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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的运载情况通常被认为是衡量
一座城市发展实力的一大参考指标。近来，
研究发现，在加拿大和欧洲的部分城市以及
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公共汽车和地铁的
乘客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与之相对
应的是城市的人口和就业率健康增长。随着
Uber和Lyft等公共打车服务质量的提升，租
赁自行车更加普及，城市的公共汽车和地铁
仿佛陷入困境。而即将诞生并投入使用的租
赁电动摩托车和无人驾驶出租车等新的交通
工具似乎也即将取代公共汽车和地铁，成为
更好、更廉价的公共交通方式。

压力不止于新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出现，
还有普遍下降的出行率。一方面，线上购物
带来实体零售行业消费者信心的疲软，人们
普遍减少了外出购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人们更倾向于自驾上班，这主要是因为不少
发达国家城市扩张加快，但与之相匹配的公
共交通网络并没有搭建起来。而在一些发展
中国家，汽车贷款下降，导致私家车的拥有
量迅速上升。

公共汽车和地铁时代是否将完全成为过
去？答案是未必如此。在悉尼和东京，越来
越多的人正在选择公共汽车和地铁出行。但
是，相关专业人士认为，西方不少发达城市
正在经历的从地铁到自行车的公共交通时代
的转变，正是世界进一步碎片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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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
如何塑造
目标驱动型团队？

哈佛商学院曾总结出一条
组织管理的定律：工作的本质
是契约性，因而员工势必会在
工作中寻求付出最小化的个人
成本和努力。事实上，许多企
业发展至一定时期会陷入一种
疲软状态，即陈旧的工作方法
和员工疲惫的工作状态使得团
队停滞不前，效益下降。研究
发现，如果能够构建一个目标
驱动型的团队，使得个人和集
体的利益达成高度一致，员工
会感受到压力增加，重拾工作
动力，提升工作协同性和效
率。为此，哈佛商学院研究制
定出一套目标驱动型团队的建
设方案：

1、建立共同需求。倾听
和了解员工最深层的共同需
求，将这种需求和组织目标整
合起来形成集体目标，激发

“集体创造”的动力。研究根据
一些案例发现，这一方法行之
有效。

2、激励员工学习。随着
企业不断强调目标，员工会感
受到学习、思考的动力，员工
不应只是知晓组织的目的，而
是应该与企业的目标建立深层
次的联系。因此，研究建议管
理者每隔两周与员工针对近期
组织的目标、优势和发展情况
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员工明确
目标和实施进度，以便更好地
落实执行。

3、将中层管理人员转化
成目标导向的领导者。由中层
管理人员扮演沟通者的角色，
向员工讲述他们是如何将团队
目标与他们自身的工作联系起
来的。通过这一方式，个人与
组织的目标可以建立切实联
系，并且实现目标的真正内化。

4、释放积极的能量。每
个组织中都有一群人被称为

“能量代理人”，他们具有开
放、主动并且乐观的特征，是
能分享新想法和挑战困难的
人，发挥他们的作用，可以激
发和带动整个团队的工作热情。

研究根据案例观察发现，
虽然建立目标驱动型团队不一
定能帮助企业提高实际经济效
益，但是它对团队的改造作用
确实存在，能够使其朝更加有
竞争力和健康化的方向发展。

《彭博商业周刊》：
一座城市的成功能否被复制？

在美国格林维尔市的市中心，遍布着
诸多新兴的初创企业。从2000年到2016
年，格林维尔的人口增长了20%，按人均
计算，这里的新商业创造率接近波士顿。
这个曾经是纺织和服装生产中心的城市，
似乎已经找到了如何重振后工业城镇的答
案——发展知识经济。

二十年间，这座城市构筑出对大学毕业
生和高水平技术工人构成强烈吸引力的创业
环境，附近大学的专业技术和研究人才被吸
引到此创业和工作，米其林轮胎和宝马等最
先进的制造工厂也相继入驻，城市中的工人
从制造业岗位陆续向创意和科技工作转移，
高技能服务业的工人比例稳步增长。

格林维尔的成功源于什么因素？这里
一系列的激励措施或许与诸多城市所做的
看起来并无不同：打造汇集创意、互联
网、科技的商业园区，城市的“创新集

群”被激活；由当地政府给予企业丰厚的
补偿，并且特许非营利性质的研究机构向
企业提供大量的赠款和补助；以基金的形
式对企业进行资助，减免税收，以及对员
工培训的支持等。

像格林维尔一样能够实现转型的城市
并非不存在，但是其转型的模式却难以被
复制。在这里，不论大小，创业者的困境
和需求都会得到政府和行业协会的重视和
支持。城市孕育出的一批批创业成功的企
业家自发地为不断涌现的新企业牵线搭
桥，使得不少年轻的初创企业能够得到更
有利的投资保障，这也成为了他们拒绝将
公司搬迁至纽约、硅谷等地的最重要原
因。格林维尔的成功或许在于，这座城市
创造出了一种孕育初创企业的地方文化，
并且构建了“创业-反哺-创业”的良性循
环，从而给予企业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经济学人》：
碎片化时代下的
公共交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