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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跳出固有维度

中智关爱通

以下文章来源于优质职场 ，作者水青

优质职场

“αi优质职场计划”由人民网上海、第一财经、中智上海及中智关爱通共同主办，是面向中国职场领域，

关注中国职场正能量，树立职场榜样，推动社会、企业、员工三方能够持续地互相产生正向作用的大型公

益项目。

到底为什么要去做优质职场，对于企业有什么实际价值，对社会有什么意义，与一般的雇主品牌有什么区

别？跳出固有维度，站在未来的视角，听蒂森克虏伯电梯（中国）首席人力资源官陈敏如何解读优质职场。

采访者：水青

采访嘉宾：陈敏

您认为什么是优质职场？

有哪些具体特征？

陈敏：优质职场，顾名思义是职场环境优秀，可以让员工尽情发挥才能去工作的场所，同时还有一批志同

道合的人相互学习、共同成长，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一起奋斗，没有太多顾忌，没有太多职场政治；

更有可能是整个团队融洽，相互协作、沟通顺畅，领导关心下属，下属也会关心领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优质职场的特征，虽然不多见，也不容易达成。

当然，从商业上讲，业绩是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但业绩不是衡量职场是否是优质职场的唯

一标准。在优质职场上，组织的生态环境、组织对社会的贡献、对个体的成长的贡献……等等，都是非常

重要的衡量要素。

所以要跳出固有维度，跳出商业结果本身，去思考对实现商业结果有重要推动作用的“职场”，该如何

去提升，因为“人”对了，业务就对了，业务结果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优质职场最终产生的一定是可持

续的商业结果。

如何理解

“业绩不是衡量优质职场的唯一标准”？

陈敏：业绩是衡量一个企业的商业结果的最重要维度，当然也是企业职场“优不优质”的一个重要衡量维

度，因为一个优质的职场必然应该对业务结果产生正面影响，但业绩不应该成为唯一标准，优质职场要依

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业务目标来准确判断它的达成与否。



比如，一个创立初期的企业，像一些互联网独角兽公司，可能暂时没有业绩，亏损多年，但不能说它

的职场不优质，相反，一个盈利的企业，也不能说它一定是优质的职场。

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实现的业务目标维度很多，比如成长、市场占有率，利润率等等，如果企

业目标长远，即便暂时亏损，也不能说它的职场不是个好职场。比如瑞幸咖啡，它没有盈利，但所营造的

职场让新人能很快成长，企业也快速发展，这就是一个好的职场环境，一个优质的职场。

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每个企业在不同阶段有各种不同的目标，但都需要去营造优质职场，而不是当企

业盈利了，成了 500 强了，才去创建优质职场。

另外还转变一个视角：不是只有 500 强企业才是优质职场，也要把视角放到一些小规模企业上去看看，

它们做得非常好。事实上，规模大的企业会让优质职场的推行难度增加，好的组织能让每个成员愿意为组

织奉献，但是组织越大越难做到，领导再有理念，一层一层推动的难度却可想而知，反而一些小规模的企

业，组织比较灵活，更容易去向目标推进。

总的来说，业绩绝对不应该成为优质职场唯一的指标，但最终，优质职场所呈现出来的结果，一定是

让企业建立朝向自身发展目标的一种可持续组织能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业绩目标上。

推行优质职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陈敏：最终目的一定是帮助企业实现业务目标和企业价值，也帮助个人在组织中实现价值。企业不是养老

院，不管是营利性企业，还是非营利企业，当然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愿景，所创造的环境、互动关系、运行

规则等等优质职场的元素，都是为了共同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的。

推行优质职场

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

陈敏：最大的意义是可以帮助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中国社会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对人、对企业都是“以钱衡量成功”，很少关注“人”的成长。推动优

质职场，可以帮助整个社会把目光从“钱”上转移开，慢慢进入到更深层“人文”的层面。

优质职场不是不讲“钱”，但更重要的是，对“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去工作”这样的问题，有

除“钱”以外的更多答案。从出生到死去，我们唯一能带走的是人生攀越、事业上升、智慧积累后越来越

富有的灵魂。而职场，是人生一个重要的修炼场。真正优质的职场，不只是给到我们钱，还会帮助我们能

力的成长，帮助我们的灵魂升华。

回到社会层面，当企业领袖的格局提升了，带领企业为了目标、愿景，而不只是盈利去努力时，就会

主动去推进优质职场，而通过越来越多优质的职场、职场人，这些榜样的引导、推动，整个社会就会变得

更加人文，逐渐脱离对“钱”低级趣味的追求。不管是人，还是企业的追求，可以有更多的层面，也可以

去往更高的层次。

推行优质职场的整个过程，正是从对“钱”的追求转向对“人”的塑造的过程，其价值，正是从提升

“人”的内在品质，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到塑造企业“人格”，让企业成为更好的企业，最终实现推动

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企业是否有必要

去实现优质职场？

陈敏：当然有必要去实践。如果一个企业不去消除内部的隔阂，不能创造良好的职场环境，不能提升“人”

的话，最终就会变得效率低下，相互扯皮，不思进步，还可能不断出现“踢猫效应”，这是实践优质职场的



最基本诉求。

而当企业创造出一个好的环境，氛围愉悦、团队相互配合……效率就会提高很多，一定是有商业价值

的。另外，推行优质职场，企业内部简单向上，崇尚学习，又能奋进，企业的雇主品牌变得更有个性化，

就会有更多优秀的趣味相投的人才愿意加入，企业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也变得更有组织活力和能力。

特别是这个时代，年轻人选择企业时，已经不去关注是不是 500 强企业，而是关注在不同的点上，比如办

公环境、工作地点、氛围……是否适合自己。就算是为了迎合年轻人，或是适应新时代员工的职场需求，

企业也是有必要去创造相应的优质职场，去创造自己独有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

优质职场有什么标准？

陈敏：优质职场本质上没有标准，应该多姿多彩，各自有不同的个性。但评选需要评判标准，要有一定的

流程和评判关键点。

从流程上来说，企业设定自己的“优质职场”标签，并自我评估，给现状做出自我评价，然后由评选

专家评审细节——你所讲的，是不是和评审专家观察到的是一致的，如果一致，那就可以认定是优质职场。

评判关键点在于：

第一，一致性。即，在推行优质职场过程中，所标榜的和所呈现的是不是保持一致。一些企业很喜欢

讲人文、关怀，但执行却是两样，会做“员工年龄大了就开掉”这样的事，有悖人文，所说的和所做的不

一致，显然这就不是优质职场。

第二，个性。即，企业优质职场的表现有个性特征。比如，有的企业就喜欢加班，喜欢 996，但还是

吸引了很多人去，这不是说加班文化好，而是说企业的众多文化塑造了企业个性，构成了吸引力，吸引了

大量喜欢、认同这些文化的同质型人才，大家在这样一个文化中非常适应、自得，那它就是一个优质职场。

总体来说，优质职场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只要保持一致性，可以自适且适应想要来的人，那就是一个

优质职场，是一个和谐的、创造价值的职场。

优质职场会因为太过舒适

而变得效率不高吗？

陈敏：当然会有这种可能，这也是企业在推进优质职场时需不断去思考改进的管理问题，并需要回到原点

来看，我推动优质职场的初心是什么？

当企业在人文关怀、薪酬福利、工作流程、职场氛围、企业文化等方面都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会自然

的发现，员工的流动率开始降低了，但是企业管理层不好高兴得太早，问题也随之而来，企业内的僵化，

扯皮（特别是企业内职能支持部门）变得让大家司空见惯了，这时就要增加管理维度——要求组织和个人

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进化。优质职场是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而生，最终是要去实现企业目标、成就个人价值

的，如果开始变得有大企业病，对创立优质职场是一个大伤害。

优质职场一定要顾及两面，即：不仅给员工舒心和成长的环境，还要让组织能力可以不断成长，组织

的自我迭代和进化一直需要保持的。

您有看到过

哪些优质职场的案例吗？

陈敏：见过在某些点上做得好的案例，比如我在杜邦工作时的一个小案例。



当时我在一个建立不久的工厂做 HR manager，那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我招的。当时招聘的要求是：第

一，不多招人，一个人能做的，绝不招两个人；第二，同伴面试，就是招人时，他不仅要通过他老板的面

试，还要通过他三个以上同伴的面试。而我们对“同伴面试”有一个要求——要对自己招募进来的人负责，

要让新人在这里胜任工作，并与团队一起奋斗。我们要招同样特质的人进来。

当时执行的结果非常好，这个工厂当年投产当年盈利，拿到杜邦全球工程大奖，后来成为亚太地区运转最

好的工厂之一，各个方面都是整个亚太地区里最好的。最重要的是，工厂里没有闲人，每个人都很忙，但

又很开心，每个人都很努力，如果有谁能力没跟上，团队伙伴会知道他的弱项在哪里，都愿意帮助他去成

长。

这个案例就是在招聘、工作标准、工作流程以及建设强大的企业文化这些点上做得非常棒，已经形成

了一个很好的标准。

您觉得打造优质职场

有哪些关键点？

陈敏：我觉得打造优质职场的关键点，是要有个好的领导人。

首先，领导人要有大局观和战略眼光，能够设立“达成某种优质职场”的目标和企业目标链接在一起

的能力。

其次，他知道怎么从零到一去实现一个优质的职场，而且一定是真正知道，而不是建立在想象上。

最后，他要真正了解人性、关心人。所有对人的关爱都是基于人性的，要想真正做到关心人，就要了

解人性。所以，“了解人性”也是管理人员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在优质职场上中西有什么差别？

陈敏：我觉得差别可能是，西方的职场会更关心人，而中国很多企业目前还做不到。这里面也是有原因。

目前中国企业乃至整个中国，都处于奔着实现目标狂奔的阶段，这个阶段以业务结果为导向，可能会与打

造优质职场有些冲突。

集中于追求目标，就会比较浮躁，不会去顾及更多。而西方企业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不会那么急，虽

然经济形势不好，有时也会有压力，但他们会更多去看 “这个领域的发展怎么样”， 会更多去做人才发

展计划，比如把人送到海外去培训等等。总之就是更关心员工，更懂得“人才”是业务发展的根本。

现在中国企业所处的这个阶段是绕不过去的，虽说优质职场非常重要，但现在没办法被当成最重要的那件

事情，因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业务，目前最主要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目标。这些经济目标慢慢实现，比重

降低后，整个职场、社会就会变得更好。

但我们始终都要知道，所有的业务，都是人的业务，打造优质职场，最终是能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促进业务发展的。所以，还是要不断提醒企业或者整个社会，优质职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动力、加速器，要开始去重视了。

作为优质职场大师团的成员，

您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陈敏：我觉得这个项目很有意义，给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流，站在一个未来视角，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所有

企业了解到“原来这样做可以让业务发展得更好，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优质职场评选，对企业很有价值，它的理念是：钱不是唯一的手段，不一定要把大笔费用投入到其中，

重要的是，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有没有带领整个团队打造一个好的氛围，让大家都愿意在这里工作、成

长，让企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这个项目是否会促进

中国职场的良性发展？

陈敏：是会促进中国职场良性发展的。站在一个未来的视角，帮助企业去关注企业内“人”的发展，以及

如何打造企业的社会形象，让更多的同类型人才加入企业，促进企业整个团队的发展，进而促进业务的发

展，引领企业站在未来的视角，而不是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未来的组织、员工，去影响企业 “如何去打造

职场，如何去打造整个组织的竞争力”，其结果必然是会促进中国职场整体的良性发展。

“优质职场”评选

与雇主品牌评选之间的区别是?

陈敏：有很大区别。举个例子，市面上有很多衣服，都是好衣服、好品牌，但是每件衣服的类型都不一样

的，适合的人群也不一样，挑选衣服时，就不只要看牌子，还要看这件衣服到底适不适自己。

“优质职场”评选与雇主品牌评选的区别就在于此。雇主品牌评选，重在品牌，而优质职场评选，是

评价品牌之外，还要评价该职场具体的个性、适合度以及优质的程度、差异性，增加了很多的细节评价维

度，且在塑造组织形象之外，会关注到组织中的个体。

“优质职场”评选不单是一个选择“优秀品牌”的奖项，而是一个鉴别优质组织“差异化”的评选，

是会告诉大家到底这家跟那家不一样在哪里、个性在哪里。我们的评选更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剥，到第

二层、第三层，能真的让人看到“里面的东西”，很多特性，很多个性，很多价值点，而这绝不是“雇主品

牌”能代表的。因为“品牌”还是比较抽像化的东西，而我们是把这个“抽像”剥开，看到它更具体的、

更有价值的东西。

另外，我们是更强调“职场”本身，即：一个雇主品牌所关联的双方——企业和个人——所组成的场

域“职场”，这是绝大部分的最佳雇主评选所不涉及的。最佳雇主往往与自身产品品牌结合在一起，可能本

身也是产品品牌影响力的延伸，而我们是希望剥离企业的产品品牌，把企业的雇主品牌更多的和它的职场

结合在一起，真正讲这个企业或是组织所营造的职场的表现。

作为大师团成员，

您对优质职场有什么期待？

陈敏：期待看到更多好的样本。同时，也期望自己能在其中有所贡献，知识也好，经验也好，能够为优质

职场的打造贡献一点心力，帮助它成为中国最好的一个职场领域的评选。

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号召更多的企业

加入这个优质职场您会怎么说？

陈敏：优质职场就是最鲜活的雇主品牌。



您对优质职场有什么寄语？

陈敏：优质职场评选在得到全社会接受前，一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这件事将会是汇成中国管理走向世界的一条支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推手。 任重而道远。

2019 年 8 月开始，我们邀请了一批企业及 HR 高管、HR行业专家、管理领域专家以及学者，围绕“优

质职场”，为您深入解析、分享、探讨这一被很多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企业所忽略却是从根源上对企业产生

影响的话题。

”

Information

αi 优质职场

推进最有温度的职场

αi优质职场计划由人民网上海、第一财经、中智上海、中智关爱通共同主办，旨在传播职场正能量，

树立职场榜样，现已成功举办四届。αi 优质职场一直以来专注于探索和研究中国职场的良性发展，秉承

“有温度、正能量”的职场理念，推动中国职场优化与标准制定，树立优质职场榜样，引导社会、企业、

员工共建和谐、共赢的理想职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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