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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跑教练助力业绩增长的 
实践与思考
企业 HRBP 转型陪跑教练助力业绩增长的最佳实践

郭凌云

第一部分 - 理论定义与概念辨析

一、HRBP 历史演变进程 - HRBP 与
陪跑教练的演进脉络

（一） HRBP 角色转型三阶段
1. 事务协调者（1990年）：基于

尤里奇模型，解决业务部门日常人力
问题（如招聘、薪酬）。

2. 战略翻译者（2000年）：将业
务需求转化为人才战略（如能力素质
模型设计）。

3. 战略加速器（2010年至今）：
运用组织诊断工具推动变革，但存
在决策影响力不足的短板（CIPD, 
2022）。

（二）私董陪跑教练（Organization 
Running Companion Coaching）
历史演变三跃迁

1. 个体发展（1990-2010）：心理
学与领导力发展结合，形成高管教练
的黄金期。

2. 团队赋能（2010-2020）：敏捷
管理从软件开发向企业全域渗透，驱
动团队协作模式革新。

3. 战略共建（2020年至今）：通

过系统教练技术实现业务闭环。

二、HRBP 成为陪跑教练的优势
1. 战略与业务的深度协同：作为

HRBP陪跑教练能够突破原有人力资
源管理的天花板全程参与业务战略的
制定与迭代，从“协同者”到“共创者”。 

2. 构建系统赋能体系：“横到边、
纵到底”的业务全景能力，使 HRBP
能够快速响应复杂业务场景需求，成
为业务部门的“解决方案集成者”。

3. 动态干预与持续陪伴： HRBP
陪跑教练的核心在于长期主义，
HRBP陪跑教练以日 /周的全流程嵌

入，在组织变革、团队成长等关键节
点提供持续支持，从“阶段性支持”
到“全周期赋能”。

4. 文化渗透与员工激活：从“政
策宣导”到“心智塑造”，HRBP陪
跑教练通过沉浸式参与，将企业文化
从抽象价值观转化为具体行为准则。

三、HRBP 成为陪跑教练的挑战
1.角色定位：HRBP陪跑教练要

从原有的“事务服务者”转变为“战
略加速器”。初期业务部门期望其承
担招聘、员工关系等事务性工作，导
致战略性职责被边缘化。

摘 要：随着 VUCA 时代企业战略执行复杂性的加剧，传统 HRBP 模
式在业务价值渗透与组织业绩激发方面呈现出显著局限性。本文深入探
讨企业 HRBP（人力资源业务伙伴）向陪跑教练转型的实践路径及其对
业绩增长的影响，分析其如何通过深度参与业务流程、精准洞察员工需
求，提供针对性的赋能与跟进，进而提升团队整体效能，实现业绩的显
著提升。同时，研究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及有效的应对策略，总结
企业 HRBP 转型陪跑教练助力业绩增长的最佳实践经验，旨在为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变革与业绩提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HRBP 转型；陪跑教练；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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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任度不足：很多业务部门对
HRBP陪跑教练，有一种观望或者抵
触的心态，易被误认为是“监督者”。
由于陪跑教练缺乏战略逻辑思维、行
业经验和业务术语，导致与业务团队
沟通存在隔阂。

3.重构能力模型：HRBP陪跑教
练需兼具业务洞察力、HR专业能力
与教练技术，这对原有的 HRBP能力
模型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多数企业
HRBP仍陷于事务性工作，专业能力
难以匹配复杂业务需求。 

第二部分 - 陪跑教练实践模型

一、陪跑教练五部曲
模型构建逻辑：企业持续增长依

赖四大内生要素：CEO决策（战略天
花板）、战略执行（唯一目标）、过程
管理（失败主因）、团队匹配（关键杠杆）。
基于此，陪跑教练五部曲形成 ""CEO
使命—战略规划—关键任务—匹配团
队—跟进陪跑”。（殷海江，2023，《私
董陪跑就是战略实现》，图 1）。

（一）发现 CEO 使命
1. CEO使命四阶进化（图 2）
2. 陪跑教练引导 CEO使命发现

路径表（表 1）

图 1 《私董陪跑就是战略实现》（殷海江，2023）

图 2 CEO 使命四阶进化

表 1 陪跑教练引导 CEO 使命发现路径表

步骤 核心问题 关键要素 示例动词 示例名词 示例形容词

1 谁是我们的核心客户？”
客户画像
精准度

定位 /聚焦 客户对象 满足客户成果

2 通过什么动作传递价值
价值主张
独特性

构建 /打造
决策模型 / 
运营系统

数据驱动

3 客户能获得什么具体结果？
成果
可量化性

实现 /创造
决策周期 / 
产能利用率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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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战略的业务设计
1. 客户选择：细分市场（如人群

/场景 /痛点）
2. 价值主张：构建技术 /成本 /

体验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如下单
24小时直达）

3. 价值获取：盈利模式设计（如
会员制 、 渠道分润）

4. 活动范围：核心能力聚焦（如
自建冷链 、 第三方合作）

5. 持续价值：需求预判（如产品
深加工研发）

6. 风险管理：建立供应链冗余度
（如安全库存）

（三）运营就是完成战略实现的关键
任务
战略实现的本质是将宏观目标分

解为穷尽可控动作，需要解决“做什
么、谁来做、如何控”的问题：

1. 任务拆解三化原则，见表 2。
2. 过程管理工具
红黄灯预警：滞后任务启动 48

小时资源调配（如地头龙特战队）
双周冲刺：团队教练技术的持续

跟进

（四）寻找匹配并打造战略实现的团队
1. 九宫格人才评估法（表 3）：

基于员工绩效和胜任力两个维度进行
评估

2. 团队生命周期干预
• 创立期：明确战略优先级（如新

市场开拓组）
• 动荡期：建立冲突管理机制（如

对赌协议）
• 高产期：知识沉淀（如 STAR案

例库）
• 变革期：引入外部人才激活（如

社区运营专家）

（五）像跑马拉松一样做好战略实现
里程碑

1. 在战略陪跑过程中，关键节点
法的里程碑是战略实现的关键因素，
而高质量的关键历程碑包含四要素，
例如图 3。

2. 四步陪跑闭环
• 月度战略对齐会：回顾目标进展，

校准资源投入优先级。
• 关键战役复盘：采用“结果 -过程 -

认知”三层次分析法，提炼组织经验。

• 团队能力工作坊：针对短板设计
定制化培训。

• 战略迭代建议书：每季度输出优
化方案，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生存。
陪跑五部曲的本质是构建“使命

驱动 -战略清晰 -执行可控 -人才适
配 -迭代进化”的动态循环，通过陪
跑教练的催化作用，帮助企业将 CEO
愿景转化为组织级能力，最终实现从
“个人领导力”到“系统生命力”的
跃迁。

表 2 任务拆解三化原则

原则 定义 工具

颗粒化 战略目标→可执行动作 三级任务拆解法（年→季→周）

标准化 建立可复制的执行范式 端到端 SOP+关键节点控制

数据化 实时监控与动态纠偏 战略仪表盘 +红黄绿灯预警

表 3 九宫格人才评估法

胜任力 \ 绩效 高绩效 中绩效 低绩效

高胜任力
明星型 

（重点培养）
高胜任中坚型 
（激励发展）

问题型 
（关注改进）

中胜任力
中坚型 

（保留激励）
稳定贡献型 
（持续观察）

待改进型 
（辅导优化）

低胜任力
熟练型 

（保持稳定）
边缘型 

（调整岗位）
淘汰型 

（优化调整）

图 3 关键历程碑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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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陪跑教练五大核心能力释义
见图 4
1. 业务翻译力（Business Inter-

pretation）
将业务语言转化为陪跑教练行动，

如建立 "市场占有率→客单价→终端
铺货率→销售技能 "的传导链条。

2. 动态干预力（Dynamic Inter-
vention）
基于敏捷开发的 "双周冲刺 "机

制，通过 PDCA快速验证假设。
3. 经验产品力（Knowledge Pro-

ductizing）
运用知识转化模型实现组织经验

沉淀。

4. 场域构建力（Field Building）
创建心理安全的共创环境，如启

动庆功宴愿景法。
5. 战 略 价 值 呈 现 力（Value 

Demonstration）
将隐性成果显性化，通过可视化

数据成果精准传递战略价值。

第三部分 - 陪跑教练实践案例
分享

一、案例背景与业务痛点
某集团公司蛋品事业部连续 6年

市场占有率第一（事业部利润贡献占

比 60%），但面临成熟市场增长瓶颈：
1. 产品结构单一（传统鲜蛋占比

82%）
2. 渠道渗透饱和（商超 /农贸覆

盖率达 95%）
3. 人才断层风险（管理层占比

12%）
陪跑目标：2024年二季度销量

2000吨（同比 +15%），利润 220万元。

二、陪跑教练三线实施
见图 5

（一）阶段 1：团队人才盘点
1.评估维度：业绩表现（30%）、

岗位胜任力（30%）、价值观匹配（20%）、
抗压能力（20%）

2.工具应用：北森测评系统识别
高潜骨干

3.输出成果：九宫格矩阵锁定 3
名区域经理储备人才，51人入选（5
年以上司龄者 90%）公司中层骨干领
导力培养项目

（二）阶段 2：GE 群策群力工作坊
（Work-Out）

1.关键动作与产出
2.典型创新策略
(1)社区团购“满 20减 5"裂变

方案（拉动销量 23%）
(2)叶黄素蛋品包装升级（客单

价提升 18%）

（三）阶段 3：敏捷复盘与创新
1.影子教练机制：每周 13项指

标追踪（如客诉响应＜ 4小时）
2.世界咖啡复盘法：提炼 27项

流程优化点（如配送时效提升 35%）
3.项目创新：
（1）创新 1：中层骨干领导力培

养项目
• 培养模式：9模块线上学习 +业

图 4 陪跑教练五大核心能力

图 5 陪跑教练三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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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场景实战（如新渠道开拓）
• 团队公约：制定周学习打卡与作

业互评规则
• 核心产出：3项 SOP手册（终端

陈列、价格谈判、危机预判）
• 成果：9人晋升管理者（1名总

经理），岗位胜任周期缩短 40%
（2）创新 2：“火花集”案例库
• STAR模型应用：萃取 52个场

景案例（示例）：
• 背景：商超竞品推出优惠活动
• 还原：竞品优惠活动执行细则
• 行动：24小时内推出“卖鸡蛋

送小鸡”
• 结果：周复购率提升 42%

• 应用价值：52个案例使新员工
培训周期从 6周压缩至 3.5周
（3）创新：微课开发
• 开发模式：场景驱动、流程管控
• 一点一页：每个知识点匹配 1页

操作指南（如社区维系四步法）
• 十分钟法则：碎片化学习（晨会

/午休）覆盖 90%员工
• 10分钟课程矩阵（示例）：见表 4

• 产出：10门技能课 +8名认证内
训师，知识复用率提升 65%

三、案例成效验证

（一）陪跑项目核心成果（表 5）

（二）管理启示：
1. 启示 1：战略协同⸺从支持

者到共创者
• 陪跑逻辑：业务目标（2000吨）

→能力缺口诊断→策略共创（257条）
→对赌承诺

• 关键突破：通过城镇会议实现资
源匹配率 92%，消除执行层信息差

2. 启示 2：知识沉淀⸺从个体
经验到组织经验萃取

• 转化路径：

• 场景萃取：STAR模型提炼 52
个实战案例

• 课程转化：10分钟微课降低传
播成本

• 有效传播：8名内训师年授课量
超 200小时

3. 启示 3：领导力跃迁⸺从管
控式管理到承诺式领导

• 机制设计：团队承诺、决策授权
• 团队承诺：14项对赌条款（重

点把控具备娱乐性和可实现，落实“三
不”原则：不罚款、不走人、不降职）

• 决策赋权：89%行动计划由执行
层自主制定

• 长远价值：高潜人才晋升周期缩
短 1.8年

（三）结论
案例证明，HRBP向陪跑教练转

型可通过战略穿透、知识沉淀、领导
力重塑实现组织能力升级。其本质是
将人力资源动作转化为业务增长杠
杆⸺以 2000吨销量目标为起点，通
过 257条策略拆解、52个场景案例
沉淀、10门微课开发，最终达成投
产比下降3个百分点与57%利润增长。

这为传统 HR突破“支持者困境”提
供可复制路径，亦为 VUCA时代组
织进化提供新范式。

第四部分 - 对未来的思考

一、陪跑教练模式的进化方向

（一）人机协同陪跑系统
• 动态画像：通过 AI分析周报情

绪关键词（如“压力”出现频次＞ 3
次 /周触发预警）

• 虚拟陪跑：元宇宙沙盘模拟关键
战役（如社区团购突击演练）

（二）Z 世代管理范式革新
• 游戏化设计：将销量目标拆解为

“蛋品专家”勋章体系，达成阶段目
标解锁权益（如培训名额）

• 即时反馈：接入钉钉 API推送
分钟级成长报告（如“您今日客户拜
访量超团队均值 23%”）

（三）组织边界突破
• 产业链赋能：从服务业务团队扩

表 4 10 分钟课程矩阵（示例）

课程主题 开发人 应用场景

社区维系四步法 金牌销售张某 团购渠道开拓

商超陈列口诀 区域经理王某 终端视觉营销

表 5 陪跑项目核心成果

维度 指标 结果

业务增长
销量达成率 /利润达成率 108%/110%

投产比下降 3个百分点

组织进化
管理者晋升率 17.6%（9/51）

流程优化点 27项

组织经验沉淀 可复制案例 /标准化课程 52个 /10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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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经销商精益管理（如库存周转率
提升算法）。

结束语

在 VUCA时代背景下，企业战
略执行与组织效能提升的需求日益迫
切，传统 HRBP模式已难以满足业务
敏捷性与人才价值深度挖掘的要求。
本文详尽展示了 HRBP向陪跑教练转
型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这一转型并非
简单的角色叠加，而是通过重构人力
资源管理的底层逻辑，将“业务支持
者”升级为“战略共创者”，最终实
现组织业绩的系统性突破。
研究表明，陪跑教练模式的核心

价值在于“三个重构”
（1）价值定位重构：五部曲模型

使业务目标与组织能力动态对齐。

（2）人才发展重构：从供给驱动
转向需求牵引。
（3）组织协同重构：将管控式执

行转化为自驱式共创，激发团队内生
动力。

然而，陪跑教练模式的推广仍面
临现实挑战：一方面，HRBP需突破
专业壁垒，掌握业务诊断、数据分析
和敏捷干预等跨界能力；另一方面，
企业需构建配套机制（如决策授权、
知识管理系统）以支撑陪跑模式的持
续运行。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数字
化转型下的陪跑模式创新，如通过 AI
技术实现员工能力动态画像、利用元
宇宙技术构建虚拟陪跑场景等。此外，
不同行业、规模企业的适配性验证以
及陪跑教练能力认证体系的标准化建
设，也将成为重要研究方向。

本篇责任审校：李明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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