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是由美国学者阿历克斯·奥斯本于

1938 年提出。Brainstorming 原指精神病患者头脑中短时间出现的

思维紊乱现象，病人会产生大量的胡思乱想。奥斯本借用这个概念

来比喻思维高度活跃，打破常规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大量创造性设

想的状况。目前头脑风暴法已经成为众多企业和公司寻找创意、激
发思维、解决问题的常用方法。ABC 公司作为一家跨国制造企业，

在活用头脑风暴方法上进行了具有探索意义的创新，积累了自己

独特的经验。
一、准备阶段的创新

（一）课题的提出

头脑风暴一般解决的是困扰企业发展的“疑难杂症”，提出的

途径有“自上向下法”和“自下向上法”两种。所谓“自上向下法”，即

由公司高层领导根据困扰企业战略或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问题着

手，通过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方法，把大的、宏观的问题分解成若

干小的、具体的问题，形成头脑风暴会所要解决的课题；所谓“自下

向上法”，即由最基层的员工，根据困扰自己工作的问题进行着手，

按照重要性原则，通过基层员工问题的层层汇总，形成头脑风暴会

需要讨论和解决的课题。
（二）团队的构建

团队的构建非常重要，团队构成合理对解决问题会形成事半

功倍的效果。在团队中一般有三种角色：领导 - - 课题的设定者，直

接对课题结果负责。主要工作是引导课题的方向，协调课题在各个

部门的组织实施。一般要求职位较高，一个团队有一位即可；主持

人 - - 课题的组织实施者，负责组织课题提出、讨论、实施及效果跟

踪等。要求沟通和组织能力较强的业务主管及其以上的人员来担

当。一个团队有一位；成员 - - 具体解决方法的提出者及实施者。为

了提升头脑风暴的效果，成员应来自于不同知识背景、与业务直接

相关的业务骨干担当组成。必要时，课题聘请外部专家作为指导。
根据课题的大小，一个团队一般有 8- 12 位成员组成。

（三）课题指标的设定

课题提出之后，需要对课题所达到的效果包括对业务的影响、
具体如何测量等进行目标设定，这称为第一指标。为了防止第一指

标设定的过于容易达成，可将第一指标再具体分为必达指标和挑

战指标。此外，为了防止过分追求第一指标而产生其它负面效应，

需要设定第二指标。比如第一指标设定的是成本降低五个点，但我

们不能只追求成本降低五个点而去采购质量有瑕疵的产品，这样

最终会导致制造出的产品因为质量问题面临索赔和维修，或许带

来的损失比成本降低五个点还要高。因此，第二指标可以设定为产

品质量不下降等，对追求第一指标进行范围的限定，最终达到课题

收益的最大化。
（四）头脑风暴会前的准备

应有主持人召集全部团队成员召开一个课题启动会。主持人

首先应对课题的背景进行介绍，然后确定召开头脑风暴会的时间、
地点和工具，最后明确团队成员在头脑风暴会前要准备或调研哪

些事项，这样才能保证头脑风暴会当天更有效率。
需要关注的事项：关于地点，最好选择一个环境优美，较为安

静的场所，以利于团队成员能够不受干扰的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想
出方策；对于工具，应该准备诸如便利贴、粗头笔、海报纸、圆点贴、
胶带纸等，以利于对提出的问题和方策进行展示和挑选；对于各个

成员来说，应在课题启动会之后头脑风暴会召开之前，根据课题设

定的目标与实际的差距，进一步深入基层调研实际情况并想好应

对的方法，以利于头脑风暴会召开当天贡献自己的观点和智慧；对

于主持人来说，在头脑风暴会前需要把各个环节涉及的实际与目

标的差异进行分析，用柱形图、流程图等方式把主要的问题点显示

出来，为头脑风暴会提供详实的材料分析。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

为解决问题心切而故意夸大问题，也不能认为问题简单而缩小问

题。对于问题现状的描述不能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二、开会当天组织流程的创新

在预定的时间和场合内，召开头脑风暴会，一般有以下几个程

序：

（一）开会前宣读会议规则

一个好的规则若被至始至终的遵守，对于头脑风暴的质量提

升会有很大帮助。规则包括：开会时严格遵守时间；不讨论会议议

题以外的内容；不使用职权力量 （因为小组的成员中也可能有领

导）；积极的先听、再写、后说等，避免只有热闹的讨论而没有实质

的内容；会上畅所欲言，会后严禁外传；禁止批评性言论等等

（二）制定会议进度表

为了保证头脑风暴会当天的效果，主持人需要事先制定一个

讨论会当天的时间进度表，注明在哪些时间段需要完成哪些工作。
在开会前给参与讨论的人员说明清楚，请大家务必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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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员互相认识和交流

一个团队可能有不同的部门或组织参与。通过会前的成员互

动，打破成员之间的隔阂，借机活跃一下会场的气氛，为头脑风暴

会提供良好的氛围。
（四）领导出来接话

在讨论开始前，领导应对本次课题的背景再次进行介绍，并

对课题用头脑风暴的方法解决表明期待。同时鼓励团队成员大胆

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不要有任何顾虑，让头脑真正刮起一股风

暴，讨论出对解决课题最佳的方策。
之后，为了让大家不感到拘束和压力，领导暂时离场，不参与

具体的讨论。
（五）具体的讨论组织：

在这个环节，主要由主持人带领大家进行具体讨论，有以下几

个程序：

1.主持人带领成员对现状再次进行确认和把握。目的是通过

对现状与目标值差距的再次重现，让大家迅速把目光聚焦到会议

的主题上，立刻进入考虑问题的状态，找出可以改善的点或机会。
在操作方法上，主要对前期准备的现状流程图、问题点描述等再次

浏览一遍，并在浏览的过程中不断的强调是否与现状一致，是否有

补充。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环节不要进行要因确认和方策的提出。
2.对课题涉及的问题点进行要因确认。在完成了对现状的把

握之后，这个环节重点是找出影响课题解决的主要因素。在操作程

序上，首先让大家先把自己看到的问题点用粗头笔写到便利贴上，

贴到相关的流程图上；其次，把类似的问题点进行分类汇总，目的

是减少重复的问题点；最后，大家可用圆点贴对找出的问题点进行

打点（好处：避免大家的思维跟着个别人走，而影响自己对问题做

出正确的判断）。用红黄蓝不同颜色的圆点贴分别定义不同的分

值，以便找到问题的要因。在方法选择上，可以用鱼骨图等进行选

择排序。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环节不可把要因归结于某个人出现了

什么问题，重点找流程设计的组织、结构、工作方法上的不当之处。
3.对找出的要因提出方策并进行筛选。在找出要因之后，需要

对这些要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策，这是最能体现头脑风暴会特点

的一个步骤。在操作步骤上：首先，把上个步骤找出的要因用便利

贴按照分值大小贴到另外一张海报纸上；其次，发挥个人的头脑风

暴，把自己认为解决问题最恰当的方策贴到要因之后，要求全体成

员都要行动。这个环节要预留充足的时间，同时还要注意，此时提

出的方策切忌去评价；最后，在大家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全部找到之

后，可以利用 PAY- OFF 矩阵图（一种两维的定性挑选工具）的形

式，从紧急性和时效性两个维度，找出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的方策。
需要注意的是：提出的方策要敢于打破常规的做法，不要被习

惯或前人的方法或思路所羁绊，彻底改善流程，努力解决问题。
4.对上个步骤选出的方策进行整理。明确某个方策由哪个人

或部门主但进行解决、谁进行配合、什么时点完成。这个环节也非

常重要，因为再好的方策，若没有明确谁去解决，到头来大家互相

扯皮，最终也解决不了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方策一定要明确到具

体的人和具体的时间要求等等。
5.领导再次亲临现场，对会上达成的课题进行判断。由于领

导是这个课题的最终负责人，而且一般来说知识背景比成员宽，对

于成员提出的方策，可以从更宏观和全面的角度进行考虑，判断是

否真的可行。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也是领导对成员辛苦达成方策

的一种肯定。在操作上，领导需要在认为可行的方策后面注明“可

行”、“不可行”或“再讨论”等。
6.确定方策跟踪实施的办法。以上步骤完成之后，需要确认

对未来将要达成的方策如何进行跟踪，包括多长时间召开一次跟

踪会。目的是对课题进行持续的监控，确保整个课题的最终完成。
其它需要关注的事项：鉴于有的课题大，耗费时间长，应该准

备一些休闲或补充体力的小食品，如咖啡、点心、水果等。这样在会

议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适当休息一下，而后再进行几轮脑力激

荡。
三、会后的跟踪和实施创新

（一）定期对课题进度召开汇报会。
在这个环节，应有主持人按照头脑风暴会当天设定的跟踪要

求，组织课题全部成员定期向领导汇报各个方策进展情况。对已经

解决的方策进行固化，比如制定流程等，使其不再反复；对于没有

达成的方策，报告其进度。若有困难，则由领导进行协调。
（二）对成员进行评价和奖励。
课题达成目标之后，需要召开一个课题总结会。一方面是对课

题达成情况进行总结，反思课题进行过程中哪些地方较成功以及

成功的原因，哪些地方不够科学合理需要改进或完善等。以便汲取

经验，为下次课题做准备。另一方面，对于成员来说，课题解决确实

耗费了较大的脑力和体力，应该按照贡献大小进行不同程度的奖

励，目的是激励成员继续保持较高的热情投入到其它课题的解决

之中。
综上，ABC 公司在传统的头脑风暴基础上，结合制造业的特

点，重点在头脑风暴会前的准备、讨论当天及会后的实施及跟踪等

阶段进行了组织形式的整体创新，为企业解决了运营过程中面临

的诸多课题。根据 ABC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集团子公司实施该工具

的阶段效果来看，10- 11 年各部门及子公司共完成改善类课题 252

个，为集团实现收益 4564 万元。方法的推进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

益，更重要的是，通过方法的普及，使这种工具内化为员工的自觉

行动，极大的提升了公司整体管理素质和效率，为公司以后的跨越

式的发展储备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优秀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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