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工忠诚度下降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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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诚度是指一个人对其所属社会团体的目标、象征和宗旨等方面的坚信不疑的品质。员工忠
诚是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和竭尽全力的态度和行为，具体表现为在思想意识上与企业价值观和政策
等保持一致；在行动上尽其所能为企业作贡献，时刻维护企业集体的利益。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是
企业管理好坏的重要指标，也是关系到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大事。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员工的忠诚度
却存在下降的趋势，主要表现为跳槽现象频繁发生、在外兼职、主动性下降、责任心不够、出卖商
业秘密等，这种状况不仅对员工个人发展不利，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一、员工忠诚度下降的原因 
   1、企业文化的影响。企业文化是企业对待市场、顾客以及企业所有内外环境逐渐形成的潜移
默化的态度和理念，是增强企业向心力的要素。但许多企业根本不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忽视企业
文化的精神激励和导向作用；有的企业虽然建立了自己的企业文化，但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却与员工
所持有的价值观相冲突，造成员工对企业文化的怀疑，反而降低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2、薪酬福利的影响。薪酬是影响员工对企业忠诚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一个员工为企业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就会使士气低下，导致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下降。 
   3、发展机会的影响。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较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必然
会追求较高层次的满足。良好的发展条件、如培训和晋升，能够实现自我，几乎是所在员工所关心
和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很多企业没有把这些看作是促进员工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必要的人
力资本投资，而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成本，并且尽量压缩这种成本来提高利润，使员工感到在这个组
织中难以实现自我，企业也就难以赢得员工的忠诚。 
   4、工作环境的影响。工作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有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能提供一个
保证员工身心健康和工作顺利的舒适、卫生、安全的基础性硬环境；软环境也不尽人意，员工间勾
心斗角、互相排挤，上下级之间缺少交流、沟通和理解，从而造成员工对工作环境的厌恶感，大大
消弱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5、就业安全性缺乏的影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失去工作对大多数员工来说是一
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但目前许多企业并没有对员工的长期就业保障作出承诺，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随时解雇员工，使得员工长期处于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从而对组织失去信任，最终导致忠诚
度的下降。 
   二、提高员工忠诚度的对策 
   1、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塑造企业文化。一个企业要想得到长久的发展，必须塑造一个融洽
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确立“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把员工的个人愿望与企业的前景结合起来，
使员工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 
   2、制定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科学严谨的绩效考核制度。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在提高员工忠
诚度方面有积极作用。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薪酬体系，使员工的所得无论相对于组织内部的同事
还是其他同行业的人员以及员工对组织的投入都是公平的。同时还要制定科学严谨的绩效考核制
度。企业应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结合起来，健全奖惩制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他
们对企业的忠诚度。 
   3、把员工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相结合，帮助员工自我实现。员工选择一个企业往往是以追求
良好的职业发展为目标的，如果得不到发展，就会另谋高就，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尤其如此。企
业只有不断健全内部培训和教育机制，使员工能够成长和进步，并为他们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岗位，
才能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从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归属感。 
   4、保护员工的就业安全。员工缺乏就业安全感时，忠诚度就会降低。虽然裁员有时难以避
免，但为了维护员工的忠诚度，应该采用各种方法，尽量保护员工的就业安全。当一个企业真正对
自己的员工的就业安全担起责任时，员工的忠诚度就会大大提高。 
   5、改善工作环境，建立有效的沟通。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如灵活的
弹性工作制度，良好的交通、通讯及办公设备等；企业还应重视工作软环境的改善，通过加强企业
与员工的沟通、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员工之间的沟通创造出一种民主和谐的环境机制，使员工的工

 



作具有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后盾，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 
   员工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只有真正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才能促进员工
自身的发展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双赢的目的。（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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