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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蝇效应”的平衡法则 

陈骥 

1860年，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有一天，有位名叫巴恩的银行家到林肯的总

统官邸拜访，正巧看见参议员萨蒙.蔡思从林肯的办公室走出来。于是，巴恩

对林肯说：“如果您要组阁的话，千万不要将此人选入您的内阁。”林肯奇

怪地问：“为什么？”巴恩说：“因为他是个自大成性的家伙，他甚至认为

他比您伟大得多。”林肯笑了：“哦，除了他以外，您还知道有谁认为他自

己比我伟大得多？”“不知道，”巴恩答道：“不过，您为什么要这样问

呢？”林肯说：“因为我想把他们全部选入我的内阁。”  

事实证明，巴恩的话是有道理的。蔡思果然是个狂态十足、极其自大、而且

妒忌心极重的家伙。他狂热地追求最高领导权，本想入主白宫，不料落败于

林肯，只好退而求其次，想当国务卿。林肯却任命了西华德，无奈，只好坐

第三把交椅——当了林肯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此，蔡思一直怀恨在心，激愤

不已。不过，这个家伙确实是个大能人，在财政预算与宏观调控方面很有一

套。林肯一直十分器重他，并通过各种手段尽量减少与他的冲突。 

后来，目睹过蔡思种种形状、并搜集了很多资料的《纽约时报》主编亨利.雷

蒙顿拜访林肯的时候，特地告诉他蔡思正在狂热地上蹿下跳，谋求总统职

位。林肯以他一贯以来特有的幽默对雷蒙顿说：“亨利，你不是在农村长大

的吗？那你一定知道什么是马蝇了。有一次，我和我兄弟在肯塔基老家的农

场里耕地。我吆马、他扶犁。偏偏那匹马很懒，老是磨洋工。但是，有一段

时间它却在地里跑得飞快，我们差点都跟不上他。到了地头，我才发现，有

一只很大的马蝇叮在他的身上，于是我把马蝇打落在了。我的兄弟问我为什

么要打掉它，我告诉他，不忍心让马被咬。我的兄弟说：哎呀，就是因为有

那家伙，这匹马才跑得那么快。”然后，林肯意味深长地对雷蒙顿说：“现

在正好有一只名叫‘总统欲’的马蝇叮着蔡思先生，那么，只要它能使蔡思

那个部门不停地跑，我还不想打落它。”  

林肯的胸襟和用人能力，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其实，当我们将眼光收回来，放在我们企业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发现，

差不多每家企业里，都有象蔡思那样的狂妄自负、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的人呢？  

答案是肯定的，几乎每家企业，都有象蔡思这样的人。这些人或拥有某一方

面的不可替代资源（比如背景），或聪明、好动，是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

专家，充满创新精神或者野心勃勃，对成功以及与成功相关的东西（金钱、

职位、权力等）具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会循规蹈矩，也不会轻易被权

威所折服，更让管理者头痛的是，这些人不但在专业上有一套，往往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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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兴风作浪”上也很有一套。  

这些人在很多管理者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如何处理与这些人之

间的关系，如何应对由这样的人引发的组织冲突，对于管理者来说，实在是

一个相当有难度的挑战。如果做一下细分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些较为典型的

“棘手”人物分为三类：  

——有背景的  

——有优势的  

——想跳槽的  

首先来看看那些有背景的员工。  

这些员工的背景对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现实的威胁。“背景”就是他的资

源，可能是政府要员，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是公司里面一个

有权势的人，也可能是你工作中的某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合作伙伴”。这些

背景资源不但赋予了这类员工特殊的身份，而且也为你平添了许多麻烦。对

于这些员工本人来说，这些背景资源可以使他们做得更成功，所以他们会在

日常工作中有意无意地向你和其他同事展现他们的背景，为的是获得一些工

作中的便利。比如，他们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他们在做出了

相同的业绩时也会得到更多的褒奖，即便是犯了错，某些的“背景”也可能

使他们得到从轻处理甚至免于处罚。但是，“背景”这种资源往往在某些关

键的时候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用常规的方法无法处理的困扰，到了这

类员工手里，有可能只是一句话的问题。他们就象你身上的“肿瘤”一样，

一旦处理不好，你时常担心它会恶化，但真的割掉，可能又会有生命危险，

实在是不好处理。  

再看那些有优势的员工。  

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是那些具有更高学历、更强能力、更独到技艺、更丰富

经验或在本公司工作时间更长的群体。正因为他们具有一些其他员工无法比

拟的优势，所以能够在工作中表现不俗，当然，他们的优越感也因此得到进

一步的彰显。这种优越感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直接体现为高傲、自负以及

野心勃勃。比如，他们具有很强的权欲，至少会认为自己比其他同事强，认

为自己是“权威”，认为自己是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所以，他们不

屑于和同事们做交流和沟通，独立意识很强，协作精神不足，不把领导放在

眼里，甚至故意无条件地使唤别人以显示自己的特殊性。从工作能力上看，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精英”，是领导们倚重的骨干，但从公司管理角度来

看，这些人很多时候（可能是无意的）扮演一个“组织破坏者”的角色，他

可能会因此而造成其他同事的反感，也可能因为与其他同时越走越远而成为

团队冲突的源头。  

至于那些想跳槽的员工，他们很显然是一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不安分分

子，这些人往往是具有很强占有欲（对金钱、权力等）的、非常现实的家

伙。由于在其他地方的预期收益与发展机会可能优于你的公司，他们多会选

择“人往高处走”，而且，这些人中间确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身怀绝技的

“抢手货”。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罢了，毕竟，从双向选择的社会以及个人



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但是，偏偏有些人觉得，反

正是要走的，不怕你公司拿我怎么样，所以干脆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

烫”的姿态，不把公司的制度和管理规范放在眼里，工作消极态度恶劣，甚

至为了以前工作中的积怨，故意针对某些领导和同事挑起组织冲突，到最

后，人虽然走了，但留下的消极影响却很长时间也消除不了。 

以上三类员工，都是组织中令管理者十分头痛的“刺头”。你可以采取断然

措施，比如，你可以寻求公司领导的支持，将这类员工全部炒掉，以保持组

织的纯洁度——但是，这是你做管理的最终目的吗？这样做能使你不断挑战

更高的管理绩效吗？是的，你可以通过你认为最合适的方式保证组织不出问

题，但到最后，你得到的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听话然而平庸无比的团队——

根本无从创造更高的管理绩效。作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你应该够胸襟、有

能力融合各种各样的员工，让适合的人做适合的事，并且激励他们不断挑战

更高的工作业绩。何况，这些“刺头”中，确实隐藏着身怀绝技的精英呢？  

林肯对待蔡思先生的故事，或许真的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既然我们的经

营目标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挑战更高的管

理绩效，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马蝇效应”，学习林肯，把那些象蔡思

先生一样又“刺头”又有强大能力或特殊资源的人充分利用起来呢？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几类员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

不会轻易被满足！他们有很强烈的占有欲，或既得利益，或权势，或金钱。

不会轻易满足，所以他们才会表现得与众不同，因为他们需要给领导留下更

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希望由此而得到更多的满足，因为他们的身上都叮着

些不断刺激他们积极进取的“马蝇”。作为管理者，善用“马蝇效应”，不

但可以有效减少组织冲突，而且可以让这些拥有各种资源和能力的人积极效

力。  

对于那些有背景的员工来说，他们身上的“马蝇”就是稳定的既得利益以及

某种心理上隐秘的满足感。从工作能力上来讲，这些人不一定比其他同事

强，但是，他们的心理状况一般好于他人，做人做事方面更自信，加上背景

方面的优势，更能发挥出水平。对于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若即若离，保持

一定的距离。如果在工作中有上佳表现，可以适当地进行褒奖，但一定要注

意尺度，否则，由于其特殊的背景，你的肯定很可能被其他同事当成一种

“言过其实”的褒奖，而其本人，也很容易恃宠而骄，变得越来越骄横。如

果这些特殊的任务在工作中表现平庸，而且常有意无意地以自己不凡的后台

自居，那么，你在与他们保持距离的同时，决不可姑息纵容，否则不但不足

以服众，而且会给你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  

对于那些有优势的员工来说，他们并不畏惧更高的目标、更大的工作范畴、

更有难度的任务，他们往往希望通过挑战这些来显示自己超人一等的能力以

及在公司里无可替代的地位，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这就是叮在他们

身上的马蝇。正象前面分析的一样，这些人不乏身怀绝技的“精英”，因

此，谨慎地做好他们的工作，是提升管理绩效的关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是值得仔细关注的：  

——如果你是善于辞令、善于捕捉人心理的管理者，你可以试着找他们谈谈

心、做做思想工作；  



——行动永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在巧妙运用你的权利资本时，为这些高傲

的家伙树立一个典范，让他们看看一个有权威的人是怎样处理问题、实现团

队目标的；  

——这些家伙往往好胜自负、进取心强，在委派任务的时候，最好用一句简

洁有力、但颇能刺激他神经的话来结束：“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有困难吗？”

在得到了他不服气或略带轻蔑的回答后，便可结束了。如果太多叮嘱和干

预，只会引起这种人的反感和烦躁，甚至使他对于任务本身和你这个领导更

加不屑一顾；  

——运用你的智慧和鼓动力，在工作时有意对这样的员工进行“冷处理”，

让他体会到个人的力量与团队的力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后，在适当的

时候鼓励其发挥专长，保全他的面子和自尊；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从一开始起就不要给任何错觉给到这样的员工，不

要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有某些优势，就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这点是长期驾御

这些人的关键，一定要坚持的下去。  

对于那些想跳槽的员工，机会、权力与金钱就是驱使他们做出抉择的马蝇。

把握一些原则是必要的：  

首先，不要为了留住某些人轻易做出很难实现的承诺；如果有过承诺，一定

要兑现；如果无法兑现，一定要给他们正面的说法。千万不要在员工面前扮

演一个言而无信的管理者角色，那样只会为将来的动荡埋下隐患； 

其次，及时发现员工的情绪波动，特别是那些业务骨干，一定要把安抚民心

的工作做在前头。虽说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把预警工作做在前

头，是不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呢？  

第三，攻心为上，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第四，如果员工去意已定，那么你不要太过勉强，应该善始善终、好说好

散，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请他们提前离开公司。重要的在于不要让某些人

的跳槽变成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挑衅，造成全公司员工的大面积情绪波

动；  

第五，随时检讨公司的晋升、薪酬、绩效考核等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否合

理，避免因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员工非正常流动。  

我们经常说：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是的，很多时候公司无法取得更大的发

展，甚至分崩离析树倒猢狲散，其根源就在于没有做好人的工作。作为一个

管理者，你最大的成就就在于构建并统帅一直由各种不同的专业知识及特殊

技能的成员组成的、具有强大战斗力与高度协作精神的团队，不断挑战更高

的工作目标，不断创造更大的绩效。为此，你可能需要超越旁人的勤奋，你

需要更多的知识，你需要更强的资源支持，更重要的是，你还需要象林肯一

样，善于运用自己的智慧，利用马蝇效应，把一些很难管理、然而又是十分

重要和关键的员工团结在一起，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为公司创造更大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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