马斯的六大执行力建设法则。

在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研究的基础上，保罗·托马斯进一步研究执行

力的建设方法，先后出了《执行力I》和《执行力II》两本著作，共从六个方面

阐述如何建设企业执行力。具体建设方法为：

1)建立执行力文化；

2)将薪酬设计与业绩相联系，给予那些具有执行力的人更多的精神和物质

回报；

3)将人员、战略、运营三个核心流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4)领导者的任务是以开放的对话将员工凝聚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努力；

5)注重评估；

6)构建动态的组织结构，保持企业竞争力。

保罗·托马斯的执行力建设方法，即保留了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执行

力建设方法的核心部分，又添加了他自己认为重要的五个方面，该方法是对执行

力建设方法的进一步延续和拓展。

3、余世维提升企业执行力的理论。

我国著名企业培训师余世维在其著作《赢在执行》中总结出了一套提升企业

执行力的方法。该法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提升执行力，具体做法如下：

1)把握执行力的三个核心流程，即企业的人员流程、战略流程和运营流程。

从执行的角度制定和整合企业的三大流程。

2)提升企业中个人的执行力，包括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管理人员提升执

行力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提升工作的能力，二是管好自己的下属，提升下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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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而提升公司员工执行力则是从提升工作能力和改善工作态度两方面来实

现。

3)提升组织的执行力。提升组织执行力有五大关键，首先企业需要构建具

有执行力的企业组织框架；第二是建立具有执行力的管理团队；三是明确管理层

的责、权、利；四是制定具有执行性的企业流程；五是建立健全企业的管理机制。

4)执行要从企业领导者做起。企业领导者不仅在企业掌握着许多关键的工

作，同时也是企业其他员工的“楷模”，企业的员工会以领导者的行为作为自己

的行为规范，领导者的行为会对企业员工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执行一定

要从领导者做起。

4、章义伍的3+1执行体系。

国内著名讲师章义伍提出的3+1执行体系，以企业中人员、战略和运营流程

作为驱动执行力的三大硬件，以文化这个执行的灵魂作为驱动执行的软件系统，

建设了3+1企业执行框架。

在总结了大量企业的发展轨迹后，章义伍总结出以下结论：执行不是靠一两

种新产品，更不是靠有特异功能的人，靠的是系统的战略流程设计；靠的是固化

的运营流程；靠的是“人才加工工厂”的机制；真正的执行，根本出路在于建立

一个不能以来于能人的执行体系。

5、国内执行力建设理论总结。

在查阅了国内学者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提升或建设执行力的论文，现将此类

文章的执行力建设方法总结如下：

1)明确企业的目标。制定可执行的企业战略并有效分解战略，完成战略的

落实工作。

2)重新构建企业的组织框架，明晰企业管理者的责、权、利，发挥企业的

团队精神，提升组织的执行力。

3)增强企业领导的执行力。

4)注重企业的人员配备，挑选适合企业工作需要，又具有很强工作责任心

的员工。

5)创建企业的执行文化。

6)健全企业的管理制度，设立具有执行力的制度。

综合考量中外学者的建设执行力理论，我们比较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和不同

点，现总结如下：

l、执行力建设理论的共同点

1)所有执行力建设理论都强调对企业三大流程的建设改造，认为提升企业

执行力必须抓住企业的战略、人员和运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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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外学者在强调企业三大流程的再建基础上，同时也认为企业的文化将

会对执行力的建设产生关键的作用，对于企业文化对执行力的影响，我国学者也

表示认同，并且大所属学者也认同建设执行文化是打造企业执行力的方法之一。

3)领导者的执行力建设“模范”作用，是建设企业执行力的关键。

2、执行力建设理论的不同点

我国学者强调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认为企业制度不完善或制度不符合企

业实际需要，是影响企业执行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要提高我国企业的执行

力，必须完善我国企业的制度并制定一些执行性的制度，以保证制度的实施。

国内学者这种强调制度建设的理论，与我国企业的性质有关。我国企业从过

去的计划到现在的市场，很多企业还处于刚刚建立或在专制过程中，这就导致我

国的许多企业，在制度建设上还不完善或有制度但已不适合现实的需要了，这就

要求我们要更多的关注制度，建设具有执行力的企业制度。

2．4企业文化建设理论的借鉴

2．4．1执行力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拉里在谈论如何建设执行力时多次提到建立执行文化的重要，并提醒领导者

们要重视推动自己企业建立一种执行文化。很多学者认为文化是企业执行力的核

心，提升企业执行力就要把执行融入企业的文化。

1、文化是企业执行力的核心。

一个卓越的企业，良好、和谐的企业文化应该融合在企业经营管理的任何地

方，它是维系企业生存、发展的灵魂。执行力文化是把“执行力”作为所有行为

的最高准则和终极目标的文化，是对执行力的全面提升，是企业文化极为重要的

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执行力的关键在于透过企业文化塑造和影响企业所有

员工的行为，进而提升企业的执行力。

良好的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提高执行力的内在动力，在于它时刻存在于日常动

作之中，存在于企业员工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员工的具体行为。组织的执行力效

果和作用正是执行文化的最终体现。因此，提升执行力的关键就在于通过企业文

化影响员工的行为，并形成自觉的行为习惯和行为认同。要在由不同的部门和员

工构成的企业内部，形成同意的思想和理念。通过在企业导向的企业文化，企业

执行力就从企业个体的行为上形成了坚实的基础。概而言之，企业执行力是在企

业战略指导下，以企业制度作保证，通过企业文化提升来实现的。

2、让执行力融入企业文化中。

执行力的关键在于透过组织影响人的行为，而企业文化是影响人行为的关键

力量，所以要建设企业执行力、培养员工的执行行为就必须培养建设执行型的企

业文化。企业文化通常反映了企业内部隐含的主流价值观、态度和做事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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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价值观、态度和做事方法中的“执行力含量”将直接影响企业员工的执行行

为。

将执行力融入企业文化，就是在组织中建设执行价值，树立执行态度、规范

执行的做事方式，组织一旦具备了执行文化，它将能影响组织中的所有员工，让

企业员工都具有执行精神。执行文化能够激发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促使员工按照

企业所想要的方式去努力，而且能够适应动态环境的变化和企业战略的调整。

文化是建设企业执行力的核心1，提升企业执行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设执

行文化。通过学习、借鉴企业文化的塑造方法和理论，可以探讨出企业执行力的

建设方法。

2．4．2企业文化的建设理论的启示

美国的一些管理人士在系统的比较了日、美两国企业管理上的差异和总结美

国一些企业成功经验后，认识到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979年，

美国的沃尔格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开创了企业文化的研究先河。进入

20世纪80年代，美国理论界接连出版了《Z理论一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

挑战》、《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一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寻

求优势一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管理经验》4本书，被誉为企业的“四重奏”，标志

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

l、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结构理论比较

经过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几十年研究，企业文化的理论解说大体可以

分为八种：(1)“精神现象”说；(2)“企业精神”说；(3)“精神信息系

统”说； (4)“企业特色的共同价值”说； (5)“职工群体意识”说； (6)

“企业总体文明状态”说； (7)“三层次”说； (8)“五层次论”。

虽然这些不同的解说对企业文化有着不同的阐述，但究其根源，各种解说的

背后还是具有很多相似的认知的。企业文化被认作是企业自有产品或服务，以及

员工的所为和管理规范反映出来的经长期形成的经营观念或价值观体系。它由企

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和文化网络五大要素组成，是以企业哲学

为主导，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以企业精神为灵魂，以企业道德为标准，以企业

环境为保证，以企业形象为重点，以企业创新为动力的系统理论。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一般认为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精神文化部分；

二是制度文化部分；三是物化部分，物化部分有人认为亦可把其分为行为文化和

器物文化。其结构图如下图2．_2所示：

参见鲍升华，《试论企业执行力文化建设》闭，江汉论坛，2004．10，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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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

中层

核心层

图2—2企业文化构造示意图2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是隐性的，它主要包括企业

精神、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道德规范等。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

业文化的根本。这些内容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存在于企业员

工观念中，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

制度文化和物化文化都是显性的，是能被人们直接感觉到的内容，包括企业

的设施、企业的形象、企业的经营之道、企业的制度等，是企业的精神以物化的

产品和精神性的行为为表现形式的。

2、企业文化的塑造方法

企业文化包含精神、制度和物化文化三个层面，要塑造起一个理想的企业文

化模式，就必须对企业文化这个系统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归纳，但由于它涉及的多

学科性、多层次性和多面性，企业文化的构建模式只能是依据一般规律作纲要和

归纳。在总结了企业文化研究学者的观念后，可将企业文化建设的纲要归纳如下：

1)明确企业的目标定位。企业生产产品的种类和规模，要紧紧根据市场的

预测，做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市场需求。

2)树立企业的价值观念。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对内要营造争创一流的气

氛，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对外要树立“客户至上”的思想，，为顾客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服务。

3)营造企业精神，确立明确的目标追求，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

集体意识并制定正确的激励措施，培养企业人员的团结进取精神。

4)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要根据企业的目标和任务，针对各个系统和层次

的质量要求，制定出完整的制度和规定，以规范各个生产和工作环节的操作程序，

确保整个企业有规律的运作。

5)参与市场竞争，必须准确、及时的掌握市场需求信息动态和发展趋势。

2引自陈春花，《企业文化管理》【~q，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5，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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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超前的市场竞争策略，把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占据市场最大分额作为企业经

营生产挥动的中心环节。

6)弘扬企业道德。以集体主义思想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强企

业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责任感。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提倡文明生产、诚实诚

信、公平公正，建立企业的道德风貌。

7)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尊重员工、关心员工、依靠

员工，确立依靠员工办好企业的宗旨，重视对员工特别是骨干员工的培养，制定

具体有效的人才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8)塑造鲜明的企业形象。企业形象是由企业各种内在素质，即产品质量、

服务水平、成员素质、公共关系和经营作风等决定的。企业员工应从我做起，不

断提升所在企业的企业形象。 ．

企业文化的建设，也是从文化的结构开始建设，这种企业文化的建设方法可

以借鉴到执行力的研究中，将此种建设方式引入执行力的建设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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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执行力建设基本问题的调查

针对本文的研究目的，特设计执行力调查问卷。此问卷针对执行力的概念内

涵、内部构成和建设方式这三个问题进行设计，从现实企业运营环境中，搜集、

调查，分析找出企业执行力建设的这三个关键问题的答案，以便将调查结论为本

文的建设研究所用。

3．1调查的整体思路和目的

根据上文的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执行力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它

涉及到企业管理的各个层次，是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台湾著名学者汤

明哲曾经指出，一家企业的成功，30％靠战略，40％靠执行力，其余的30％靠运

气。但是，目前企业执行力不足却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原因何

在，如何改善?成为了现今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现有的执行力相关理论体系中，仍以拉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的

《执行》一书为代表，阐述了执行力的概念、要素和三大流程，其余理论多半还

是围绕《执行》一书开展讨论的，人们对执行力的探讨多停留在口头阶段，缺乏

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更缺乏对执行力的实证研究。

执行力与其他企业管理活动不同，它是十分具体和实际的，与企业的具体经

营行为有着密切、直接的联系，要研究执行力就必须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去研究。

但是，目前研究执行力的理论没有与实践相结合，欠缺实证研究，很少有人具体

调查和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样的研究方式导致目前执行力的相

关研究过于片面和局限。为了克服执行力研究的局限性，本文特采用实证调查的

方式，设计执行力研究调查问卷，调查现今中国企业执行力建设的实际状况，执

行力建设的影响因素以及执行力建设的有效措施，力求用调查的结果来分析构建

执行力的途径。

问卷调研的主体思路和基本目的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关键问题上：

1、了解中国企业执行力建设的现状——中国企业的执行力水平是强是弱，

哪些方面是中国企业建设执行力的强势所在，同时，中国企业建设企业执行力的

弱势又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了解中国企业执行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在实际建设执行力的过程中，

有哪些影响因素，同时，它们的影响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3、了解中国企业执行力建设的有效措施——在执行力好的企业中，是不是

采取了某些具有针对性的执行力建设措施呢，这些措施是不是能够在其他企业中

推广开来，增强中国企业执行力的总体水平呢?

简言之，此次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我国企业执行力的现状，找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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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企业执行力的因素和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执行力建设措施，以便构建一条

适合我国企业提升执行力的系统之路。在研究过程中，将有针对性的以中国企业

管理者为对象，在现有的执行力理论的基础上，调查企业经营管理者对的执行力

的概念内涵、内在构造、影响因素等问题的看法，弥补执行力本土研究的薄弱之

处，并增强执行力研究对本土管理者的实践指导意义。

3．2调查的对象和实施

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锁定在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

众多，沿海开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

企业经营状况及管理者个人文化观念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要想从总体

上了解我国企业执行力建设的情况，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自然就很多。但是作为

研究，我们还是要尽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如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行业、企

业类型等，希望通过对样本的调查研究，了解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执行力建设情况。

在选择企业时，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3：

第一，在国内不同地区选择企业。目前，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还非常不平

衡，不同地区间的差异还比较大，因此，在选择调查样本时，必须考虑到国内不

同地区间的差别，选择不同地区的企业。

第二，选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企业经营方式、管理

方式等方面都会有不同，因此，调查中国企业执行力建设问题时，必须选取不同

所有制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分析。

第三，选择不同行业的企业。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其经营管理的重点也将

有所差别，所以，在选择中国企业执行力建设调研的企业时还必须考虑到不同行

业企业的差别。

第四、选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已经得到了广大学

者的认同了，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其管理经营行为将会有差别，因此，

选择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作为调研的对象也尤为重要。

在考虑以上四方面的选择条件的同时，由于本次研究所受的时间、条件和资

源的限制，所以本次调研的企业主要以南京及周边城市地区的企业为主，针对的

调查对象是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

3．3 问卷设计

3．3．1概述

根据调查需达成的目标，设计本调查问卷，问卷共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

企业执行力诊断问卷，这部分着重对调查企业的执行力现状进行诊断，根据因素

3参见赵署明，刘洪，《我国企业员工个人与组织成就方式调查报告》m，管理世界，2002，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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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找出现有影响我国企业执行力的关键因素；第二部分，企业执行力认知问

卷，该部分着重调查被调查者对企业执行力的认知情况，了解企业人员对执行力

问题的认识。

3．3．2设计依据

1、企业执行力诊断问卷的设计。

总的来说，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影响执行力的四大因素主要有组织体系、

制度体系、文化体系和领导权威。企业执行力诊断问卷，从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几

大综合因素入手，建立执行力测量量表，根据量表所测企业的分值判断企业执行

力的大小。具体设计原则如下：

1)组织体系诊断设计。

从组织体系的角度来说，主要可以从下列方面入手对执行力进行诊断：(1)

企业组织结构设置是否合理，这种设置是否影响了组织的正常决策和执行速度；

(2)部门职能划分是否清晰；(3)岗位职责是否正确；(4)人岗匹配程度，人

与组织的匹配程度如何；(5)组织内部是否存在阻碍组织正常决策和执行的痼疾，

如公司元老及领导者亲属对公司决策的阻碍等。

2)制度体系诊断设计。

制度体系诊断是对企业运营过程中的约束性制度和激励性制度的缺乏状况

和有效性进行诊断。约束性制度可以被分成流程性制度和规范性制度，激励性制

度可以被分成奖励性制度和责任性制度。本诊断量表将从这四类细分后的制度入

手，考察企业的制度建设以及制度执行过程中对企业执行力的影响程度。

3)文化体系诊断设计。

大多优秀企业内部都有一种强烈的“执行文化”，他们注重承诺、责任心，

强调结果导向，在这样的企业里，领导者的理念与思想及其制定的战略能够得到

完整、有效的贯彻，许多管理者认为企业的“执行文化”比任何管理措施或经营

哲学都管用。本诊断量表将从企业文化理念的提出、文化理念被员工的接受程度、

文化理念的典型化和故事化程度、文化理念的内部激励功能与外部展示功能、文

化理念的制度化保障体系、企业文化与老总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对企业文化现状与

作用进行诊断。

4)领导权威诊断设计。

按照人本管理理论，领导者的权威由强制权、奖励权、法定权、品德权、专

长权五大权威影响能力构成，本诊断量表将从这五大方面，全面诊断领导者的权

威程度和使用技巧。

以上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将从十个方面进行诊断，每个维度的诊断单独设有

诊断标准。所以，即可对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文化体系、领导权威分别进行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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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也可将四个维度的诊断结果综合，得到对企业执行力体系的诊断。这种对执

行力的四维度诊断，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企业执行力建设的现状，还可从这四个方

面分别对执行力不足问题找出原因，根据诊断的原因，为企业执行力的提升制定

相应措施。

2、企业执行力认知问卷的设计。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认知是指一个人对一件事或某个对象的认识和看法，

包括岁自己的看法、对人的想法和对环境的认识、对事物的见解等等。认知致意

认为，认得行为或看法不仅受外界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受人的心理结构——对外

部的态度、认知和经验等有关。执行力认知调查问卷就是针对企业管理者对执行

力的心理认知情况所做的调查。

执行力认知调查问卷主要以定性的方式了解企业员工对执行力的认知情况，

搜集企业已经应用的有效执行力建设方法。本问卷从执行力的本质、内涵、构造、

影响因素和有效建设方式五个方面进行调查，集思广益，多用开放式的问题了解、

搜集信息。

执行力本质问题的调查，主要是为了了解人们对执行力的偏好，了解企业员

工心目中，执行力的本质更倾向于什么，更甚之通过对人员的细分，分析不同类

型的企业员工对执行力本质的倾向是否有规律可寻。执行力的内涵及内部构造问

题的调查偏重于对执行力理论本身的探究，探讨执行力的内部构成因素，以及各

构成因素内部的重要程度排序。在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及现己应用的有效执行力建

设方法的调查方面，采取了全开放式的调查方法，搜集针对企业执行力和个人执

行力两方面的因素，为今后构建执行力建设途径提供现实可行的依据和方法。

3．3．3样卷举例

根据上述问卷的设计原则，对本次调查问卷进行设计，现将部分问卷的设计

举例如下表3—1，具体样卷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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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被调查主题 设计问题

执行 文化 企业精神 21、公司没有提出明确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等核心理念。

力诊 方面 22、公司的核心理念没有分解到各系统，没有提出系统的理念。

断问 员工行为 28、公司员工缺乏工作热情和爱岗敬业精神。

卷 29、公司内部缺乏团队精神，各部门或个别员工寻在各自为证

倾向，无全局观念，团队向心力、凝聚力差。

组织 组织结构 l、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繁琐、不合理，有许多不必要的部门存在，

结构 设计 影响公司正常决策和执行

方面 责权利划 2、公司在下达任务时，必须由老总明确指出哪个部门负责哪些

分 任务，否则任务无法下达部门。

3、公司部门责权利划分不清，常出现部门互相推委责任的情况。

4、在日常工作中会出现多个领导向你指派任务的现象。

执行 执行力的概念 l、执行力的本质更接近于以下哪种表述?

力认 2、下面是对执行力定义的一些说法，您认为哪些是正确的，请

知问 选择。

卷 执行力的建设 5、在企业或个人执行力的建设方面，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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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执行力调研统计分析

4．1调查样本分析

本次调查历经两个多月，共发出问卷300分，收回有效问卷214分，共计调

查39家企业的执行力情况，涉及各种企业类型和行业，但由于调查的地区局限，

大多被调查企业集中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此次调查在企业类型及所处行业都具

有代表性，符合统计的要求，但在地域上稍有欠缺。

本次调查企业39家，其中国有企业占53．9％，三资企业占33．3％，独资企

业占12．8％，该比率的选取既符合我国现有企业类型的分布状况，同时，也符合

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被调查企业的样本数据见表4—1所示：

表4-一1 被调查企业样本

分类 数量 比例

国有企业 21 53．9％

企业类型 三资企业 13 33．3％

独资企业 5 12．8％

电力行业 3 7．7％

生产制造 23 59．0％
所在行业

IT行业 4 lO．2％

服务行业 9 23．1％

1000人以上 7 17．9％

500一1000人 16 41．0％
企业规模

100一500人 11 28．2％

100人以下 5 12．9％

南京 19 48．7％

无锡 7 17．9％
所处地区

苏州 4 10．3％

其他 9 23．1％

20年以上 22 56．4％

企业存在年限 8———-20年 7 17．9％

8年以下 10 25．7％

从该次调查涉及的企业来分析，该调查涉及39家企业，从企业类型上来看，

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独资企业；从所处行业来看，包括电力行业、生产制

造业、IT行业和服务业；从公司规模来看，既有1000人以上的大规模企业，也

有小于100人的小企业；从存在年限来看，既有20年以上的企业，也有成立才

3年的企业。从涉及企业的角度，该次调查的涉及面较为全面，具有调查的代表

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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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39家企业里，本次调查共收回214分问卷，即有214个被访者接受了

此次调查，在这214名被访者中，年龄30一50岁之间的占绝大多数，约80％左

右；学历也基本都在大专以上，其中本科以上占总体样本的63％。这种年龄和学

历的层次的被访者能一般都能正确把握执行力这个概念，并且在公司基本处于

中、高层，更能全面、完整的了解自身所在企业的情况。被访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见下表}屯所示。

表4-—2 被访者基本情况

类型 数量 比率

芷 30岁以下 19 8．87％

3卜40岁 101 47．．20％

龄 40_一50岁 76 35．51％

50岁以上 18 8．42％

学 大专 74 34．58％

本科 112 52．34％

历 研究生及以上 28 13．08％

职 基层 5l 23．83％

中层 137 64．02％

务 高层 26 12．15％

性 男 146 68．22％

别 女 68 31．78％

由于该次调查的主题是有关企业执行力的调查研究，调查目的是做管理研

究，所以要求被访者对执行力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和看法，要求被访者具备管理的

思想和能力，故在选取被访对象时，定位在企业的管理人员，其中又以中层管理

人员为主，基层管理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涉及为辅。根据这样的选定标准，此类

被访者的学历都较高，基本都在大专以上，年龄也以30一50岁为主，该类人员

自身管理素质较高，具备对执行力的认知能力，同时由于所处的职位，对所在企

业的管理情况也较为了解，所以，通过分析被访者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此次调查的被访者样本是符合调查要求的，并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2被调查企业执行力现状分析

执行力诊断问卷是此次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该问卷通过从组织、制度、

文化和领导四个维度来诊断企业执行力的现状。根据答卷者对这四维度问题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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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得到相应的分数，判断这些企业执行力的现状。同时，可以按照各维度的设

计，分别判断企业组织、制度、文化和领导的情况，找到企业不足的真正原因。

按照问卷的设计，我们首先被调查企业的整体执行力状况，再分维度分析企

业的各个管理方面，找出企业管理的问题所在，同时也找出企业执行力建设的关

键维度。

1、被调查企业的执行力情况分析。

拉里在他书中的中文序写到“执行是任何企业(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北京)

当前面lf缶的最大问题”。在学者看来，执行力是企业现在普遍存在且严重的问题。

下面将分析回收的调查问卷，看看样本企业是否符合该观点。

在回收的214份调查问卷中，执行力存在严重问题的占2．800,6，存在较严重

问题的占34．58％，存在较轻问题的占43．93％，基本不存在问题的占18．69％。在

被调查的样本中，超过80％的企业都存在执行力问题，具体分析数据见表4一-3

所示；

表4—3 总体数量分布

＼
严重问题 较严重问题 较轻问题 基本不存在问题

(80分以下) (81，120分) (121．160分) (161分以上)

数量 6 74 94 40

比例 2．80％ 34．58％ 43．93％ 18．69％

通过表格4_-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被调查企业中，80％以上的企业执行力

都存在问题，其中存在严重执行力的企业更是超过半数，执行力建设的不足，的

确是这些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管理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这些企业的

发展，执行力不足是被调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2、企业执行力各维度诊断情况分析。

在分析企业执行力总体诊断结果之后，我们再从执行力的四个维度分别来看

执行力的内部构成要素的诊断情况。

在组织、制度、文化和领导四个执行力诊断维度中，文化维度存在的问题最

为严重，存在问题的接近样本的87％的，其中存在较为严重和非常严重问题的也

超过了样本的50％。

企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维度，较企业文化而言表现的稍好一些，存在严重

和较为严重的问题样本与存在轻微问题和基本不存在问题的样本比率大致为4：

6。其中，企业的制度建设在被调查样本中是表现最好的，存在严重问题的只占

2．34％。具体数据见表争-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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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分维度数量分布

＼＼ 严重问题 较严重问题 较轻问题 基本不存在问题

(20分以下) (21-30分) (31-40分) (41分以上)

组 数量 14 66 86 48

织 比例 6．54％ 30．84％ 40．19％ 22．43％

制 数量 5 69 85 55

度 比例 2．34％ 32．24％ 39．72％ 25．70％

文 数量 31 90 65 28

化 比例 14．49％ 42．06％ 30．37％ 13．08％

领 数量 2l 49 97 47

导 比例 9．81％ 22．90％ 45．33％ 21．96％

从表4--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被调查企业中，绝大多数的企业文化

建设都存在问题，企业文化建设较为薄弱，其中缺乏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文化建

设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超过50％。(2)被调查企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建设，相

对文化而言较为完善，优秀和基本不存在问题的企业与存在问题企业的比率大致

为6：4，但仍有四成企业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

在我国企业的管理发展过程中，制度、组织和领导都是一直被重视的企业管

理手段，我国的企业尤其的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其一般都具有完善的制度体系和

组织结构，但是其企业的文化建设却相对薄弱，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都较为模

糊，很多企业员工都不了解自身企业的文化，即便知道很多也只是“贴在墙上的

标语”，缺乏员工认同感。由此可得，上表格得出的两个结论是符合我国企业现

实情况的。

4．3关于执行力内涵及构造的调查结果分析

在执行力的认知问卷中，共对执行力理论的五大问题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执

行力的本质、定义和要素的调查是针对执行力的内涵和构造的研究，其目的是为

了界定符合我国企业实际的执行力概念体系。

1、执行力的本质的探究。

经过统计分析，在接受调查的214份问卷中，执行力的本质学说主要集中在

能力、文化和管理流程上，其中认为执行力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的排名第一，更多

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执行力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执行力本质的统计数据见下表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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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一5 执行力本质的倾向排序＼问题 执行力的本质更接近于什么?

答案 ＼
一种能力 0．353972

一种文化 0．488318

一种管理流程 0．416215

一个新的管理职能 0．143692

说明：I、问题设计为“您认为执行力的本质更接近于以下哪种表述?(请按您认为的重要程度排序)”。

2，计算方法为；第1位t1+第2位{O．75+第3位郴．5+第4位椰．2F。

通过表4—5我们可以看出：执行力的本质接近于一种能力、文化和管理流

程，其中又以企业文化与企业执行力最为接近。通过该调查结论，我们可以看出

把企业文化的结构体系和建设体系的理论运用在对执行力问题的探讨上是正确

的，有理可依的。在之后的执行力建设研究上，可以大胆的借鉴企业文化的理论

来探讨企业执行力的构建。

2、执行力的定义分析。

通过总结和搜集现有执行力的定义，并将这些执行力的定义作为备选项编入

题目，用此种方法来调查人们对执行力定义的偏好。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整理，

可以得出人们认同的前三位执行力定义是：执行力不是简单的战术，而是一整套

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采取行动的方式来实现目标的系统流程；是一门将战

略与实际，人员与流程相结合，以实现预定目标的学问；执行力是公司战略、发

展目标和领导者职能的核心部分；执行力是一门要求对企业现状、行业环境及员

工心理有综合理解的学问。具体分析数据见表4--6：

4此种计算方法参见王习明，《中国农村组织建设的现状——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入户调查阅卷分析报告》m
中国软科学，2005．9，中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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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_6 执行力定义的倾向排序＼问题 执行力的定义哪些是正确的?

答案、＼
2(1) 0．06729

2(2) 0．099065

2(3) O．113551

2(4) 0．083645

2(5) 0．157944

2(6) ． 0．539252

2(7) 0．307477

2(8) 0．248131

2(9) 0．233178

说明：1、问题代号为。2、下面尾对执行力定义的一些说法．您认为哪些是正确的。可多选。(如果您的答

案是多项的，请按偏好程度由高至低填写1，2、3、4、5；如果您的答案是单选，请直接在所选项目前的

方框内打。√”；如果您认为以下说法都不对，请填写您认为对的答案。)

2(1)口执行力就是任用会执行的人

2(2)口执行力就是消灭妨碍执行的官僚文化

2(3)口执行力就是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完美，切实执行

2(4)口执行力是公司“缺失的一环”。是没存实现预定目标的主要原因

2(5)口执行力是公司领导层希望达到的目标和组织实现该目标的实际能力之问的差距

2(6)口执行力不是简单的战术，而是一整套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采取行动的方式来实现目标的

系统流程；是一门将战略与实际，人员与流程相结合，以实现预定目标的学问

2(7)口执行力是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领导者职能的核心部分

2(8)口执行力是一门要求对企业现状、行业环境及员工心理有综合理解的学问

2(9)口执行力是将商业的三个主要流程一人员、战略，运营计划，结合起来的一种途径

2、计算方法为；第1位}l十第2位牛0．9+第3位}O．8+第4位幸o．7+第5位椰．6+第6位$O．5

+第7位椰．4+第8位枷．3+第9位}O．2。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被调查企业管理者和学者对执行力定义的认

知情况，他们都认为现在我们所讲的执行力，己不是单纯的PDCA管理中的执行，

而是将企业的战略、人员和运营三大流程联系起来的学问，它涉及到管理的各个

方面，要求企业的管理者从执行的角度来对待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行为。执行

力的概念和内涵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延伸。

3、执行力构成要素。

关于执行力的包含要素，调查问卷中列举了6种，分别是领导者要素、文化

变革要素、人员配置要素、组织结构要素、制度要素和流程要素。在这六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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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被调查者可以符合选取自己认为正确的要素，统计结果见表4__7：
表4—-7 执行力包含要素统计————、 被选频次 排名

领导者要素 166 第4名

文化变革要素 190 第1名

人员配置要素 84 第5名

组织结构要素 169 第3名

制度要素 179 第2名

流程要素 72 第6名

根据上述统计，可以看出执行力的包含要素主要有以下4个，排序为：I、

文化变革；2、制度建设；3、组织结构；4、领导者要素。而企业流程管理和人

员的配置并不包含在企业执行力的要素之列。

细分执行力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出：1、在文化变革方面，建立执行文化和

企业执行氛围作为首要，排名第一，是企业执行力建设的根本和基础；2、在制

度建设方面，规范性的制度同激励性的制度同等重要，并且制度的制度能否完整

的实施，也将影响企业的执行力；3、组织结构方面主要包括组织结构的设计、

部门职能的划分和责权利的正确界定问题；4、领导者要素方面主要体现在其领

导能力和其行为的影响作用上。具体数据分析见表4—8：

表4-—8 执行力要素细分统计表

各执行要素的具体包含因素排序

文化 执行文化和执行氛围 0．557243

变革 积极开放的沟通机制 0．508178

以事实为依据 0．4579439

领导 领导者的执行力将影响企业执行力 0．46028

者 领导者对自身、员工和企业的正确认 0．6842457

识

明确企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先后顺序 0．6508678

跟进 0．2423231

组织 组织结构设计 0．61838

结构 部门职能划分 0．38162

责权利界定 0．538941

制度 约束性制度 0．442757

建设 激励性制度 0．591121

用制度规范执行力标准 0．461449

制度的完整实施 0．406542

说明：计算方法参见表4—-6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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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执行力的四个主要构成要素分别是文化、制度、

组织结构和领导者。在这四个构成要素中，文化是构成企业执行力的核心。在企

业文化要素中，执行文化和执行氛围被排在首位。在制度要素中，正确、有效的

激励制度是有效建设企业执行力的一大途径。在组织结构方面，组织结构和设计

和责权利的划分，是组织结构建设的关键。而领导者要素方面主要体现在领导者

的能力和其行为的影响作用上。

4．4执行力影响因素和建设方法的汇总分析

执行力认知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就是对执行力影响因素和现有有效建设方

法的搜集，该部分直接针对执行力的建设而设计，可直接作为执行力建设体系的

设计依据。

1、执行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执行力总的来说，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个人执行力，一是组织或企业执行

力。故而，要调查研究执行力的影响因素，首先就要把两种执行力分开进行调查。

在执行力认知问卷中，对执行力影响因素的调查采取了全开放式的调查方式，集

思广益，努力搜集更多的执行力影响因素。

(1)个人执行力的影响要素。

在214份调查问卷中，共有103位被调查者按照自己认为的重要程度列举了

个人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其中排名前三位的个人执行力影响因素如下：1、个人

的工作能力；2、公司的激励制度；3、与同事的合作关系。

(2)企业执行力影响要素。

在214份调查问卷中，有97位被调查者按照自己认为的重要程度列举了企

业执行力的影响因素，经过统计，排名前三位的企业执行力影响因素分别为：1、

企业战略目标的可实现性；2、企业总体人员配置；3、企业运营流程的合理性。

2、现有执行力有效建设方式。

在执行力的最后一部分，开放性的提出执行力的建设问题，让被调查人开放

式的给出所在企业已用的有效提升企业执行力的方法或途径，借鉴优秀的方法方

式，融入本文执行力建设体系中。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1)个人执行力建设方式。

在214份调查问卷中，共有41位被调查者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个人执行力

建设方法，经过统计，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1、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和职责；2、

加强培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3、加强团队协作能力。

(2)企业执行力建设方式。

在214份调查问卷中，共有23位被调查者同我们分享了他们行之有效的企

业执行力建设方式，经过统计，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1、建立执行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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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文化建设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上，建立简单、明确的企业文化； 2、企业领

导带头执行、以身作则；3、建立执行后的反馈体系，褒奖优秀的执行者同时追

究执行不利人员的责任。

4．5本次调研的主要结论

此次调查，我们针对39家企业的214名员工做了调查，该调查涉及企业执

行力的概念、构造和建设三个方面，分析所得的结论可直接为本位的执行力建设

体系的构建服务。从被调查的样本来看，本调查无论是在企业的分布、人员的类

型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针对此样本的所做的调查分析，现将主要

结论总结如下：

l、在被调查的214份问卷中，有80％的企业执行力都存在不足的问题，其

中50％以上的企业执行力是存在严重问题的，该结论符合执行力研究学者对企业

执行不足的预测。

2、从企业文化、制度、组织和领导者四个维度来诊断企业执行力，发现在

被调查企业中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存在问题，企业精神、企业

价值观模糊、企业形象不鲜明是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而相对企业文化

建设，企业制度、组织和领导者的建设存在的问题则相对好一些。

3、分析企业执行力的本质，执行力的本质接近一种能力的相关系数是

0．353972，执行力的本质接近一种文化的相关系数是0．488318，执行力的本质

接近一种管理流程的相关系数是0．416215。通过调查统计，发现执行力的本质

是接近文化、能力和管理流程，且企业执行力的本质最接近于企业文化。

4、经调查分析，企业执行力的四大要素分别是组织、文化、制度和领导者。

在企业文化要素中执行文化和执行氛围是该要素的重点，在领导者要素中领导者

对自身、企业和员工的正确认识是该要素的建设重点，在企业组织要素中企业组

织结构的设计是最为重要的，在制度建设要素中适合企业的激励制度则是建设的

重点。

5、通过调查统计，影响个人执行力和企业执行力的三大因素分别如下：

1)影响个人执行力的三大影响因素分别是：

(1)是否明确自身的工作目标和职责；

(2)员工自身工作能力；

(3)团队协作能力。

2)影响企业执行力的三大影响因素分别是：

(1)企业战略目标的可实现性；

(2)企业总体人员配置；

(3)企业运营流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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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对问卷的统计，得到一些可以借鉴的个人执行力和企业执行力建设

方法：

1)个人执行力的建设方法有：

(1)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和职责；

(2)加强培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3)加强团队协作能力。

2)企业执行力的建设方法有：

(1)建立执行的企业文化，将企业文化建设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上，建立简

单、明确的企业文化；

(2)企业领导带头执行、以身作则；

(3)建立执行后的反馈体系，褒奖优秀的执行者同时追究执行不利人员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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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执行力的构造与建设

5．1执行力的构造

企业执行力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涉及到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它本身的构造

也是十分复杂的。在执行力认知调查问卷中，关于执行力的包含要素，调查问卷

中列举了6种，分别是领导者要素、文化变革要素、人员配置要素、组织结构要

素、制度要素和流程要素。在这六大要素种，被调查者可以复合选取自己认为正

确的要素，统计结果见表5—1：
表5—1 执行力包含要素统计～＼ 被选频次

领导者要素 166

文化变革要素 190

人员配置要素 84

组织结构要素 169

制度要素 179

流程要素 72

根据上述统计，可以看出执行力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要素，分别是文化、组

织、制度和领导者，其中，领导者又以其行为为主要因素，所以行为也将是构成

执行力的要素之一。

按照执行力本质的探讨结果，执行力本质接近于企业文化、管理流程和能力，

其中企业执行力的本质又最接近于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执行力的核心，让

文化融入执行力的建设，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执行力。

通过对企业文化理论的借鉴，用企业文化的构成模式套入执行力的结构研究

中，可以得出企业执行力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一是企业执行力的意识层面，二

是企业执行力的组织层面，三是企业执行力的制度层面，四是企业执行力的行为

层面。其中，意识层面的企业执行力是隐性执行力，而其余三部分都是显性执行

力。总的来说，企业执行力的结构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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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

浅层

中层

核心层

图5—1企业执行力构造示意图

企业执行力的意识层面即企业执行力的精神层面，其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执行

力文化，是企业执行力结构的核心层面。执行文化是企业执行力的内在根本，它

主要包括企业精神、价值观和企业伦理等内容。

企业执行力的组织层面主要由企业组织结构的竞争力来决定，在企业执行力

结构中位于中层。企业组织结构执行力主要包括企业组织结构的设置、部门职能

的划分、岗位职责的确定、责权利的界定以及人岗匹配程度等。

企业执行力的制度层面由企业制度的合理性、完善性决定，在企业执行力结

构中位于浅层。企业制度总的来说分为两类：一是约束性制度，二是激励性制度。

约束性制度可以被分成流程性制度和规范性制度，激励性制度可以被分成奖励性

制度和责任性制度。这四种制度的执行力就构成了企业的制度执行力层面。

企业执行力的行为层面由企业领导者的行为和员工个人行为两方面共同组

成，它构成了企业执行力的表层，是企业执行力中最能让人直接感受到的部分。

5．1．1意识层

企业执行力的意识层面由企业深层精神文化构成，是企业执行力的核心，指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形成的独具本企业特征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它包括企业精神、

价值观和企业伦理等内容。由于意识层面的执行力具有企业的本质特点，故往往

由企业在多年的运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其他企业很难模仿。

在执行力认知问卷中，对企业执行力中的文化要素进行了调查，经过调研统

计得出：企业的执行文化和企业内部的沟通机制是企业执行力文化要素的重要构

成因素，其与企业执行力文化要素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57243和0．508178，具

体分析统计数据见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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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_2 执行力文化要素统计表

各执行要素的具体包含因素排序

文化 执行文化和执行氛围 0．557243

变革 积极开放的沟通机制 0．508178

以事实为依据 0．4579439

根据上述统计数据，我们知道在执行力的意识层也就是文化层中，执行文化

是最为重要的，而文化则是通过企业的精神、价值观和企业伦理来塑造的，所以

说企业执行力的核心层指的就是一个企业的企业精神、价值观和伦理中的执行含

量。

I、执行型的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现代意识与企业个性相结合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企业全体或多数

员工共同一致、彼此共鸣的内心态度、意志状态和思想境界。以执行为核心的企

业精神，就是执行力核心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企业内部员工群体心理

定势的主导思想，是企业经营宗旨、价值准则、管理信条的集中体现，是企业执

行文化的基石，可以激发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活力。

2、以执行为取向的企业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单的说，就是关于价值的观念。它是客观的价值体系在人们

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价值主体对自身需要的理解，以及对价值客体的意义、重

要性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建设执行型的文化，就要求人们将执行作为自身价

值判断的一个标准，将执行融入自身的价值取向中。用执行的价值观来判断自身

及周遭事物。

3、建立企业执行伦理

企业伦理既是一种善恶评价，可以通过舆论和教育的形式，影响员工的心理

和意识，形成员工的善恶观念和生活信念。用执行来建设企业伦理，用执行与否

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这样可以通过舆论、习惯、规章制度等成文的形式，来调

节企业及员工的行为，为企业员工自觉养成执行行为。

5．I．2组织层

企业执行力的组织层面，是指企业组织结构设置所具有的执行力，位于企业

执行力的中层。在执行力认知问卷中，对执行力组织要素的各因素进行了分析。

在企业组织建设中，组织结构的设计和责权利的界定是组织结构建设的关键，执

行力组织要素的各因素排序情况如表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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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执行力组织要素统计表

各执行要素的具体包含因素排序

组织 组织结构设计 0．61838

结构 部门职能划分 0．38162

责权利界定 0．538941

从企业组织结构体系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好坏主要由以下五个方

面决定：一是组织机构设置是否合理；二是部门职能划分是否清晰；三是岗位职

责是否正确；四是责权利的界定是否合理；五是人岗是否匹配。同时，这五大方

面也是决定组织执行力强弱的内在关键因素。

1、组织机构设置

组织机构设置是指企业根据环境、战略、技术、规模和所处生命周期等条件，

对企业的人员、工作、技术和信息进行细分，在组织内部设置不同机构，用不同

的分工设置来完成企业的目标与使命。组织结构的设计应以方便企业执行为依

据，建立便于企业执行的组织机构设置，以提高企业的执行力。

2、部门职能划分

组织设计任务的实质是将组织中的活动专业化，同时为保持组织活动的协调

一致性，则需按照组织机构的设置对企业进行部门划分，同时对各部门的职责进

行界定，确定各个不同部门的职能。部门职能划分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到企业

任务的分配，也将最终在企业执行力的总体表现上反映出来。

3、岗位职责

’岗位职责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分析的成果，它强调把企业的工作细分到岗

位，按照不同的工作职能、工作内容划分不同的工作岗位，并确定各工作岗位的

工作职责、职权，规范各岗位的职责界定等，为企业招聘、定岗定员提供基础，

同时也保证企业工作细分到岗到人，提高企业整体执行效率。

4、责权利界定

责权利的界定就是在企业中界定、划分出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的责任、权利和

利益，不同层次的管理者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应与其承担的责任相匹配。企业管

理层责权利是否明晰对执行力的影响比较大。责权利不清会使管理者出现大量的

越位行为，影响企业的管理，同时影响企业的执行情况。

5、人岗匹配

人岗匹配问题的只要指企业中的员工与其所在的岗位是否匹配的问题，也就

是说员工是否能够按照岗位说明书所述要求完成工作。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

企业都是通过各个不同部门来完成企业的目标，而部门又是依靠员工来完成部门

目标的，说到底，企业最终还是通过它的员工来完成工作、达到经营目标，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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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是否能按时按量按要求完成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人岗匹配能够很好的

解决这个问题，是企业执行力的重要一环。

5．1．3制度层

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会用很多的制度来帮助其进行管理，总的来说这些管理

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约束性制度，一是激励性制度。约束性制度主要是为了

解决员工行为的方向问题，包括流程性制度和规范性制度。激励性制度主要是为

了解决员工行为的动力问题，包括奖励性制度、责任性制度。

在执行力认知问卷中，对执行力制度要素的各因素做了分析，得出在制度要

素中，激励性制度、约束性制度以及规范执行力标准的制度都是建设企业执行力

制度层的重要部分，具体数据见表5-_4：

表5-—4 执行力制度要素统计表

各执行要素的具体包含因素排序

制度 约束性制度 0．442757

建设 激励性制度 0．591121

用制度规范执行力标准 0．461449

制度的完整实施 0．406542

约束性的企业制度主要是为了定义和指导员工行为而设立的。流程性的制度

是为了协调生产和企业活动而设立的，一般而言，流程性制度是解决企业生产经

营过程中怎么做的问题，比如企业经营管理流程、企业内部运作流程及企业业务

操作流程等。规范性的制度则是为了规范企业生产活动及员工行为而设立的，它

解决的是人们在做事情中的行为的问题，比如企业的领导制度、人事制度及劳动

制度等，都是为了规范企业生产活动和员工行为而制定的。

激励性的企业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动力问题而设立的，

一般包含激励性制度和责任性的制度两种。责任性的制度规定了员工的必须部

分，激励性制度则指出了员工行为的发展部分，告诉员工企业期望的员工行为和

发展方向。

无论是激励性的制度还是约束性的制度，都是帮助企业规范员工行为，直接

管理员工的最有利武器。制度制定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企业员工的总体行为和员

工的工作表现。在企业中，员工的道德水平、价值观念、兴趣爱好、个人行为等

都各不相同，但这些都会影响员工对企业、对工作的态度，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和

企业效益。因此，建立企业制度将有助于协调生产、规范企业活动和员工活动，

提高企业工作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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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行为层

企业执行力的行为层，主要包括员工行为和企业家行为两大部分，是指企业

员工在生产经营和学习娱乐活动中的行为表现。而其中企业家行为又将在企业中

起典范作用，会对员工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执行力认知调查中，执行力领导要素的各因素重要程度统计情况如表5—

5所示，领导者对自身、员工和企业的认识以及对企业目标的明确都是企业执行

力领导者行为的重要组成。

表5—5 执行力领导者行为要素统计表

各执行要素的具体包含因素排序

领导 领导者的执行力将影响企业执行力 0．46028

者 领导者对自身、员工和企业的正确认 0．6842457

识

明确企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先后顺序 0．6508678

跟进 0．2423231

1、领导者行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家就是一个企业的灵魂，能够主宰着一个企

业的成败。企业家的行为将决定企业文化的健康与优化程度，决定了员工对企业

的信心，同时，企业家的行为也将会成为员工行为的标杆，对员工行为有着巨大

的影响。而最终，作为企业主体的员工，员工的群体行为将决定企业的整体行为

表现，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成败。这种行为也将最终影响企业的执行能力。

2，员工行为。

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企业的行为是由企业中所有员工的行为共同构成

的。因此，企业员工的群体行为将决定企业的整体行为，是执行力行为层的重要

组成部分。员工的整体行为表现将决定企业执行力的大小。

5．2执行力的影响因素

在执行力认知调查问卷中，针对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做了开放性的调查，通过

统计，影响个人执行力和企业执行力的三大因素分别如表5_-6所示：

表5—_6 执行力影响因素调查统计表

影响个人执行力的三大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执行力的三大影响因素

1)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和职责； 1)企业战略目标的可实现性；

2)加强培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2)企业总体人员配置；

3)加强团队协作能力。 3)企业运营流程的合理性。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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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争-6可以看出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因素主要在战略、人员和运营这三

大流程上。但因为执行力的复杂构造，故执行力将受其内在各构造的影响。从这

个角度来看，企业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就可以从内、外因的划分角度来看，影响企

业执行力的因素，如图5--2所示：

战略流程

／组织因素
l，组织结构

2、部门职能

3，岗位职责

4、责权利界定

意识因素、＼
1、企业精神

2、企业价值观

3、企业伦理

制度因素

1、约束性制度

2．激励性制度

行为因素 』
I，领导者行为 ／I。
2，员工行为 ／人员

图5-一2执行力的影响因素

在图5—2中，位于内环的四个影响因素就是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内在因素，

分别是意识因素、组织因素、制度因素和行为因素，因为这四个因素是执行力的

内部构成因素，所以在本研究中认为其是执行力的内在影响因素。

同时企业执行力还受其自身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经调查分析，影响企业执

行力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即企业的三大流程因素，这也正是图5—2外环所示的

三个执行力外在影响因素。

5．2．1内在因素

由于企业执行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四个层面组成，所以影响企业执行

力大小的首要因素就来自于执行力的各个构造层面，包括企业的执行意识、执行

组织、执行制度和执行行为四个方面。

(1)企业的执行意识将影响企业的执行力。企业执行意识包括企业的执行精

神、执行价值观和执行伦理，是企业执行力构成的最核心因素，但同时，它也是

影响企业执行力的关键所在。

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和企业伦理是否具有执行力，企业的文化是否是执行

文化，将对企业的执行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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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的组织结构将会影响企业的执行力。企业的组织结构设置、部门职

能的划分、岗位职责的确定、责权利的划分以及人岗的匹配程度，都将影响企业

的执行力。

(3)企业制度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将影响到企业执行力。企业制度一般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约束性制度，一类是激励性制度。约束性制度对企业中员工

的行为起方向性的作用，激励性制度对员工行为起动力性作用。

(4)企业员工行为将影响企业执行力。企业员工行为可以分为两类：领导者

行为和普通员工行为。领导者的行为不单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执行力，同时还会

对普通员工的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再度影响企业的执行力，这也就是

说，领导者行为对执行力将会产生双重影响。而企业的发展，最终要通过其全体

员工来实现，所以普通员工的行为将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执行力。

5．2．2外部因素

在企业执行力的构成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企业整体的执行力，经

过统计，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个对执行力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

(1)企业战略的可执行性。企业战略管理包括企业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两个

方面。战略的制定保证战略的方向，但正确的战略方向却不能保证一个企业取得

成功。企业战略制定得是否符合企业的现实情况，战略是否具有可执行性，战略

能否分解下去，这都会影响到企业战略的整体表现，同是也是企业执行力的重要

影响因素。

(2)企业总体人员的配置。企业的人员流程是比战略流程和人员流程更为重

要的，因为组织毕竟要靠人来判断市场的变化，再根据这些判断来制定战略、将

战略转化成现实的运营。企业中的人员，是否具有执行力，是否有能力执行工作，

以及人员之间和合作协调情况，也对企业是否具有执行力产生关键的影响。

(3)企业运营流程的合理性。企业的运营流程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运营计划中。

运营计划包括企业预定在一年内完成的各项方案以及资金指标。在企业的实际运

营过程中，如何分解企业战略目标，如何布置任务实现目标，如何协调实行目标

的过程，保证运营目标的实现都将影响企业的总体执行力。

5．3企业执行力的建设

关于企业执行力的建设，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探讨。从最早的拉

里·博西迪和拉姆·查兰提出的整合企业三大流程来建设执行力，到最近国内的

著名执行力讲师章义伍的3+1执行体系，执行力的建设理论已经经过了许多的演

变发展。表5_-7是对执行力建设理论发展的小结：



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5章执行力的构造与建设

表5_一7 执行力建设理论的发展

理论 内容

拉里·博西迪和拉 整合企业三大管理流程，将企业战略流程、人员流程和运营流程有

姆·查兰的执行力建设 机联合，打造企业执行力

理论

保罗·托马斯的六大执 1、建立执行力文化；

行力建设法则 2、将薪酬设计与业绩相联系，给予那些具有执行力的人更多的精

神和物质回报；

3、将人员、战略、运营三令核心流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4、领导者的任务是以开放的对话将员工凝聚在一起，为共同目标

努力；

5、注重评估；

6、构建动态的组织结构，保持企业竞争力。

余世维提升企业执行 1、把握执行力的三个核心流程；

力的理论 2、提升企业中个人的执行力；

3、提升组织的执行力；

4、执行要从企业领导者做起。

章义伍的3+1执行体 以企业中人员、战略和运营流程作为驱动执行力的三大硬件，

系 以文化这个执行的灵魂作为驱动执行的软件系统，建设3+1企业执

行框架。

国内执行力建设理论 1、明确企业的目标：

总结 2、重新构建企业的组织框架，明晰企业管理者的责、权、利，发

挥企业的团队精神，提升组织的执行力；

3、增强企业领导的执行力；

4、注重企业的人员配备，挑选适合企业工作需要，又具有很强工

作责任心的员工；

5、创建企业的执行文化；

6、僻牟仓qp的管理制度，设立具有执行力的企业制度。

综合考量中外学者的提升执行力理论，几乎所有执行力建设理论都强调对企

业三大流程的建设改造，认为提升企业执行力必须抓住企业的战略、人员和运营

流程。在企业三大流程建设之外，企业文化、领导者和企业的组织、制度建设也

被认为是提升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但是这些执行力建设理论是否符合我国企业的实际呢?本论文通过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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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搜集汇总出我国一些企业已经使用有效的执行力建设方法，具体统计数据如

表5_-8所示：

表卜8 执行力建设方法调查统计表

个人执行力建设方法 企业执行力建设方法

1、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和职责； 1、建立执行的企业文化；

2、加强培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2，企业领导带头执行、以身作则；

3、加强团队协作能力。 3、建立执行后的反馈体系，褒奖优秀的执

行者同时追究执行不利人员的责任。

通过表5—8，我们可以看到执行文化的建设、企业领导者的带头以及执行

后的反馈体系是被调查企业行之有效的执行力三大建设方法。这三大建设方法又

分别归属于企业执行力意识层、行为层和制度层的建设。综合学者对执行力建设

的理论，借鉴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再加上本文对执行力构造和影响因素的分析，

本文得出执行力建设过程应当包括创建——维护——变革三个部分，如下图5—

3所示：

执行力的创建 执行力的维护

执行力的变革

图5—3 执行力建设过程

在企业执行力的创建过程中，包括四个方面的建设：一是意识执行力层的培

养，包括企业执行精神、价值观和伦理的建设；二是组织执行力层的设立，包括

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部门的职能化、岗位职责的确立和责权利的划分；三是制

度执行力层的规范，包括约束性制度和激励性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四是行为执行

力层的保证，包括领导者的行为和普通员工的行为。

在执行力的维护过程中，还必须经过企业的其他管理环节来实现，通过调查

所得，战略、人员和运营因素对执行力的维护影响最大，也就是说，要提升企业

的执行力，不单需要创建执行力的各个层面，还需要具有执行性的战略、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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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流程作为载体。

执行力变革过程则是通过反馈和跟踪的制度，将执行力系统的实施过程不断

反馈，同时，也可将由于企业经营环境或市场与企业目标的变化，将信息反馈，

重新创建执行力的四个层面。

5．3．1执行力的创建

从企业执行力的结构来看，创建企业执行力必须包括意识层、组织层、制度

层和行为层的执行力创建，其中企业执行力意识层的创建为整个创建的核心，同

时也是其他企业最难模仿的创建之处。

1、意识层的培养：培养具有执行意识的文化

创建企业执行力，关键是培养企业的执行文化，从企业的精神层面树立执行

意识，包括建设具有执行意识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和企业伦理思想，将企业

的道德观、价值观建立在执行的基础上，拒绝空洞的企业文化。

1)树立执行性的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企业全体员工或多数员工共同一致的内心态度和思想境界。这种

意识并不是在实践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是通过领导者的引导、宣传、教育、示

范，员工积极参与配合，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逐步形成的。要树立具有执行性的

企业精神，必须让企业的全体员工或是绝大多数员工都具有执行的精神，不论做

任何事情，都把执行放在首位。

2)以执行与否作为判断事物的价值观。

企业价值观是企业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只有当企业中绝大

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趋于一致时，企业的价值观才能形成。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推崇

和信奉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企业进行价值评价、决定价值取向的内在依据。在企

业经营过程中，以执行作为企业价值观的判断标准，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对生产目标和自身行为的评价都以可否执行、执行的效率以及执行后的结果作为

判断。以作为执行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将决定企业内部大多数员工的行为取向，塑

造员工是执行行为。

3)建立执行型企业伦理。

伦理文化是一种最直接的社会文化层面。企业伦理是一种微观的道德文化，

是一种新的富有效力的管理观念，即主张以人为本，用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来调

节企业员工的行为，是建设现代企业执行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企业伦理就是一种善恶的评价，它可以通过舆论和教育的方式，影响员工的

心理和意识，形成员工的善恶观念和生活信念，在企业给员工培养企业伦理时，

要将执行意识加入其伦理教育的准则中去，让企业员工共同形成执行为善，不执

行为恶的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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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层的制约：建立执行型组织

企业的组织设计，将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运作和战略的实施，好的组织设计可

以让企业取得成功，同时，糟糕的组织设计也可以让一个优秀的企业战略落败。

那么，企业组织设计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以执行作为企业组织设计的标准，让企业的组织结构设计、部门职能的划分、

岗位职责的确定和责权利的划分，都以企业的实际环境为依据，遵循以最具执行

为原则，进行企业组织的设计。

1)组织结构的设计要具有可执行性。

企业组织结构的设计即是完成对组织目标的人员、工作、技术和信息所做的

制度性安排，这种安排必须建立在企业的事实基础上，同是，其设计的原则也必

须以保证执行为原则。只有建立和合理的组织机构，组织中各个部门才能运转通

畅，人员才能合作协调。

传统的组织机构设计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但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及

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组织机构的设计不仅要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还要符

合企业所处的内外在环境。组织结构设计将有助于企业更有效的完成企业目标，

保证工作的效率和效能，从执行的角度来看，适合企业的组织结构设置能大大增

强企业的组织执行力，而不合适宜的组织机构设置则会阻碍企业的执行力。

2)部门职能的划分必须依据方便执行的原则。

部门职能的划分与界定，确定了各部门不同的职责、职权所在，保证各部门

按照各自不同的要求和目标发展，保证部门间工作的协调连接，避免工作不明、

互相推委的现象存在。一旦企业有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就可以按照不同部门的职

能进行分解。

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的目标都是通过各个部门共同的努力来实现的，而如何

科学划分各部门的任务和职责，则成为了组织设计的关键一环。部门职责的划分

应以执行为依据，根据企业目标如何实现来划分部门的功能和职责。

3)岗位职责的设定要以执行为依据。

从部门职责细化到岗位，则是对各不同工作岗位职责的界定。岗位职责的细

分，确定了不同岗位员工需达到的工作目标和主要工作职责，通过岗位职责的划

分，可以将企业的总体目标划分到各个工作岗位。

在企业划分工作岗位时，需要以企业的事实为依据，以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企

业的执行情况作为准则，岗位的设定要具有执行性，让各岗位员工能够执行企业

的任务，并方便协作。

4)责权利的界定要合理，要以方便企业员工执行为划分准则。

企业责权利是否明晰对企业执行力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同层次的企业人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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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享有不同的权利和利益，承当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当然一个人其承受的责权

利应当是相互匹配的。

如果企业一味强调员工的责任和义务，而不给予员工相应的权利和利益，那

么企业员工最终还是会离开这样的公司，公司的优秀人才将会流失。而如果企业

给予员工丰厚的利益和权利，但员工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那么这些给予

的权利和利益则是一种浪费。

企业的责权利界定一定要合理，三者之间要互相匹配，这样才能起到责权利

三者的互相约束、制约的作用。

3、制度层的规范：让制度具有可执行性

企业的制度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中：约束性制度和激励性制度。约束性制度

告诉员工该如何做，这类制度起到指导员工工作的作用，激励性制度则解决员工

工作中的动力问题，对员工的工作起激励作用。

作为企业而言，其运营过程不仅要依靠企业家对企业的领导和对企业战略的

把握调整上，一个企业要高效运作，要让许多人同步、协调的为企业目标一起努

力时，制度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制度让员工的工作有据可依，让企业从过去

的“人管人”变成“制度管人”。

但是由于各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所处环境的不同，我们很难给出统一的企业制

度建设的方法和内容，在此我们只能给出一些企业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的指导原

则：

1)企业的制度建设，必须以企业的战略目标为前提，建立在企业的实际运

营环境之上，适合企业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2)企业的约束性制度必须要能够满足指导员工工作的需求，让员工在一个

带有约束的框架中自由工作。

3)激励性制度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员工的奖励制度，一部分是

对员工责任的追究制度。企业的激励制度需能对员工真正起到激励的作用。

4)企业制度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将严重影响到制

度的执行。

5)严格执行企业制度，不因人而改变制度。

4、行为层的保证：提高员工行为的执行力

企业执行力的行为层，主要包括员工行为和企业家行为两大部分，是指企业

员工在生产经营和学习娱乐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其中，企业家的行为不仅会直接

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还会对员工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企业家带头提升执行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家就是一个企业的灵魂，能够主宰着一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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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成败。企业家的行为将决定企业文化的健康与优化程度，决定了员工对企业

的信心，同时，企业家的行为也将会成为员工行为的标杆，对员工行为有着巨大

的影响。而最终，作为企业主体的员工，员工的群体行为将决定企业的整体行为

表现，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成败。

2)员工提升自身执行力。

企业员工提升自身执行力，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改善：1)明确工作目标和工

作责任；2)提高自身工作能力；3)加强与同事的协作。通过这三点提高员工个

体的执行力。

5．3．2执行力的维护和变革

在创建企业执行力之后，要保持和不断提升企业的执行力，那么我们还要做

一些企业执行力的维护和变革工作，这就好比一辆汽车要能成功的启动，不仅不

要汽车本身，缺少汽油的汽车也无法驾驶一样。企业的战略、人员和运营流程以

及执行预瞀和反馈就是执行力这辆汽车的汽油。企业执行力的维护，必须包含以

下环节：

1、可执行的战略是提高企业执行力的前提和基础。

企业战略是企业以未来为基点，为寻求和维持持久竞争优势而做出的有关企

业全局的重大策划和谋略。企业战略的制定必须符合企业的内、外环境，必须以

企业的事实数据为基础。只有企业指定的战略切实可行、详细且具体，企业战略

才具有意义。在制定战略之前，企业必须详尽的了解自身优势和劣势，做出符合

企业环境的企业发展策略，这才是制定可执行战略的基础。

企业战略是否具有执行性将会影响到企业战略的实施过程，也将决定着战略

的实现与否。可执行的战略是提高企业执行力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企业的战略

本身就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无论你的文化如何，组织如何，制度如何，领导入如

何，企业战略最终还是无法实现，也最终会表现为企业执行力的不足。

2、建立人才保障体系，是企业执行力建设的最重要基础。

人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唯一“活”的资源，它可以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

无法预期的效果，同时它也是能动的控制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企业的整体

人才体系，决定着企业的一切，包括战略、执行、组织和制度等。企业的人才体

系是企业执行力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

企业人才体系由高层经营决策人才、中层管理人才和基层操作执行人才三部

分构成。组织的目标最终是通过组织中的成员来完成的，能否选聘到合适的人才，

任用合适的人才，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对于组织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3、建立有效的战略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系统，通过该系统将企业的任务快

速高效的分配到相关部门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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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优秀的企业战略之后，如何把战略目标分解，如何合理调配企业资源，

落实战略的实施过程则对企业执行力产生直接作用。企业的运营流程就是将企业

战略目标分解并实现的过程。

企业的运营流程设计应该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将运营流程与企业的战略和人

员结合，制定出一份将人员和战略联系在一起的运营计划；二是让各部门协调合

作，同步行动，保证战略计划的有效实旖；三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运营计划，确定

切实可行的运营目标；四是针对企业环境可能产生的变化作出应对之策；五是对

运营计划进行可行性评估；六是针对运营计划的关键环节进行跟踪和反馈，以保

证计划的实现。

在企业环境产生变化或企业战略发生调整时，我们也必须针对这些变化调整

执行力的炅体建设体系，如重新设计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定新的企业制度等。那

么，在变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握的关键问题就是何时变革问题和如何变革的问

题。

1、在企业建立预警机制，在企业执行力不足之前发出预警信号，以便及时

调整企业的执行力建设。

在企业建立预警机制，在问题出现之前在企业内部产生预警信号，以便及时

修正企业的战略及运营。建立企业预警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变革的时

间问题，从时间点上控制企业的变革。

2、在企业中建立有效的企业控制跟踪和反馈体系，以便不断修正企业执行

力的建设。

在企业战略的实施过程，制定跟踪控制系统，针对企业战略实施的关键点，

对战略的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和反馈，同时根据这些反馈的信息，调整企业内部的

设置，重建企业执行力系统。

建立有效的跟踪控制体系，在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对其过程进行及时

的控制，发现偏差，及时纠正，保证企业有效的朝其目标迈进，同时把信息反馈，

作为企业执行力变革的依据。

通过对执行力的内部构成的创建，对执行力载体的不断维护以及对执行力变

革的预警和跟踪，建设一整套的执行力体系，根据此体系的建设原则，各企业可

具体安排自身企业的执行力建设方法，最终找出适合自身企业的执行力建设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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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结论及不足

6．1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这种实证研究方式，研究我国企业执行力建设的问题。在

文章的研究过程中通过文献综述——设计问卷——问卷调查——问卷分析——

成果运用这5个步骤完成了对我国企业执行力建设问题的初步探讨。其主要成果

如下：

1、通过调查了解了我国企业目前的执行力现状及其不足，80％以上的被调查

企业都存在着执行力不足现象。同时，通过问卷调研还获得了我国企业经营者的

执行力认知情况和现实企业运用的有效执行力建设方法。问卷调查研究，将实证

研究这种方法引入了执行力建设的研究中，对执行力研究在研究方式上进行一步

拓展。

2、本文借鉴企业文化的构造模式设计出企业执行力的内部结构，即企业执

行力包括四个层次：意识层、组织层、制度层和行为层。这四层次以意识层为核

心，由里到外，有机组成了企业执行力。

3、初步创立了一套适合我国企业执行力建设的系统操作方法，执行力创建

——维护——变革体系，将执行力理论本土化。执行力的创建，即对执行力自身

构成的建立，包括意识层的培养、组织层的制约、层的规范和行为层的保证。

执行力的维护，主要靠企业三大流程的运营实现，最后将执行力实施过程中的信

息跟踪、反馈，形成执行力体系变革的依据。执行力建设体系是一个不断循环的

过程，可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

6．2 本文的不足之处

1、本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选取样本的地域较为单一，若要继续研究本问

题，可加大样本的采集。

2、本文研究出的企业执行力建设方式还未到企业中进行实验，大量的执行

力建设和修正工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3、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个人研究水平的限制，有许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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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工作

本人研究生期问所作的有关学术工作如下：

1、发表论文：《人力资源价值对企业效益的影响》，2005年7月发表于现代

管理科学。

2、参与课题：

WL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研究(8514002084)

南京市2003～2010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研究(200304010)



附件

附件一

样卷： 关于企业执行力建设问题的调查问卷

感谢您对本次问卷调查给予的支持与帮助，预祝您在工作中不断提升执行力

请务必填写以下信息：

公司名称(请填写全称)

公司类型：

公司总人数：

职务名称：

年龄：一

所处行业：一
公司存在年限

在公司工作年限：

性别：——

第一部分执行力诊断调查问卷(请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回答，并在相应方框内打“√”)

该问卷从四个方面诊断企业执行力，分别是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文化体系、领导权威。其中l一10

题针对企业组织体系进行诊断，I卜—20题针对企业制度体系进行诊断，2l—30题针对企业文化体系进行诊

断，3l—40题针对企业领导人权威进行诊断。四部分诊断的综合即是对企业执行力的诊断。

很赞同基本赞同不清楚不大同意反对

l、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设置繁琐、不合理，有许多不必要的 口 口 口 口 口

部门存在，影响公司正常决策和执行。

2、公司在下达任务时，必须由老总明确指出哪个部门负责 口 口 口 口 口

哪些任务，否则任务无法下达到部门。

3、公司部门间责权划分不清，常出现部门问互相推委责任 口 口 口 口 口

的情况。

4、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出现多个领导向你指派工作的现象。 口 口 口 口 口

5、公司在日常管理中，上下级之间的指令和汇报常发生越级口 口 口 口 口

现象。

6、当你向商接上级请示工作时，上级还要向他的上级请示后口 口 口 口 口

才能答复你。

7、公司不是“按岗设人”而是“按人设岗”。 口 口 口 口 口

8、公司没有岗位说明书，各岗位没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利划分。口 口 口 口 口

9、在工作中，我的直接上级从未对我的工作提出过明确的要求。口 口 口 口 口

lO、公司的部门和决定形同虚设，某些领导可以任意指派工作和口 口 口 口 口

更改决策。

1l、公司的制度经常朝令夕改，人们对制度不大重视。 口 口 口 口 口

12、公司制度无法在公司内彻底执行，一般都是开始严格后来松。口 口 口 口 口

13、公司缺乏跟踪反馈制度，很少有人来检查我的工作。 口 口 口 口 口

14、领导很少让我向他汇报工作，就算偶有也是临时的口头的。口 口 口 口 口

15、公司没有明确的业务流程制度。 口 口 口 口 口

16、公司对员工的行为没有规范性的标准，或有标准但很难真口 口 口 口 口

正实施。

17、公司内部缺乏制度，管理活动都靠管理人员临时决定。没口 口 口 口 口

有制度可以遵循。

18、公司对表现好、贡献大的员工没有任何奖励措施。 口 口 口 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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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公司对工作失责的员工没有任何处罚。 口 口 口 口 口

20、处罚措施总比奖励措施执行得严格，犯错必处，但奖励却口 口 口 口 口

很少兑现。

2l、公司没有提出明确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等核心理念。口

22、公司核心理念没有分解到各系统，没有提出各系统的理念。口

23、公司没有员工公认的、符合核心文化的典型人物。 口

24、公司没有流行很广．代表核心文化的典型故事。 口

25、公司没有形成与核心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氛围。 口

26、公司各部门间缺乏合作文化，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口

27、公司员工对企业理念缺乏认同感，达不成共识。 口

28、公司员工缺乏工作热情和爱岗敬业精神。 口

29、公司内部缺乏团队精神，各部门或个别员工存在各自为政口

倾向，无全局观念，团队向心力、凝聚力差。

30、公司内部官僚气氛浓重，各层级反应迟钝，办事效率低下。口

31、公司领导总以公司的名义说话，不给下属任何反驳权。 口

32、公司的一切事情都由领导说了算，他决定该干什么不该干口

什么。

33、上级领导总让我按照他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 口

34、领导的行动从不与下属进行协商，也从部向下级解释他的口

行为。

35、领导很少鼓励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从不听取员工的意见。 口

36、领导很少对下级进行鼓励，批评倒是常有。 口

37、工作时，领导不会顾及员工的需求与情感。 口

38、公司领导很少信守承诺。 口

39、公司领导不懂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口

40、领导总是在发生错误后把责任推给下属。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第二部分执行力认知调查问卷

该问卷从本质、内涵、要素、影响因素和有效建设措施五个方面对执行力进行调查。多采用开放式的

问题，希望能够搜集到更多企业中的实际信息，希望能得到您的积极配合，谢谢。

1、您认为执行力的本质更接近于下列哪种表述?(如果您的答案是多项的，请按偏好程度

由高至低填写1、2、3、4、5：如果您的答案是单选，请直接在所选项目前的方框内打“4”；

如果您认为以下说法都不对，请填写您认为对的答案。)

口一种能力

口一种文化

口一种管理的流程

口一个新的管理职能

口其他(请填写)：

2、下面是对执行力定义的一些说法，您认为哪些是正确的，可多选。(如果您的答案是多项

的，请按偏好程度由高至低填写1、2、3、4、5；如果您的答案是单选，请直接在所选项目

前的方框内打“√”；如果您认为以下说法都不对，请填写您认为对的答案。)

口执行力就是任用会执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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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就是消灭妨碍执行的官僚文化

执行力就是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完美，切实执行

执行力是公司“缺失的一环”，是没有实现预定目标的主要原因

执行力是公司领导层希望达到的目标和组织实现该目标的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

执行力不是简单的战术，而是一整套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采取行动的方式来实现

目标的系统流程：是--N将战略与实际，人员与流程相结合，以实现预定目标的学问

执行力是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领导者职能的核心部分

执行力是一门要求对企业现状、行业环境及员工心理有综合理解的学问

执行力是将商业的三个主要流程—人员、战略、运营计划，结合起来的一种途径

其他(请填写您认为的执行力定义)；

3、您认为执行力包括以下哪些方面的要素?(请选择您认为正确的执行力要素方面，在选

项前的方框内打“√”，并把相应方面的内在构成因素按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在各项目前的

括号内按重要程度由高到低填写l、2、3、4、5；如需补充，请在相应位置填写。)

口领导者能力方面

()领导者要了解自己的企业和你的员工

()领导要了解自己

()管理行为应坚持以事实为基础

()提高员工的能力和素质

()确立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先后顺序

()对执行者进行奖励

()跟迸

()其他(请填写)：

口文化变革方面

()建立执行文化及执行氛围

()将奖励与业绩直接联系起来

()建立积极开放的沟通机制

()领导者的执行力将影响企业执行力

()其他C请填写)：

口人员配置方面

()选聘具有执行力的员工

()作到量才适用

()懂得如何处理绩效差的员工

()培训，要以提高执行力为重点

()建立一条执行型领导培养渠道

()其他(请填写)：

口组织构建方面

()设计具有执行力的组织结构

()部门职能的划分不能妨碍执行力的发展

()责、权、利的划分要以适应执行力的提升为出发点

()其他(请填写)=——
口制度建设方面

()组织目标分解应制度化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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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规范执行力的标准

()建设执行力激励的制度

()用制度统一员工与组织的执行力()其他(请填写)．——
口流程设计方面

()企业运营流程要具有可执行性

()跟进与评估应作为运营计划的一部分

()企业山部运作流程必须简单，不能过于复杂而影响执行

()其他(请填写)

如果，您认为还有其他方面，请补充

4、请列举影响您企业或您个人执行力的因素

影响您个人执行力的因素：

(请柱您认为最重要的3条

因素前用①②③标注；Ⅱ来)

影响您企业执行力的因素

(请在您认为最重要的3条

因素前用①②③标沣出来)

5、在企业或个人执行力的建设方面，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么?如有，请您简要说明。个人执行力的建设：————————

企业执行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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