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賣力工作 

 

  「賣力工作」英文叫做 “work harder “，這樣的工作態度好像都是大家所推

崇的，是正面的，可是工作愈賣力績效就一定好嗎？恐怕未必！我們總以為那

些未開發國家的窮苦民眾，主要是因為好逸惡勞、偷懶不努力工作才會造成自

己的貧窮，真的是這樣嗎？現在通訊發達，看到真正走入貧困地區的自媒體人

所拍的視頻，才知道事實並非如此。許多貧困區的人們，也是每天起早趕晚辛

苦努力，甚至不敢挑工作，只要有工作機會就是再累、再髒、再危險都願意

做，可是還不一定能養家活口，可見重點並不在工作是否賣力，問題是「力」

要用在對的地方，也就是說要能聰明靈巧的工作，要 ”work smarter” ！ 

 

  不論對機構或個人，怎樣才是「聰明的工作」？其實就是「把正確的資源

投入正確的地方」。 

 

首先是「人」，要把人放對位置，讓人適得其所才能產生高的績效。每個人

都有其長處，當然也會有短處，要放對位置的意思就是，認清每個人的長處，

而不是責備他的缺點，然後讓他去做他擅長的，不論是對機構還是對個人都有

利，績效怎麼會不好呢？ 

 

其次就是「錢」，也就是指資源，要怎樣從有限的資源獲得最多的成果？明

知不可能成功的目標，投入再多資源也是枉然！一定要看清楚投入哪裡才可能

會開花結果。 

 

第三是「時機」，外在環境是隨時在變動的，太早或太晚投入都是很難有好

績效的。所以要隨時有所準備，時機一來就能立刻把握，一旦錯過也許永遠不

會再來！或許這就是古人說的：「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吧！ 

 

  中國大陸在短短的四十年改革開放期間裡，整個國家發生了驚天覆地的變

化，在發展過程中造就了為數不少的年輕企業家，我們眼看著他們真正的從白

手起家到擠身全球 500 大或成為富翁，這是怎麼做到的？就全國來說，共產黨

的專制政府竟然也使超過七億的貧困人口順利脫貧，同時創造了全世界最大的

中產階級。同樣的四十年，許多的國家（包括我們）卻止步不前甚至還倒退吃

老本，這是為什麼？當我們的鄰居正在高速發展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沒看到機

會或搭上順風車（好像只有少數個別的有搭上）？是我們不努力嗎？好像也不

是！顯然是沒有聰明的工作！是不是我們把精力和資源投入到了不會開花結果

的地方？ 

 



  我們不能再盲目的鼓勵「賣力工作」了，要看清自己的長處，訂好目標，

看清大環境的變化。甩掉過時的、沒有用和行不通的觀念、事物，接受新的形

勢，把資源投入未來會開花結果的地方，不然工作得再賣力最終還是逃不掉被

淘汰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