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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激励：员工激励与企业激励机制 

曾飞 

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特别关注员工的激励。一是员工是企业最重要

的资源，人力资源投入的程度和效果明显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二是如今最

剧烈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 

企业对人的有效激励，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对员工的直接激励——这肯定是重

要的。而企业的整体的激励机制，人们关注得比较少——但这往往更带有决

定性的意义。 

对员工的有效激励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模糊理论：满足员工的需求，就能够产生激励作

用。 

真是这样吗？ 

员工需要更多奖金和福利。企业每每增加奖金和福利。奖金拿了和福利享受

了，工作就必然更有效果了吗？未必。嫉妒不断，摩擦丛生。 

事实上，人的行为（我们要的是有效的工作这种行为）会不会再生、重复出

现，并不直接决定于他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比如，人饥饿的时候，需要的

是得到食物。此时请他搬运货物，搬完了就给他馒头吃，他的需要满足了。

那么，他这种有效果的行为——搬货物而得以充饥——会不会因为需求得到

满足就再生、重复出现：下一次请他搬货物，他会搬吗？ 

不一定。这要看对此事的评价如何。 

评价很好，他就会搬。——他能果腹就很满意了——评价很好，当然会再

搬； 

评价不好，他就不搬。——对仅仅果腹嗤之以鼻——评价不好，自然不肯再

搬。 

人们由需要而产生动机，由动机而产生行为，由行为而产生效果。有效果不

一定产生激励。必须有好的评价才会产生激励。——评价是激励问题的关键

所在。 

评价有两类： 

第一类是他人的评价。犹如拳击手猛烈出拳，得到观众喝彩——他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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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打得愈加勇猛。他人的评价产生了激励作用。 

在管理上，如对员工工作的认可、首肯、鼓励、奖励都是“来自他人的评

价”，会产生激励作用。管理人员应当善加利用，不要吝惜适当的评价，就

能够产生很好的员工激励作用。不见得要给员工很多的奖金和福利才能够产

生激励作用。因为两者并不成正比。 

第二类是自我评价。犹如跳高运动员跳过了自己希望突破的高度，自我感觉

特好——自我评价——于是他的临场表现愈好。自我评价起了激励作用。 

在管理上，管理者与员工共同确定了目标，员工实现此目标后自我评价很

好，就能起激励作用。其他情形下员工所确立的工作期望、追求，实现之

后，都起激励作用。管理者都可以善加利用。 

企业的激励机制起决定性作用 

激励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不要以为管理者一对一地对员工进行了正确的激励

工作，员工就都会受到有效的激励。就单单是评价本身，也是相互影响的。

两个员工做好了相类似的工作。管理者给甲评价说“不错！”，给乙评价

说：“好极了！”相互比较的结果，给甲的评价“不错！”就成为相对较

“差”的评价而起不了激励作用。显然，评价受企业整体状态的直接影响，

激励在组织系统中就不可能是孤立事件。因此，企业的整体的机制必然对激

励起决定性的作用：对员工的激励是否有效。因此，存在更重要的问题：建

构企业的激励机制。 

比如，在传统企业中，往往视员工对上司的“忠诚度”远重要于员工的工作

能力和效果。观念必然体现为现实的行为准则：对上司“忠诚”者频频受到

重视、嘉奖、晋升；有能力者反受冷落。企业中对人员、工作的评价受此准

则的约制，形成一种激励机制：激励对上司的“忠诚”行为，抑制有能力和

有效果的行为。于是，企业的“激励机制”所激励的不是员工的工作热情，

而是结派系搞摩擦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了人人混日子的可悲状态。 

而现代企业则相反，重员工的工作能力和效果，无视员工对其上司的“忠诚

度”和所谓的“群众反映”（本质上是拉关系结帮派的反映——交相称赞，

以求得逞，正如不肯乱开高价药以求回扣的医生“群众反映很坏”那样）。

重员工的工作能力和效果的观念一旦真正体现为现实的行为准则：有工作能

力和效果者不断受到重视、嘉奖、晋升。企业中对人员、工作的评价受此准

则的约制，形成另一种激励机制：激励有能力和有效果的行为，抑制对上司

“忠诚”，拉帮结派混日子的行为。正气上扬，员工实干而有成效的局面就

能形成。 

这种情境，在我国当前的许多企业——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当中明显存在。其

影响之烈，不可不予关注：您建构的是哪一种激励机制？你激励员工走向何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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