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饭店员工心理契约管理刍议 

文/娄玉琴 

   心理契约作为联系员工和饭店的心理纽带，对于饭店获取竞争优势，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饭店目标，减少人力资源风险，饭店应通过人
力资源管理活动维护和管理员工的心理契约。 
   一．招聘活动构建心理契约基础 
   对饭店来说，招聘是吸引、获取人才的渠道之一。一方面招聘新员工的过程是员工和企业正
式形成心理契约的开始，招聘效果直接关系到饭店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对应聘的新
员工来讲，应聘活动是个体与饭店企业的初次接触，是构建心理契约的第一步。因此，饭店应认识
到真实有效的信息是建立心理契约的基础。要为员工提供真实的工作预览表，把对员工的期望、职
位的要求、企业的责任和义务等信息明确公示，使员工形成正确的心理契约；同时在招聘过程中认
真把关，在人员选择上要兼顾能力和价值观念，将应聘者的价值观念与企业文化是否相融作为录用
决策的依据之一。最好请部门主管或经理参加面试。当主管或部门经理如实介绍饭店状况、发展前
景和新员工工作职责时，有利于员工对企业形成真实的总体形象、恰当心理期望和对企业适度的信
心。 
   二．员工培训加强心理契约作用 
   员工培训是饭店帮助员工建立适合企业要求的、合理的心理契约的重要时机。通过培训，饭
店向新员工传递更具体的信息，不断调整员工的心理预期，最终使员工和饭店双方达成彼此的心理
契约。员工培训一般从四个层面进行，一是岗前培训，即业务知识培训和企业文化教育；二是岗位
培训，即员工业务能力培训；三是转岗培训，即通过支持员工个人发展、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培
训；四是心理保健，这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事实证明员工的工作、社会、
家庭的种种压力都会对已形成的心理契约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要关注员工的心理问题，并采取
适当的方法，对员工进行疏导和帮助。使员工在任何时候都具备在本企业找到理想工作的能力，实
现企业和员工心理契约的协调，促进员工对饭店的主动忠诚。 
   三．绩效考评管理心理契约成果 
   研究表明人总渴求自己的工作能够得到企业的认可，这种认识和员工报酬增加、社会地位以
及生活质量提高等直接相关。为此，饭店应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结合起来，首先建立人力资源档
案。通过日常绩效考核及了解员工的特长、绩效、经历和志趣，评估出员工在专业技术、管理和创
业开拓方面的活力。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心理契约为指导，明确绩效考核的目
的，并进行与之相对应的人力资源决策，如晋升、降职、培训、薪酬增加、解雇等。同时推行员工
参与制度，还要进行有效沟通。这样的绩效考评的结果，将有助于管理员工的心理契约成果。 
   四．薪酬管理维护心理契约稳定 
   员工的薪酬是由经济报酬和非经济报酬构成的。经济性报酬，是指饭店付给员工的工资、奖
金、津贴和福利等货币报酬；而非经济报酬，则指工作保障、身份标志，给员工更富有挑战性的工
作、晋升、对工作成绩的承认、培训机会等。薪酬对于员工来讲，具有经济保障、心理激励和社会
信号功能，将会直接关系到员工个人的物质、精神生活的质量，与员工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也是
最容易引起员工不满，进而影响心理契约的因素。因此，饭店薪酬管理，首先要保证公平，采用科
学的薪酬方案，将内部公平与外部公平兼顾起来。其次，推行因人而异的福利计划，以满足员工不
同层次的需要，从而达到维护心理契约稳定的效果。 
   五．激励机制兑现心理契约承诺 
   饭店激励机制的正确运行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顺利实现饭店的既定目标，也是饭店兑
现对员工心理契约承诺的具体形式。因此运用激励机制必须遵循如下几个原则。即.激励渐增原
则。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都要逐步增加，以增加激励效应的持久性；.情境适当原则。在实施激
励措施时要因人、因时、因地、因事制宜；3.激励公平原则。即①机会均等；②奖惩的程度要与员
工的功过相一致；③激励措施实施的过程要公正。 
   六．企业文化构筑心理契约长城 
   饭店企业文化通过培育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起员工与饭店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
成相对稳定的文化氛围，以此激发出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为饭店企业的共同目标而努力。饭店的一
切经营管理活动都应围绕如何正确发挥员工的能力而开展，即倡导员工通过充分发挥能力，为企业
多做贡献，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实现人尽其能、人尽其用，这无疑会

 



为达成与维持心理契约创设良好的氛围，激发饭店与员工共同信守契约的信心。 
   （作者系渤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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