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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的时候，当时网络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选报考专业的时候拿着一

本厚厚的报考指南开始研究。当时看到管理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嗤之以鼻”，学

完有什么用，管谁呢？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年少无知。工作后才发现，管理学的

作用无处不在，因为它是一门破“局”的学问，而在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局”。

一、什么是“局”

听到“局”这个字，脑海中不自然浮现很多阴谋论的念头，但深究起来又说

不清到底什么是“局”。听到宁老师的解释豁然开朗，所谓的“局”就是你身边

各种资源之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状态与关系。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只要我们在社会中生活，就难免身处一个一个“局”中。这些“局”中有帮助你

实现目标的“正资源”，也有阻碍你实现目标的“负资源”，所谓“破局”就是要

转化“负资源”，扩大“正资源”的范围，让自己的目标得到实现。

二、如何“破局”

如何去“破局”？宁老师给了三种思路，第一种就是寻找“无关资源”，并

通过正负资源和无关资源的整合，完成对负资源的转化。在现有资源无法实现目

标的时候，去寻找其他资源的帮助，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二种思路，就是对“资源”进行重新定义，找到新的出路。也可以这样说，

破局的第二种思路就是换个思路去想问题。文中举到“711”便利店的例子。“711”

便利店并没有把自己定义成一个传统超市，而是通过引入 ATM 机将自己的每一个

便利店改造成一家自助银行。从而在零售利润之外，又赚取了金融行业高额的利

润。

第三种思路，就是重新定义自我，敢于把自己碎掉。很多负资源是搬不走的，

只有通过把自己“碎掉”，从这些负向资源的“缝隙”中通过之后再重新组合。

这个思路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韩都衣舍”。“韩都衣舍”实行小组制，每个小

组就是一个微型的子公司，赋予小组足够多的权利，这样这些小组就能够对市场

的需求更加快速的反应。通过这样组织机构的改革，把一个大公司“碎”成一个



个小公司，但最终实现了“破局”。

上述的三种思路更多是从“破局”的思维模式出发，“破局”还需要方法论

的指导，就比如泰勒和福特的“科学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成功的靠效率破

局。方法论的东西，需要我们通过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知识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

己。

“思维模式”、“方法论”在破局过程中很重要，但还有一种东西在破局过程

中也十分关键，这就是“势”。宁老师对“势”的定义就是机会，顺势而为，事

半功倍，逆势而为，事倍功半。马云不是第一个做电子商务的，马化腾也不是第

一个做通讯工具的，但最终他们成功了，而其他人大部分被“拍”到了沙滩上。

马云和马化腾在创业的过程中，都遇到过企业“夭折”的危险，但后来成功的“借

势”，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逐步实现自身企业的壮大。正向宁老师说的，能做

大事的人和成功的企业都不会只靠自己的蛮力，而都善于借助外部的力量。“借

势”之后，我们要知晓如何把握趋势：审视、准备、辨识和行动，也就是要在正

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

三、破不掉的“局”

宁老师最后告诉我们也有很多“局”是破不掉的，比如社会关系的局。费孝

通先生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就是这样一圈圈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这种现

象就叫“涟漪效应”。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自己为中心，这样就难免

存在社会关系的亲疏厚薄，在企业中也容易出现一种“任人唯亲”的现象。但这

个“局”破不掉，哪怕对上述现象再深恶痛绝的人，一旦坐到领导层的位置，自

然不自然的会提拔那些自己熟悉的人、信任的人。虽然这种关系的局破不掉，但

知道背后的道理就可以更加平和的看待很多事情。此外，在将来坐到领导岗位上

时，建立并完善规章制度，用制度去约束“人情”，尽力打造业绩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