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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谱的人千篇一律，不靠谱

的人各掉各的链子



01有强烈的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源于西方文明，它是商业社会的定海神针。一纸契约定下交

易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不可更改，一旦违约，就要付出相应的

代价。

人性有多复杂，契约就有多必要。

在职场中，除了那些白纸黑字的合约，明文贴出的规矩制度，还有很

多口头约定，都是在建立契约。

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靠谱，其实就是说这个人有契约精神。



关键时刻玩消失，规定的deadline一拖再拖，承诺的结果诸多变故，

共同定下的方案屡次推翻……和不靠谱的人共事，就要随时做好女娲

补天的准备。

很多人会把遵守约定当成死板，为自己的投机取巧占了便宜而沾沾自

喜。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捷径是建立在守规矩的大众之上的，规矩有

底线，捷径没有。

一个人破坏契约走了捷径，可能被当成是聪明。但当其他人看见好处

争相走捷径之时，捷径早已不存在，剩下的只有弱肉强食。

靠谱的人千篇一律，不靠谱的人各掉各的链子。



合作社会，契约是相互给予的安全感。人人撕毁契约之时，没有人

的利益能得到保证。

因此，拍胸脯的时候慢一点，因为缔结契约的时候，你是自由的，但

当契约既订，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就已明确，各自认领，按时履约，相

互负责。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一个人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职场中经常毁约，都是在透支他人对其

的尊重和信任。也许这个过程会带来一些小恩小惠，不会立刻付出代

价，可一旦信用破产，必定寸步难行。



02 尊重时间

不尊重时间的人，也不会被时间尊重。

现代工作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多线程工作已经成为了常态。因此，

大家的时间都变得十分宝贵。

微博上有一个热帖说：“经常迟到的人，在家的说自己刚出门，刚出

发的时候说快到了，在路上的时候说自己已经到了”。

很多网友积极认领，还沾沾自喜地说自己有更夸张的迟到经历。终于

有人看不下去，一语道破实质：这不是经常迟到，而是经常撒谎。



迟到实际上就是拿别人的时间不当时间。如果生活中有愿意容忍的朋

友，那是一种幸运，但是在职场中，守时是基本的职业要求，浪费别

人的时间，打乱别人的计划，是非常不专业的表现。

也许在有的场合，迟到从一开始就已经丧失了入场机会。

迟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差评，扭转过来就得花费很大的力气。而

第一印象，是最难扭转的。

尊重别人的时间有很多方面，守时是最根本的一项。微信少发语音多

打字、交接工作时做到条理清晰、简洁易懂，甚至求助他人时先最大

化地完成自己能做的部分，都是对他人时间的尊重。



而对于尊重自己的时间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管理。管理是一种掌

控，对工作难度、工作量和自己能力的掌控，排出任务的优先级和时

间分配。

很多时候，对时间的错误估计，就是对自己能力的错误估计。尽管大

家都在说“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但只有一部分人真的如此。仓

皇之下，交出来的东西总是不及反复打磨的。

不要高估deadline，也不要高估自己的爆发力。

如果你没有李白酒入豪肠酿成诗的天赋，请根据自己的能力给待完成

的任务留出足够的时间。



03 能力配得上职位

如果对偶像的评判标准还算多元，那对于职场中明确的分工和岗位，

标准就十分确定了。

但就是有这样一类人，让人怀疑他是如何顺利通过招聘的。在团队合

作时挑最容易的部分，还把最容易的部分也搞砸了，你不得不帮他一

起收拾烂摊子加班到凌晨。

一个高速运转的团队，其中的每个员工都必定担当得起自己负责的工

作。职场的分工协作，就是为了把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才不配位，必着羞辱。



所以如果在工作中，有人的完成度永远到不了100%，那么他就会成为

团队的短板，而不到100%的这一部分，也许会让整个项目都归零。

没有专业能力支撑的人，就像无根之木，是站不稳的。

如果新人不够专业，也许有前辈愿意带一带。但如果工作几年，还没

有长进，那么当一茬一茬的年轻人进了公司，他们有着更积极的工作

态度，拿着比更低的薪水，那老员工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呢？

与其说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不如说是一个工作经验用了几年。

所以我们需要经常问问自己：你现在的能力，配得上你的职位吗？



04 凡事有交代

罗振宇在《奇葩说》里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职场上最没有前途的一种

人，叫反馈黑洞。说白了就是那些凡事无交代，做事不沟通的人。

职场上的沟通有多重要呢？

试想一下，如果你给下属派个活儿，几天都没有回音，不知道事情进

行到了哪一步，你心里会不会没底？如果团队合作，同伴遇到棘手的

问题，瞒着大家自己鼓捣了几天也没解决，结果补救来不及，你会不

会怪他不早告诉你？

有一家公司，就是靠着给其他企业解决内部沟通问题而发家致富的。



这家公司名叫Slack。它开发了一款企业内部的通讯系统，尽管售价

为每位员工每年80美元，但它依然广受大公司欢迎，尤其是互联网、

媒体和广告公司。

这个系统的优势在于，它舍弃了老土的电子邮件和严肃的会议模式，

以更为随意的方式，根据话题组织文本对话，便于公司中的团队实时

沟通，用户调查显示，这款沟通软件将团队效率提升了三分之一。

有效沟通获得的收益，要比花费的成本大得多。

为什么说是有效沟通？因为有一种情况是，你们沟通了半天，仍然像

鸡同鸭讲。



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方也没梳理清楚他的需求是什么；二是，你们的

交流不在一个频道上。

如果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对方需要确定自己沟通的目的。所有的交流

都是为了达到目的而服务的，如果目标不清，沟通就会失焦，交流起

来费力又费时，结果就是说了一筐话，全都漏掉了。

如果是后者，关键问题则在于不了解沟通对象。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不同的人的沟通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同，对症

下药才疗效最好。更重要的是，职场上的差异，除了性格，还有职

位和立场。



05 丢掉玻璃心

在上职场带着一颗玻璃心是有安全隐患的。任何一场小冲击都会把玻

璃心碎成玻璃渣，要么扎到别人，要么伤到自己。

彭蕾在讲解阿里人才观时，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皮实。说得具体点

就是，经得起赞扬，也受得了羞辱。话说重了不哭天抹泪，遇到挫

折不怨天尤人。

在工作中，情绪化意味着不稳定。如果连情绪都管理不好，又如何保

证自己的情绪不会影响工作呢？

也许有人觉得委屈：谁没有情绪？谁不想发泄？



有情绪没问题，难以自控就有问题。

处在一个岗位上，就是处在一个团队中，情绪的表露不再私人化，它

会影响到整个团队。试想，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谁会喜欢一个浑身

散发负能量的人呢？

工作已经要耗费很多心力和脑力，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再负担他人的

情绪？设想你是一个领导，有一位行走的负能量在你的团队中，你想

不想把这个传染源隔离出去？

工作中的状况总是难以避免，如果轻易就撂挑子，或者暴脾气一出跟

同事怼起来，对错先不论，无脑和冲动是可以鉴定完毕的。



因此，下次想要吐槽的时候，先考虑一下你能不能承担被扔出去的后

果。何况情绪不会解决任何问题。遇到困难，先问“现在怎么样了？

可以做些什么？”再问“怎么会这样？”你会冷静得多。

工作最好的状态，是人人都能各司其职，然后再无缝合作。职业化是

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职业的尊重，从而降低信任成本，提高工

作效率。

它不一定是上升梯，却一定是安全网，让你的每一步路都走得有迹可

循。

既然要走进职场，就装盔披甲再上阵。



2018

08/10
515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