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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教练 季佩枫

1

与高级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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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佩枫
有深度没套路的思想分享者

组织变革引导师、产业供给侧改革研究者

心理行为训练专家、国家中级团体心理辅导师

中国管理科学院人才战略研究所  特约研究员

江苏省培训行业联谊会技术委员会  专家委员

前瞻思维系列课程开发者与版权人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院校   外聘导师

每年为十余所大学 &商学院EMBA/MBA/总裁研修班、上百家知名企业、

近万名高级管理人才提供思维成长指导和前瞻战略规划  

高阶群体的学习动机与学习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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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水平低 认知水平高

已知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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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未知

认知层级与情绪体验

达成高效分析本质的目标

更应该关注“变化的” 的还是“不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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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本质是

通过强弱的博弈最终实现  “影响”与“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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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进化必须适应新对象、新组织、新生产与新社会

在高度迭代背景下，领导者必然承担更大的压力，你想做哪种？

Ø 永动机型，精力充沛，靠特质和天赋

Ø 自我成就型，相对辛苦，靠目标与责任

Ø 行政型，人在威在，人走茶凉，靠职位与权力

Ø 专家型，靠技术与专业

Ø 佛系型，靠缘分和自觉

Ø 圣人型，以德服人，靠品质和自律

Ø 情商型，以情感人，靠投入与平衡

Ø 心智型，以事服人，靠魅力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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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性影响力与非权力性影响力的结构逆转

控制型领导力·情商型领导力·心智型领导力的进化与匹配

标准（固化）式任务    改善（优化）性任务     变革（创新）性任务

人与组织的关系发生质化、社会扁平化趋势显著、个体影响力的建立逻辑被颠覆

红利进化从未停止，前瞻红利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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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不会被质疑的领导力：

能够正确的带领大家去往从未去过地方的能力
PS：实际践行领导力是个复杂的系统，除了客观的能力以外，还受到观念、环境、阶段、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前瞻思维内容体系的缘起与建立

一个人“现状”的形成是复杂的，每一个决策几乎都有可能影响

结果，但为何“你”、“我”、“他”的决策会千差万别。如果

用思维决定行动来解释行为，那是什么在影响和决定思维，思维

是否可以被量化分析？是否有可能被模型化研究和规范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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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思维，把东方哲学体系中对 “预测”的模糊性描述进行 “逻辑化”

和“工具化”，是将东方的“道”与西方的“器”，在“术”的层面

进行融合与量化的一种尝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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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思维属于系统思维的一部分

系统思维的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全面、关联、前瞻、深度与思辨

所谓“高格局和有见识”，也是有系统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更淡定、更有敬畏感、看问题更容易看到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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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差异关键因素模型

行为能力与心智能力的关系，可以参考APP与操作系统

决定人与人表象差别比较明显的是行为能力，如同不同的手机装着不同的 APP，但

处理效率比较的前提是你们的操作系统接近。

互联网让人们看起来越发平等，实际上认知鸿沟越大巨大。信息知晓差距越来越

小，思考与认知能力差距越来越大，而心智能力与阶层和眼界的关联度则表现的

越来越明显。

相对静态变量因素

命理、阶层、性格、天赋

动态内在变量因素

意识、心智能力、行为能力、努力

其他外在变量因素

资源、机会、运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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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完全失去现有的身份和已有的资源

你靠什么来重新定义自己和面对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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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与内驱的自我升华阶段

源于无感和不知的正常状态

源于天赋、性格、教育、经历、认知等结构缺陷的问题状态自我怀疑

或满足补偿

自我掌控

自我价值

基于规划与调整的心智平衡阶段

生存

做事

做人

工作生存阶段

做人做事
和谐统一

外驱职业阶段

事业与人生境界

求高的需求
（直面挑战与享受变革 ）

求真的需求
（认识自我与追求更好）

内化职业阶段

求稳的需求
（寻求安全与追求舒适）

自我满意

健康（内心平静、精神富足）

卓越（内圣外王）

正常（舒适及浅度愉悦）

问题（自负自卑、向内负压、自我设限、强烈的无力感以及存在感缺失等）

主动应对，习惯于突破自我极限

理性应对，能够直面问题与挑战

直觉应对，一旦面临变革环境会有不安全感及恐惧感

非理性对抗，易采取极端应对态度，如逃避或歇斯底里

B 内在状态追求 A 心智层级分析 C 应对外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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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

 我会什么？

社会资本

  谁认识我？

 心理资本

    我是谁？

绩效与成就

   我做到了什么？

外部评价 自我确认

圈层|人脉知识|技能

• 优越感与自信度（天赋与平衡度）

• 对观点和人的态度（亲和度、开放度、耐挫与自我修复）

• 延时满足（先天基础与意识培养）

• 自我约束意识、自制力、自我管理习惯（天赋、认知、外部机制）

• 元认知水平（反思度、开放度与持续优化）

• 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系统认知与高效规划

• 逻辑性与跳跃性思维能力（投入 +直觉+确定中的不确定）

• 习惯于思考未来（前瞻性）

心智资本

我可以提升与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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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能力决定思维的效率与价值

决策的根源是深层价值观，并深受性格特质和心智资本的影响和限制

Ø 承认和接纳所有人的认知都是有偏差和有缺陷的

Ø 知晓和理解人的认知习惯（路径、水平、能力等）是非常固执的

Ø 个体的元认知差距主要体现在：

反思度（思辨能力）、开放度（融合能力）和持续优化（总结与改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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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化

玄学研习

知识课题

系统思维

哲学修养

工作 生活

美学素养

具体化

健康管理技能培育

心态改善

系统学习与内容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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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依赖

直觉的价值与限制

过去 现在 未来

经验 直觉

路径依赖

经验的价值与限制
前瞻

综合经验

数据分析

趋势逻辑

合理冒险

机遇分析 风险评估

决策行动

反思复盘

改善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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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与决策的联系与区别  

预判强调客观分析，决策突出人格特点与领导艺术。

前瞻是决策科学化的前提，决策是前瞻思维的服务对象和实现机会。

联系：前瞻思维（预判）是为最终决策服务的，预判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

区别：前瞻思维侧重于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决策侧重于对有利时机和目标的科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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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思维，决定如何思维，

思维影响决策，进而指导行动，最终影响结果

元认知能力决定思维的效率与价值

决定人与人表象差别的是行为能力，其实真正影响社会成就性与生命体验度的是心智能力

昨天的头脑抓不住今天的机遇，静态的决策无法应对动态的环境

决策的根源是深层价值观，并深受性格特质和心智资本的影响和限制

如果不通过未知型学习或突破性训练很难让我们的价值观适应未来，

思维的系统性与合理性与世界观的广度和深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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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判断提炼能力

抓住主要矛盾

高效的决断行动能力

遇到的限制条件

系统的战略分析能力

把握全局观

开放的前瞻思维能力

信息合理性与支持来源

• 决策模型完整与决策过程清晰

• 不停快跑是高度迭代时代保证不输的秘诀，甚至没有时间考虑对错

• 问题不是是否会犯错，而是是否能让过程清晰并快速决断、拉回正轨

高级领导者决策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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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领导力理念变革：

从所有人理解你到你理解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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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领导力理念变革：

我们需要超越的不是具体技能，而是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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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领导力理念变革：

从指挥到授权到引领到激发
研讨：这种变化的障碍和核心影响因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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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领导力理念变革：

从焦点式中心到云计算中心
研讨：领导者的功能与价值变化焦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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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祝福

未来一定会发生……

唯一要做的，就是让过程更高效和愉悦

顺便让自己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