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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下复工之际，有些空档，大家各自在思考着一些重要问题。因为目前

这个特殊的原因，所有人仿佛一下多出了很多时间，闲得慌。

前些天与一位企业家朋友在电话里聊了很长时间，其中聊到了时间管理这个

话题。电话中扯到哪里算哪里，聊的很随意，完后仔细思量觉得很有必要再总结

一下，故记录为文。

因为执业特点，二十余年来，与企业家接触交流得比较多。据我观察，大家

在时间管理上存有非常大的差异，仿佛是面镜子，企业的方方面面均会照见主人

的特点，时间管理也一样。

在所有的资源中，时间是不可逆的，特别珍贵。关注时间管理这个话题，实

属必要。但很多人对于时间管理这个问题的思考却不多，要么琐事缠身深陷其中

由不得自己，要么优哉游哉漫无边际地浪费大把时光。

人与人的差距，公司与公司的差距，究其本质，是从时间管理这个问题上开

始的。

人非万能，但人通常在他注意力与行动聚焦之处，会显得专业；而在他没有耗费

时间的地方，则会显得生疏。故而，会有一万个小时成才定律之说，也会有熟能

生巧之说。

既然时间如此珍贵，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让我们一起来解析一下这个“刀刃”：



一、公司主体及事情解析

要解析时间管理的这个“刀刃”，首先须把公司好好剖析一下，才能参透要害。

 公司的存在基础

公司本质上是一个事情包，平常事情不断，在如此严重的疫情下更会有各种

操心与焦虑，需要日复一日去处理事情。

公司存在的意义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倘若不能为其客户创造价值，就无法参

与社会交易，无法满足参与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分配诉求。

而公司为客户创造的价值一直是处于变动状态的，客户的需求在发生变化，

最终公司可能无法满足客户变化后的需求。公司的竞争者也会参与到满足客户需

求的过程中来，此外，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替代品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公司永远在竞争博弈中忙碌着，稍有不慎就会被淘汰出局。

 公司管理核心主体

因风险偏好不同，部分风险偏好高者成了企业家，组织生产、参与分配公司

经营后的剩余价值。风险偏好低者被公司所雇佣，参与公司组织生产，其中优秀

者成为了管理人士。

企业家负责支付公司组织生产前期支出，承担经营风险，获得预期较高的剩

余价值。公司其余受雇人士，付出劳动按约获取工资，不承担投资亏损风险。

当下，有诸多股权激励方案把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利益挂钩。随着资本市

场盛行，由 VC 提供创业资本给企业家，参与承担分配公司运营风险获取股权。

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各种身份的天然特性短板有弥补与融合作用，但并未在

本质上改变公司上述各参与主体的核心特质。



勿论能力差距，因角色的天然区分，客观上要求企业家必须看得到远方，并

适度把眼前短期的利益分配给其他参与方，如此才能留住合适的人才彼此合作。

至于受雇人士，则须把公司运营的各项任务分解并尽心尽责落地执行好。公司，

通常是先有企业家，然后再有管理者。

企业家的格局、视野、能力与内心驱动决定了受雇管理者的基本特质。公司

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家通常需要考虑做正确的事情，管理者更多是正确地做事，

然后再是两个边界进行必要的融合。

 事情区分

公司的事情可以从诸多维度分类解析，对企业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划分可被授

权类工作与不能被授权类工作。

本质上，凡可超过企业家亲历而为的质量与效率，在公司内外部可以找到合

适人员完成的事情均可归于可被授权类工作。但部分事情必须企业家本身去完

成，例如：与管理者有利益冲突的事情，超出管理者能力、职责与可预见的事情，

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责任范围不确定事件的管理等等。

一切均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与界限，所有均需根据公司特征进行安排。通常，

职业经理人制度越规范的公司，企业家可以让渡的管理事件越多；职业经理人制

度越不规范的公司，企业家让渡给其他管理人士的核心决策事件就越少。现实中，

经常有企业家直接冲到一线去安排一砖一瓦的诸多细节，只是其个性偏好罢了。

只要公司存在，管理既要安排满足日常事务，又要被各种目的驱动进行变革。既

要安排确定性高的工作，又要处理不确定的事情。随着技术更新加快、经济活动

频繁，在整个公司的生命周期中，确定性事件处理占比在缩小，不确定性事务处

理占比在提升，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一切均在变化着，没有固定的套路，没有固定的公式。

二、时间管理建议

兵无定式，水无常形。企业家时间管理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倘若要在资源

受限的环境中发挥其最大效用，探究解析实属必要。具体几方面作如下建议：

 时间复利

时间与公司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在受限的条件下，建议企业家安排工作与

选择时尽量考虑时间复利。尽量让公司战略聚焦在可以享受时间复利的事件操作

与业务上，让公司团队的工作精力聚焦到可以享受时间复利的事业上去。不要轻

易为有今天、没明天的事情去忙碌，不要把自己陷身在无法为未来滚动发展创造

能量的事件之中。

现实操作中我们观察到经常会有企业因一时被诱惑，将公司重要战略资源分

配到不能享受时间复利的操作上去，抱着捞一票就走的态度，结果事与愿违，拖

累甚至被拖垮了整个基础，失败惨例比比皆是。

希望大家找到一个雪球在长长的坡道上去滚动，充分享受时间复利带来的价

值与意义。

 要事优先原则

人非常渺小，但因为过往的成功历史，企业家通常自我感觉良好，不乏其中

个别仿佛神灵附体以为自己是万能的。四处出击，将战略资源像撒胡椒面一样撒

出去，尤其在非相关跨行业领域投资操作的，结局弄得很惨，其中不乏大牌明星

企业家。



我们要抱有足够谦卑的心，承认自己的渺小，谨慎地将自己的战略资源尤其

是时间按照优先等级进行排序处理。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尽量先满足重要的、

紧急的事情，再安排次要的工作与事情。

胜利从来不是遍地开花的，而是在步步为营、谨小慎微中取得的。每一次胜

利均为下一场战役的获胜铺垫加持。事情处理的先后次序安排尤为重要。

 团队授权

团队与授权是企业家将自己时间解放出来的一种重要方式。如果大量管理工

作以团队或授权的方式去解决，企业家可以在解放自己的同时，更有效地管理工

作质量。

团队的模式搭建的方式有很多种，可以安排长期工作团队，也可以搭建临时

工作团队。具体需要根据待处理事情特点安排团队成员、沟通决策机制，尽量安

排适合解决问题的管理人员参与。

至于授权的方法，具体可以根据待处理事情的特点、重要程度、被授权人的

能力、特点等安排充分授权、阶段性授权或控制性授权等等，不一而同。

 不可替代性

在公司管理过程中，因为其他管理者身份的局限性，行为被管理考核固化后

的局限性，永远会有一些遗漏之处无法被安排。企业家需随时审视整个系统与外

部的链接，看看是否有管理者看不见的问题、算不清的账、预料之外的结局、无

法处理的事情。这就是企业家在公司管理决策中所具备的天然不可替代性，对公

司十分重要的决策管理领域，需要花足够的时间精力在上面。

管理者的管理边界是企业家应该花时间、花精力去考量的重要内容。公司一

直处于动态变化中，管理边界也会随着公司的业务特点、公司组织资源变化而变



化，企业家需要随时在边界上巡逻审视，投入足够多的时间精力去思考、去安排

协调。

 高效工具

做管理工作首先须熟悉公司的内外部情况，不能全部靠秘书助理班子，否则

稿件中的数字也会读不清楚，但并非需要事必躬亲，否则时间利用效率太低了。

规模小的时候参与管理所耗费的精力相对小，会容易一点。随着公司规模发展，

如果不采用合适的工具去操作，公司诸多信息将无法呈现出来，实现高效管理的

目标也变得不可能。此时应尽量采用可提高效率与精准度的工具，把自己的时间

解放出来。

随着数据经济、智能化分析工具公司的诞生与崛起，基于实时数据及各种智

能分析的工具将越来越在公司管理中被普及，以可视化的管理工具提升管理效

率、节约时间必定是趋势所在。

 培育人才

若要解放自己，没有十八罗汉，也必须有左膀右臂。

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计划，人才梯队培养十分必要。但人才并非可以一夜成

长，需要满足一万个小时的定律才能培育出来。

中国历史中，军事家中才华无出诸葛亮右者，掐指会算又鞠躬尽瘁。但等亮故，

蜀国弄了个“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惨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葛亮是一

位失败的管理者。

培育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种，团队协同工作与适度授权均是比较好的方式，至

于更具体的方法企业家自己会更加清楚一些。



唯有拥有合适的管理人才梯队，时间的最大化效用才有可能，企业家自身才能被

释放出来去关注更有价值的事情。

三、心即时间，心神合一

啰哩啰嗦聊了这么多，还有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点尚未涉及到——内心

驱动。

任何人支配时间的方式源于其内心驱动，倘若缺乏足够的内心驱动，均喜欢

呆在舒适区，呆在自己熟悉、专业、对事可控的舒适状态中。管啥狼烟四起，切

莫告诉我战事吃紧。最难叫醒的是装睡之人，此时，公司已开始渐渐走向死亡，

主人之心已决。

倘若内心深处有种强烈执念，要快马扬鞭到达那一个更远的远方。他们总会

把时间聚焦在那个远方，与当下的自己过不去。故，成功者皆偏执。

心在哪儿，时间就在哪儿。

有些人步伐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远方的鼓声。

疫情挡不住远方的召唤，更挡不住奋斗者的脚步。

祝愿所有努力在路上的企业家们，2020 年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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