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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作者： 

  麥可．艾伯拉蕭夫（Michael Abrashoff）

艦長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研究所，主修政治學。三十六歲時，擔任美國前國防

部長裴瑞的軍事助理。當他卸任軍事助理後，旋即接任班福特艦長，成為太平

洋艦隊最年輕的艦長。艾伯拉蕭夫接任艦長後，即透過一系列的改革，在短短

的兩年內，把一艘混亂不堪、績效奇差的軍艦，打造成一艘美國海軍最優秀的

軍艦。為了幫助更多的企業組織也可獲得同樣的成就，艾伯拉蕭夫艦長於 2001

年離開海軍後，在波士頓創辦基層領導（Grassroots Leadership）管理顧問公

司並擔任執行長。 

二、 內容簡介： 

  作者運用他獨特的管理思維，讓班福特艦成為美軍頂尖軍艦，這也成為現

代商業管理哲學的典範、先驅。身為一個艦長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以部屬的角

度看事情。企業管理者從書中可以學習如何以授權的方式取代一連串的命令，

將組織運作的原則由單向順從調整為檢視績效表現，這將會帶來令人激賞的生

產力當艾伯拉蕭夫接掌艦長一職時，班福特艦已配有最尖端的軍事設備，就像

一個企業擁有最先進的技術卻只有低微的生產力。在提升績效的職責之下，他

明瞭想改善軍艦的運作，必須先改善自己的領導技巧。數個月後，他便將官兵

塑造成值得信賴且能獨當一面的部屬，並持續的進行改善。在軍艦上的口號就

是：「這是你的船！」當然，班福特艦立刻聲名遠播，更成為海軍效率的代名詞。

相對於現在美國海軍的安逸，班福特艦還曾是波斯灣艦隊的主力角色。艾伯拉

蕭夫艦長是怎麼辦到的呢？他將成功的秘訣歸納如下： 

(一)、 從部屬的角度看事情：艾伯拉蕭夫透過三個問題：最喜歡艦上哪些

地方？最不喜歡哪些地方？最想改變哪些地方？廣納部屬的意見，

診斷出組織的問題點，然後協商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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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勇於承擔責任：如果部屬犯錯，艾伯拉蕭夫不會對他們嚴加訓斥，

而是先審視自己是否已清楚說明目標、是否賦與足夠的資源，以及

是否給予足夠的相關訓練，並肩負起所有責任。 

(三)、 溝通、溝通、再溝通：艾伯拉蕭夫發現計畫溝通得愈完善，部屬表

現的績效就愈佳。由於互動頻繁，他的部屬還戲稱他是「大型『麥

可』風」。 

(四)、 積極傾聽：許多管理者一直把部屬當成聽命的棋子，但艾伯拉蕭夫

認為，應放棄「命令與控制」的管理文化，多傾聽部屬的意見，藉

以激發部屬的創造力。 

就在無數的成本節省、部屬士氣高昂，以及太平洋艦隊中優異的表現，艾

伯拉蕭夫深深震撼了美國海軍；面對日益競爭的商業社會，他同樣也能改造

你的船，無論你的戰爭會在哪個戰場展開。 

三、 內容摘錄： 

(一)、 無論你是不是喜歡，你的所作所為都將成為下屬仿效的對象。你的

一舉一動都會有重大的影響。若是他們知道你會敷衍你不喜歡的政

策，他們也會把這種作法視為可行之道。若是你曾說謊，他們也不會

誠實。同樣的，若是你勇於挑戰不合時宜的舊規，他們也會樂於嘗試。

所有的影響都將深植於組織文化中。(p.49) 

(二)、 身為一個管理者，你必須傳達出一種想法：屬下們對你很重要，甚

至沒有其他事物比他們還重要。你必須了解你的影響力，並聰明地用

在正面的方向。站在下屬的立場，為他們著想，並試著幫他們成長。

（p.53） 

(三)、 積極傾聽：所有成員一視同仁，並且把每次與人談話當成最重要的

事。（p.62） 

(四)、 有效溝通：無論是領導一艘軍艦或是管理一家公司，其秘訣都在於

設定一個共同的目標，並使同仁齊心奮進。而我為班福特艦所建立的

目標，是希望我的官兵都能著有意義的生活，並使班福特建成為一個

培育菁英的學校、一個生活化的教堂、一個常勝的足球隊，以及美國

海軍最優秀的軍艦。(p.71) 

(五)、 當一個組織的領導者或經理人的舉止，好像他們處在高高在上時;當

他們不理會部屬的意見而獨斷的進行決策時;當他不能接受別人的質

疑時，這種組織將步向災難。但值得慶幸的是，只要願意，每個領導

者都有能力避免災難發生。機不可失，失不可得，只要及時把握，就

能遠離後悔。(p.117) 

(六)、 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如果過於簡單或明顯，我們往往會忽略它。我

們會遲疑，心想這個方案會不會不夠創新、不夠酷、不夠複雜，或者

其他人可能已經考量過，而選擇放棄這個方案。但這其實大錯特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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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7) 

四、我的觀點： 

"要成為成功的管理者，必須先贏得部屬的信任，讓大家清楚知道大家同在一艘

船上，榮辱與共，必須共心協力。"這句話, 我感同身受, 在 104/7月份接任部

門基層主管一職, 雖然這並非在我生涯規劃中, 我還是把它當成自己的一個挑

戰, 首先, 我進行的是"參與",深入了解每個工作內容, 並感受不同工作內容

的特性與差異, 我想戰場上能夠激勵戰士的是帶頭衝鋒, 而不是站在後面催促

隊伍前進的將領, 我認為身為一線主管, 應該要有親自作戰的能力, 與親自站

上前線的魄力, 真正體會同仁的辛苦。其次, "誠心" , 相信唯有"真誠"才能獲

取信任, 才能感動同仁, Jack Welch 講"坦誠致勝", 真誠與坦誠不同的是, 真

誠帶一些"善"的意念, 真心善待同仁, 如此才會有超過 100分的員工。最後, 是

"信任", 相信並鼓勵同仁, 信任是雙向的, 沒有比懷疑更會傷害與屬下關係的, 

只有信任, 他們才會真正為共同的目標努力. 

接下來講正題，這本書是一艘軍艦的船長寫的，這艘軍艦在他的帶領下創下

了許多的紀錄，後來這個船長出去開了顧問公司也獲得巨大的成就。其實在書

中他提到很多人在軍旅生涯結束後，接著就會去外面找其它工作，或是被挖角

去其它公司。 

其實我個人覺得這本書有兩個重點我非常有感觸，第一個就是「問題往往出

在自己的身上」，他這裡的自己指的就是領導人。他書中的例子是有人在站哨

的時候睡著了，這是一個大錯誤，就要依軍法處置。他那時也沒多想，後來一

個長官多問了那個士兵一句，你為什麼會睡著？士兵說他之前沒睡覺。長官又

問那你之前為什麼沒睡？士兵說他在站哨之前都在打掃甲板，原因是因為作者

有下令要在早上八點前把甲板打掃完畢。作者一聽就嚇出一身冷汗，因為他沒

想到他下的命令，船上根本沒有人力跟資源來完成，只能派當天要站哨的兵來

做，造成之後的事都做不好。所以他覺得很多時候事情做不好是主管沒有確認

是否有足夠的人力跟資源來完成這些事，才會如此。對照我自己的部門，我發

現也是如此，有時候主管會覺得這個東西很簡單，應該一天就可以做完了，所

以下了一天完成的命令。但是沒有考慮到在其它天也有下過其它的命令，這些

下屬本身一天八小時現場工作已經幾乎佔據所有工作時間，並不是能整整空出

一天來完成現在這件事，因此急就章的後果往往產出的品質不佳，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最有感觸的一點。 

第二個是他的員工的重視。他主動與員工溝通，包含一起吃飯、一個一個面

談、鼓勵員工提出改進建議 、在跟高層通話時會採用廣播方式通話等，部屬會

覺得自己被重視，而且了解到所有決策是透明的，像書中他常常會為部屬向上

級爭取權利，如早點靠岸、早點離開保養廠等，雖然不是每次都能獲得上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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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但是部屬們都可以了解到艦長是站在員工這邊的(真的是站在同一條船

上)，所以就算溝通失敗也比較能坦然接受。其實大型的醫療機構也會有這樣的

問題，像我們公司基層員工收到的訊息可能是從最高層開始轉了四五手才到員

工這裡，得到的訊息往往就會失真，這種不透明的訊息溝通也往往是組織矛盾

最大的兇手。 

五、討論議題： 

由書中提到多種海軍的問題，其中本單位也是有相同的問題，就是人才無法久

留。 

作者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許多員工離職的原因是：  

  No.1：不受尊重  

  No.2：沒有決策的參與感  

  No.3：意見被輕視  

  No.4：付出與回報不相符  

  No.5：薪資問題 

這是因為許多主管把部屬當成聽命的棋子，以為一切事情都在自己掌控中，喜

歡下達「命令」與「控制」部屬的一切。  

 因此自從接任管理職務後，我也著手努力扭轉原單位既有的負面氣氛，希望

有能力的人員能夠有向心力，願意留下來與大家一起努力。我的作法是一一瞭

解每位員工的特色，創造表現的機會，讓他們能夠獲得成就感，因此我安排每

月一次內部討論會題目就根據每個人的特長進行設定，從去年開始迄今，我發

現雖然員工在準備報告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抱怨，抱怨沒時間，工作太累等等，

但在會議時的表現都超過我預期的表現，在會後我也給予口頭的嘉獎，我能感

受到員工獲得鼓勵時愉悅的心情，也期望此作法能逐漸改善單位內的負向氣氛。 

  此外，我將部分與員工福利相關的工作開放他們一起參與決策，例如內部

的福利委員會，由員工們推舉積極任新的同仁擔任，並且協助他們辦理福利活

動並爭取補助，以期能達到每個人對自己的福利有自主權的感受。 

當然，以上的作法並不可能將所有的問題一次解決，但希望在實際操作的過

程中，我能夠一一體會本書作者所提到的領導統御觀念並落實手法，帶領整個

組織往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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