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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和边界意识在管理中的量子纠缠

邱Ǔ泉
北京天泉善达科技有限公司Ǔ北京Ǔ100040

摘Ȟ要：执行力和边界意识是战略成功的两翼，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犹如两个粒子的

纠缠态，一个改变了，必然影响另外一个的状态，它们会和企业相始终，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系统状态来影响企业的

大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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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管理的边界意识是指部门或企业间具有的有限性和

独立性，因为其目的不同，而具有独自产生、运行、演

化的规律，一个部门不能越过自己领域去干涉其它领域

的活动，由此而避免可能导致的组织的混乱和无序。提

倡管理的边界意识就是要避免某个领域的规则对其它领

域的僭越，特别是某个“权威”的“话语霸权”给其它

领域带来的秩序错位和混乱，而扰乱甚至于破坏组织的

执行力，进而破坏企业战略的顺利实现。

执行力是一种执行的能力，不是简单的执行不执行

的问题，而是执行的水平和效率高低问题。它是一种能

力而不是一种行为。如果上级下达命令，下级严格的执

行就叫执行力，那我们也就不必要在这里讨论了，因为

去做就行了。

组织的边界是一切管理的基础，边界不清，易起冲

突，常常影响组织的稳定。一个没有边界意识的组织容

易陷入多头管理，一个多头管理的组织不可能有良好的

执行力。

2��执行力在管理中的作用

企业基于内外部环境的研究，基于自身的优势，经

过一系列方法，根据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制订出指导企

业长远发展的总体战略。在不断完善、不断创新、螺旋

式上升中形成其战略目标的动态管理。

管理是实现其战略的基本手段。一个没有管理的战

略不能称之为战略，只能是愿景。企业管理又是在计

划、组织、领导、控制下的执行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执

行力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一个没有执行力的管理，就

像一个没有管理的战略，它会飘在空中，任何人都可以

侃侃而谈，就是无法落地。这样的战略，这样的管理，

是企业所需要的吗？

执行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战略成败的关键。

良好的执行力才能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如何

做正确的事以达到目的，如何以对的方式来达成目标，

是贯穿企业每个阶段的议题。

执行力是管理的抓手，管理是实现战略的基本手

段。执行力必须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部分，才能让企业

基业常青。一个基业常青的企业，必然是战略正确，管

理得当，执行力深入底层基因的组织。

在管理的四个阶段中，从计划阶段开始，就要充分

考虑执行力的权重，把执行力作为实现战略的重要一极

来定位，通过有效组织企业的现有资源，激发要素活

力，在坚强的领导下去分阶段控制和促进企业的成长步

伐。通过管理让执行力贯穿于全企业、全过程、全员

中。再辅以PDCA循环，让战略在成长的路上不至于脱离
既定轨道，即使出现了偏离战略的行径也能及时感知，

针对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而纠偏[1]。

执行力很重要，但组织需要的是正确的执行力，一

个可以有效控制的执行力，一个能实现战略目标的执行

力。一个错误的执行力比不执行还要坏。在强调执行力

的同时，还要通过其它的管理手段去发现这个执行力是

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发展目标，如果不正确，就要及

时纠正，让它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执行力是管理的抓手，管理也要成为执行力的灯塔

和牢笼。灯塔让执行力有目标有方向，牢笼让执行力行

止有数，取舍有度，在自主可控的条件下去争取长期稳

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强的竞争力。

只有在有效管理下的执行力，才能让企业稳定发

展，而不被执行力所吞噬。一个没有管理的执行力，要

么狂暴，要么软弱。狂暴到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会让

企业身不由己的驶向深渊而无力自拔；软弱到如同待宰

的羔羊，看到了磨刀霍霍，依然在歌舞升平中醉生梦

死，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3��边界意识在管理中的意义

边界意识是组织有效运行的基础，没有边界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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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能叫管理，那叫事儿妈，除了让人烦，扰乱组

织的正常运转，没有其它任何正面效果。

每个部门都是组织链条中的一个独立单元，和其它

部门形成了组织的整体营运链条，各个单元相互配合，

协调运转，保证组织稳步前行。如果某个链条中独立单

元的管理者缺乏边界意识，会给自己团队和组织带来阻

力和障碍。

边界意识是管理者成长的重要伙伴，是指导应对决

策和挑战的灯塔。具备践行边界意识的行动智慧，从而

能规避潜藏的风险与失误，可以确保团队稳健前行。

每个部门甚至于每位员工，都有属于自己的管理界

限，涵盖人员规模、职责权限、汇报流程、工作方向、

劳动成果、考核模式、管理层级等。如果部门或员工

没有边界意识，就会导致定位不清，职责不明，对工作

很难抓住重点，重复劳动、跨界工作，与别的部门或同

事产生误解、出现矛盾。你的事情别人在做，别人的事

情，你在努力，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如果甲部门的工

作乙部门汇报了，乙部门的工作丙部门汇报了，结果由

谁来承担？任务怎么去考核？

边界意识的本质，是对管理界限的认知。一个组织

从建立开始，都会遵循统一指挥的原则，从高层领导到

一般员工形成一个权力系统，组织内的每个成员均有上

级，且只直接接受一个上级的指令。这样就从根本上避

免了多头领导，职责不清的问题。做职责范围内的事，

接受管理界限中的指令，不跨界，不添乱，不去打破工

作关系的界限，去做该做的事，去承担应该承担的责

任，每个人，每个部门都有序的在工作，才能让组织的

车轮不断前行，不至于空耗资源而原地踏步。不让偷奸

耍滑者在职责不清的帽子下滥竽充数。

人和人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彼

此配合，厘清边界意识，不是要老死不相往来，不是要

拒绝一切交流，而是要通过强调边界意识来分清职责，

认知边界，达到既协同又不添乱的目的。

笔者觉得可以从职责、认知、协同三个角度来把握

边界意识。

职责就是岗位职责、部门职责，在组织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确定，它是部门和个人工作的指南和方向，是考

核的立足点，没有职责，边界意识无从谈起，这也是部

门和个人必须去执行的最高宗旨，如果拒绝，那么这个人

和这个部门都没有必要在组织里存在。因为职责不清而造

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越级指挥、错位执行在企业中比

比皆是。厘清职责，并按期宣贯，让每个人每个部门都

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烂熟于心，才能明示于行，才能

避免做得多错得多、缺少主动性、增强依耐性。

认知就是对职责的认知，不光要清楚自己的职责，

还要清楚其它部门的职责。清楚了自己职责，才能做好

本职工作，守住底线，不贸然越界，让每一分付出都有

所回报。清楚其它部门的职责，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提高了认知，知道那些该做，那些应该寻求协调配合，

把自己的成长融合到工作中，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

去扩展自己的认知水平，提高自己的认知边界，才能更

好的应对各种挑战，避免因为边界意识不清造成的误

解、矛盾、浪费。

协同就是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边界

意识不清往往是在协同中产生。没有协同就没有边界意

识不清，只要确定好流程和沟通机制，事事有落实，就

能避免关公战秦琼的管理错位。

通过对三者辩证统一的理解和执行，就能在纷繁复杂

的工作中，让组织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4��执行力与边界意识对战略的影响

贝索斯曾说：明确并守护边界，是通往个人与组织

辉煌成就的重要基石。巴菲特也说过：清晰认知自己的

能力边界，才能在金融市场中稳健前行。芒格则概括

为“能力圈”，他说：每个人的能力都像是一个圆圈，

其内部是我们熟知和擅长的领域，而外部则是未知的盲

区。他们都强烈建议避免涉足自己能力圈外的事务。

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能力圈，找到企业的能力边

界，努力做边界内的事，就是保持住自己的战略方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企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自己能力圈中，寻找到

最有效的赚钱方法，形成企业完善的运作体系，然后一

直重复和坚守。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没有不成功的。

但企业就像人一样，顺境时，自认为无所不能，觉得还

可以更成功，然后陷于“达克效应”让事业举步维艰。

这就是有执行力，但不懂得边界意识所在的害处。

没有边界意识的企业容易自大，容易在纵横捭阖中

灭失。固守边界意识的企业终将故步自封，落后于时代

而被湮灭在时光的烟尘里。所以边界意识既可以成为

强大的助推器，也可能成为致命的绞索。运用之妙，存

乎一心，似乎很玄妙，但只要掌握好边界意识铁三角的

运用（通过职责、认知、协同三个角度来把握边界意

识），将内部的执行力和边界意识外化到行业或者宏观

环境里，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商海中搏击。

凡是边界意识清晰的企业战略都很清晰；凡是没有

边界意识的企业战略一般都没有重点，会大而不强，如

泥足巨人。没有边界意识的企业，什么挣钱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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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准备吃鱼身，最后可能连鱼尾都看不到，什么都想

做，什么都做不好。

5��执行力与边界意识的相互影响

在任何形式下，企业所面临的局面都会因为要素的

稀缺而存在制约，每个企业都会同时选用多种管理手段

用于企业管理。这套混合了多种管理手段的管理方法就

是笔者所称的整合管理。整合管理通过将有利于企业的

管理手段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了一种强有力的符合企业

环境和战略目标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能让企业获

得竞争的优势，并让企业具有鲜明的品牌认知度，最后

将会沉淀到企业的基因里传承下去，它是企业在成长过

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企业所特有的，任何其它的企

业都不可能模仿的一种个体气质。

整合管理会内化于企业的执行力。所以执行力会因

为组织的不同，而有千百种表现形式，它最终会升华成

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直延续下去，

为企业带来难以磨灭的外在形象。

边界意识是一种通过灰区管理而形成的理念，这种

理念会因为性格的不同，学习力的差异，环境的影响，

同事之间的关系而有异质性、可变性，反映到个体身上

会有所不同。既然是意识，就会有相互之间的互动，在

互动过程中双方的理解和感受都会有差异，所以边界意

识难以定量、难以标准化。由于每个人感知的不同，对

边界意识的掌握尺度也不会相同，它会给管理带来诸多

困难，增加企业资源的消耗，也因为这种困难，让每个

组织都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性格。

灰区管理是指由于管理手段的多样性、模糊性、随

机性、不透明性、柔性而形成的一种多方法、多目标、

多部门结合的非极端化的平衡管理理念。

企业通过整合管理和灰区管理实现执行力和边界意

识的平衡，并通过执行力和边界意识相互交织、相互影

响，让企业在实现战略的同时，不固步自封，能积极的

打破原有的能力边界，提高企业的边界意识，从而让企

业在更高层次上不断成长。

管理者可以通过商业模式画布，让执行力和边界意

识找到发力点，形成抓手去达成企业的战略。商业模式

画布是通过三个步骤九个模块对企业的状况进行逐一

分析来达到立足现状，看清企业运营全貌，更好地进行

商业模式布局、设计和优化的一种方法。通过将商业模

式涉及的要素绘制在一张简练、可视化的图纸上，让企

业能基于描述，去评估和优化商业模式。在企业发现价

值、匹配价值、获取价值的过程中让执行力和边界意识

成为可控的杀手锏、战略成功的倍增器。

要想让商业模式画布尽可能准确的反应企业的运营

全貌，就需要熟练的运用商业兵棋推演。商业兵棋推演

是指将企业收集到的各种宏观和行业数据，进行数据挖

掘并分类汇总后，让小组成员扮演各利益相关方，依照

分类汇总后的结果展开各自的行动，并根据态势的发展

选择各种手段去实现自身的目标，因而构建出的围绕企

业总体战略的动态战略图景。经过了商业兵棋推演流程

的商业模式画布，能尽可能真实地反应企业所面临的内

外环境。

结束语

执行力和边界意识在企业管理中如影随形，有组织

就会有执行力和边界意识的存在。执行力通过整合管理

最后升华为企业精神，边界意识通过灰区管理最终固化

成了企业的性格。任何企业不可能离开企业精神和企业

性格而单独存在，任何企业也不可能没有战略而能永续

经营。企业在实现战略目标的道路上，要重视执行力和

边界意识两者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作用。不能自断手

足，只重视执行力的建设，而轻视对边界意识的塑造。

毕竟一个企业不能没有精神，更不能没有性格。

执行力和边界意识是战略成功的两翼，缺少了任何

一翼都有可能让战略陷于失败的境地。在战略执行过程

中，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犹如互不牵手，确相互

依赖的两个粒子，看着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改变了，必

然影响另外一个的状态，纠缠在一起不死不休。它们会

和企业相始终，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系统生态来影响企

业的大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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