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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只猴子敲击钢琴，只要给

它无限的时间，总能弹出“第九交

响曲”；让多只猴子敲击钢琴，只

要猴子的数量足够多，就必然会弹

出“第九交响曲”（就总有一只能

弹出“第九交响曲”），这就是著名

的“无限猴子定理”。这个定理原

本是概率论中“零一律”的其中一

个命题的例子。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无限

猴子定理”，会给企业的管理者带

来许多启发。对于企业员工，经过

专业的职业培训和专业技能学习之

后，可以按照程序化过程，完成组

织给定的任务，这体现了管理的科

学性；而围绕组织目标成立项目管

理团队，将企业中具有卓越才能的

员工集合到一起，则能够实现资源

的最优化配置，能够在短时间内高

效率地完成组织给定的任务，这体

现了管理的艺术性。

1881 年，“科学管理之父”泰

勒进行了著名的“金属切削试验”，

标志着科学管理理论的诞生。管理

的科学性说明了企业的管理活动具

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和流程制度，员

工可以通过职业培训和技术学习来

掌握管理的技能，而伴随着生产技

术的不断进步，管理的科学性在企

业中更多地体现在精益生产、标准

化生产、流水作业和信息自动化运

作等方面。但是，人作为管理活动

中的最主要因素，充分发挥“非正

式组织”在管理中的作用，将适当

的管理知识运用到具体的管理活动

当中，通过积累丰富的管理经验，

依靠敏锐的行业洞察力作出决策，

这体现了管理的艺术性。

被誉为“全球第一 CEO”的韦

尔奇曾说过，“让合适的人做合适

的工作是一个管理者最大的领导艺

术。”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提

高工作效率，也许就是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的最高境界。哈佛商学院米

尔斯教授认为，管理有三层境界：

处理、管理和领导。在人力资源管

理上，优秀的 HR 会在“领导”的

境界，通过有效的员工招聘与面试，

录用最适合企业的人才。在新员工

进入企业后，HR可以根据员工的气

质、行为风格、兴趣、特长来有针

对性地开展入职培训，进而安排合

适的岗位，做到“量才而用”。通

过有效的激励考核机制，不断激发

员工的潜能，在完成组织目标的同

时，实现员工的个人价值，打造企

业和员工的“共赢”模式。

在“无限猴子定理”中，一只

猴子可以完成任务，即敲出“第九

交响曲”，但是却需要无限多的时

间；让无限多只猴子一起敲击，也

可以敲出“第九交响曲”，但是完

成任务的时间却不确定。这两种情

况下，完成任务的工作效率要么太

低，要么具有不确定性，这会引发

企业管理者的反思。如果猴子与猴

子之间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进行

明确的分工，那么是不是很快便会

敲出“第九交响曲”呢？

组织内的沟通可以分为领导向

下沟通、员工向上沟通、员工之间

的沟通三种类型。对于领导向下的

沟通，领导要对员工汇报的内容提

前有所了解，善于倾听，注意讲话

技巧，放低姿态，能够正确看待下

属提出的意见，避免个人主义和经

验主义的发生。对于员工向上的沟

通，多出选择题，多做可行性分析，

在和领导沟通时提前准备好问题的

解决方案，而不是给领导提问题，

谈话时要注意把握重点，言简意赅。

对于员工之间的沟通，员工与员工

之间要坦诚相待，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学会赞美和倾听，少争多做，

容忍异己，在有效沟通的情况下，

达成共识，从而能够更加默契地完

成组织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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