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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型员工任务评价信息系统的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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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为解决企业人才评价和成长问题，以 B/S模式构建企业任务分派、评价及分析网络信息系统。针对企业知识型员工的任务和创新
绩管理构建较为实用的评价、统计、分析指标模型，使管理者能及时全面地对下属知识型员工的任务或创新业绩进行评价、统计、数据
累及趋势分析。此外，还可以辅助高层管理者动态深入地分析员工个体能力，为网络信息系统中知识型员工的人才识别和筛选机制奠定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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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nterprise talents evaluation and individual growth, the network imformation system for enterprise
ask allocatio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B/S mode. A practical evaluation,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indicator model is proposed
iming at the task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employees in the enterprise. This model makes the managers conduct
valuation, statistics, data accumulation and trend analysis on the tasks o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intellectual employees in a timely and
omprehensive manner. Moreover, the model can also help the high level managers to analyze the individual ability of employees in a dynamic and
rofound manner,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talents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ing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employees in the network
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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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在分析了各种评价模式的操作流程后发现其中存在几处

洞：(1)评价主体一般涉及直接主管、相关客户和员工自身，
最终裁定权只在直接上司手中，缺乏透明度[1-2]；(2)无论按
种期限进行考评，大多以直接主管个人的日常记录给出概
评价(有的企业也参考员工的自评报告)；(3)直接主管对下
日常表现的记录缺乏监督[3-4]；(4)上级主管对所辖部门隔层
员了解不足。由于存在上述评价漏洞，因此容易造成部门
管对下属评价的不全面。图 1给出了现有评价流程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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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存评价流程缺陷 

有的国有企业虽然具有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但主要
是事务性流程，缺乏员工日常任务及业绩的积累，不能为评
价人员提供全面、公正、即时的评价，从而增加了评价偏离
度。在缺乏隔层真实掌控的评价模式中容易造成竞争环境公
平性和上下级间服从性的偏离；在基础性、全面性、公正性
评价资料缺失或部分缺失的情况下，企业无力进行较为有效
的全局性实时掌控和随机反馈[5-6]，人才选拔的质量和数量都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人才识别的关键是人才评价的客观性、全面性。本文主
要对以网络信息系统为依托的企业各级任务、创新业绩评价
指标和知识型员工个体统计分析模型进行探讨。 

2  系统拓扑结构 
本文涉及的员工集合是企业知识型员工，所要完成的计

算机信息系统能够搜集各部门、各级管理者、各层次知识型
员工的日常任务情况、评价信息、突出业绩情况等信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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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数据需要根据管理的从属关系向上公开，以便监督与分析，
且上下级之间要以任务为核心进行交互，因此，需要一个能
够相互沟通的网络平台。这里采用 B/S(Browser/Server)结构
建立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知识型员工任务评价信息系统。 

3  任务评价模型 
3.1  任务的日常评价模型 

员工任务的质量是“面向任务评价模型”的首要指标。
任务完成的效率与任务质量同等重要。有的任务具有很强的
时效性，甚至会起到“以点决定面”的效果；即使有的任务
时效性不强，通过效率指标也可反映员工的能力和效率意识。 

形成企业团队精神是克服“内耗”的一种手段，而协作
意识(包括同级间的合作意识、上下级间的服从意识)是团队
精神的基石，所以，协作意识也作为每项任务的考察指标。
通过对其不断考察才能使员工约束自己的行为与言论，逐渐
培养自我与团队相互捆绑、共同发展的意识。 

知识型员工运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为所在单位创造价
值，在此过程中需要不懈努力、长期忍受孤独与寂寞甚至以
牺牲自身体能、健康、亲情为代价。图 2 列出了任务评价的
指标、等级分值及其含义。 

等级分值 评价 
指标 5 4 3 2 1 0 

质量 圆满完成 较好完成 基本完成
部分 
未完成 

关键部分
未完成 

全部 
未完成

效率 
节省 1/4及
以上时间 

节省 1/4 
以内时间 

按时完成
拖延 1/8 
以内时间 

拖延 1/8~1/4
时间 

拖延至
任务失效

协作 
意识 

强 较强 
一般或无合
作情况 

合作有矛
盾或服从
性有问题 

合作矛盾大
或服从性
较差 

无法合作
或无 
服从性

敬业 
精神 

非常敬业 较敬业 一般 有些搪塞 搪塞较多 不敬业

创新 
意识 

有新思路/
方法且有
成功成果 

有新思路/
方法有较
成功成果 

有部分新思
路/方法且
有较成功
成果 

有较少新
思路/方法
有较少成
功成果 

有不太成熟
的新思路/
方法 

无创新

注：若任务因其他原因被上级中止时，应视其具体完成进度及情况予以评价 

图 2  任务评价指标、等级分值及含义 

为较全面地反映员工创新意识和业绩，把创新能力考察
分为两部分：日常任务中的创新意识指标和突出创新业绩登
统。日常任务中创新意识指标主要考察员工日常任务中的创
新方法、思路，并加以记载；突出创新业绩的登统工作主要
记录重要革新成果，以备日后分析员工创新成果数据及趋势。 

在任务分解过程中，每个子任务的重要程度均不同，且
由于分配任务的不同或面向对象的不同，任务间的复杂程度
也有差异。为了对任务进行公平合理的评价，在评价指标的
基础上增加一个划分 5 级的协调系数，即任务复杂度系数。
其作用是解决各个任务间由于难度、复杂度等不同而造成的
评价分值公平性问题。每项任务的评价模型如下： 

( )TS TQ TE TC TH TI TD= + + + + ×                       (1) 

其中，TS是任务总体评价得分；TQ是任务质量得分；TE是
任务效率得分；TC 是协作意识得分；TH 是敬业精神得分；
TI是创新意识得分；TD={0.2, 0.4, 0.6, 0.8, 1}是复杂度系数。 
3.2  任务的综合分析模型 

在日常任务评价数据积累的基础上，企业可运用基础数
据对员工的一贯表现予以趋势分析。在日常工作中最短的考
评期一般是 1 个月，这样就可把同 1 个月内评价的所有任务
按员工进行归并、汇总以此获得每个员工在每月完成的任务

数、任务得分总计、任务平均分值。具体统计模型如下： 

1

n
i

i
TST TS

=
= ∑                                     (2) 

TSTTSTA n=                                     (3) 

其中，TST是当月任务总分；TS是单个任务总分；TSTA是当
月任务平均分。 

4  创新成果业绩评价模型 
创利能力是企业考评员工的核心指标。产品专利权可以

限制、牵制企业竞争对手，是知识型员工创新能力的具体体
现。此外，具有权威性的评奖既是企业展示实力、进行行业
内部比较的机会，也是对知识型员工任务成果公开检验的方
式。因此，这里针对考察个体员工的创新能力总结为 3 个方
面：为企业创造的年度利润额，为企业研发的产品所获专利
年度情况，为企业研发的产品获奖年度情况。具体指标及量
化分值如表 1所示。 

表 1  获奖等级、专利等级及其量化分值对照 
项目及等级 量化分值 项目及等级 量化分值 

获奖-省市级 3等 10 获奖-世界级 3等 70 
获奖-省市级 2等 20 获奖-世界级 2等 80 
获奖-省市级 1等 30 获奖-世界级 1等 90 
获奖-国家级 3等 40 专利-省部级 30 
获奖-国家级 2等 50 专利-国家级 60 
获奖-国家级 1等 60 专利-世界级 90 

5  知识型员工能力统计分析指标模型 
5.1  个体员工任务统计指标 

各级管理者在对下属员工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进行综合考
察时还需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以便了解更细致的内容。本
文针对企业需求并在任务评价指标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分类
统计指标，如表 2所示。 

表 2  个体员工日任务年度统计指标 
序号 统计指标 序号 统计指标 

1 各月任务数 8 重要任务数 
2 各月任务评价分值总积分 9 重要任务平均分 
3 各月任务平均分 10 任务质量平均分 
4 一般任务数 11 任务效率平均分 
5 一般任务平均分 12 任务协作意识平均分 
6 较重要任务数 13 任务敬业精神平均分 
7 较重要任务平均分 14 任务创新意识平均分 

管理人员可通过各月完成任务数、任务总积分、任务平
均分等判断员工的工作贡献是否与其等级相称；通过各月任
务的详细统计(如按重要程度细分的一般、较重要、重要 3类
任务的数量及各评价平均分数)了解员工不同级别任务的数
量分布及平均分走势，以便对比各类等级任务的完成情况；
通过质量、效率、协作意识、敬业精神、创新意识等评价指
标的分类平均分了解员工诸方面的表现。 
5.2  创新业绩汇总分析指标 

由于很多产品的研发成功、获专利甚至获奖都凝聚了相
关主管领导、研发人员、管理人员的智慧与付出，因此任何
一个产品为企业创造的利润都是企业各部门以及所涉及员工
的协作成果。要真实了解某个员工的创新能力就必须确定其
在该创新项目或所创利润中的贡献份额。 

本文采用“参与及贡献系数”来解决此问题，即把任何
一项成果、专利、获奖、创利等看作一个整体并按 1来计算，
任何参与项目的部门按比例获得某一分值(0~1之间)，部门内
再根据当时相关任务的分值及比例获得员工的参与及贡献系
数，每项创新成果参与人员的“参与及贡献系数”合计为 1。
在项目或产品整体积分和获利额的基础上，辅以“参与及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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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系数”就可较精确地体现个体员工的相关创新贡献值。系
统获得的部分指标趋势分析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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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年度业绩量          (b)年度获奖积分 

图 3  员工年度业绩趋势分析 

按年度把各项目或产品的创新贡献值进行累计就可绘出
个体知识型员工对企业的创新贡献值的历史走向，各创新业
绩数据统计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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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S1是获奖年度积分；K1~K9是 9个获奖等级的数量；
S1~S9是对应 9个获奖等级的分值；Ci是员工在各项目中的参
与贡献系数；Cl是不同员工在同一项目中的参与贡献系数。 

3

1 1

l l
1

2 ( ) (0,1]                    (5) 

其中，PS2是专利年度积分；K1~K3是 3个专利等级的数量；
S1~S3是对应 3个专利等级的分值；Ci是员工在各项目中的参
与贡献系数；Cl是不同员工在同一项目中的参与贡献系数。 

1

l l
1

3 ]                          (6) 

其中，PS3是年度利润贡献额；P是各项目的利润总额；Ci是
员工在各项目中的参与贡献系数；Cl是不同员工在同一项目
中的参与贡献系数。 

6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任务及创新业绩评价指标模型可以解决日常

任务评价的及时性、全面性、公平性问题，同时依托网络信
息系统积累的评价数据和系统具备的趋势分析图表简化了针
对个体员工的随机分析，有利于员工个体及企业整体的反馈。
此外，本系统的专利指标及对应数值需要根据企业的不同需
求进行特定归类才能更有利于评价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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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物流业务辅助支持系统对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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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物流业务辅助支持系统对外功能 

通过实际运行，系统的稳定性及安全性都满足设计要求。 
 

物流业务辅助支持系统的应用对促进物流企业信息化、规范
化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起了重要作用。 
5  结束语 

在分析物流企业业务需求的基础上，阐述物流业务辅助
支持系统的设计过程，得到如下结论： 

(1)物流业务辅助支持系统功能模块的多级划分符合实
际的运输行业现状。 

(2)完成 J2EE构架下基于 WebSphere, Oracle的物流业务
辅助支持系统开发，能够全面支持物流企业的业务运行，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物流企业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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