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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人力资源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当作

一种成本，已经成为企业一种重要资源。如何开

发和管理人力资源越来越被企业重视。激励作为

一个重要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科学

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让员工发挥出最佳的潜能，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一、激励机制的重要性

1. 激励可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企

业绩效

企业有了好的绩效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企业要有较高的绩效水平就要求员工

有较高的个人绩效水平。过去，企业过分强调员

工的个人能力，认为企业效益完全由员工素质决

定，这个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好的绩效水平不仅

仅取决于员工的个人能力，还与激励水平、工作

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员工能力再高，如果没有工

作积极性，也不会有良好的行为表现。

2. 激励可以挖掘人的潜力，提高人力资源

质量

挖掘员工潜力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有着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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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在缺乏激励的环境中，人的潜力只能发

挥出20～30%，如果受到充分的激励，他们的能

力可发挥80～90%。由此可见，激励是挖掘潜力

的重要途径。

3. 激励要以员工的需要为基础，才能起到

应有的作用

所谓需要是指个体由于某种重要东西的缺

乏或没有达到目标所引起的动机和行为。马斯洛

的需要层次论是激励理论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理

论。它把员工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依

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

要、自我实现需要。各层次的需要可以相互转

换。不同的个体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只有需要达

到满足，员工才有较高的积极性。员工各式各样

的需求是激励的基础。激励手段必须针对员工的

需要，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好的激励手段应该

引导员工的需要向高层次发展。

试论管理中的激励机制

◎ 韩玉芬 王洪岩

[摘 要]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能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随着激励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

展，激励方法也在不断的完善，常用的激励方法包括为员工提供满意的工作岗位、制定激励性

的薪酬和福利制度、股权激励、人本管理激励等。企业采用激励机制应避免盲目激励和激励措

施“一刀切”，在激励过程中注意沟通，要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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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管理中激励方法的选择

企业管理走到今天，激励的理论在不断丰富

和发展。激励的方法也在不断的完善。现对常用

的激励方法做一归纳总结。

1. 为员工提供满意的工作岗位

要使员工爱岗敬业，提供满意的工作岗位是

前提。为员工创造一份满意的工作岗位，需要注

意以下几方面：

（1）为员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2）员工的技能特点、性格特点要与岗位的

任职条件相匹配。

（3）工作的内容要丰富、具有一定挑战性。

（4）为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

（5）给予员工培训的机会。

2. 制定激励性的薪酬和福利制度

报酬是与人的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的，是最有

效的一种刺激物。员工进入企业工作的主要目的

之一，就是要获得一定的物质报酬。所以，合理

的薪酬和福利制度具有很大的激励效果。具体来

说包括：

（1）制定激励性的薪酬政策。科学地设计薪

酬体系，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 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提高薪酬水平。研究发

现，从企业内部来讲，员工关心薪酬的差别程度

高于对薪酬水平的关心。所以，薪酬体系要想有

激励性，保证其公平性是必须的。这里所说的公

平性包括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内部公平，要求

企业按贡献定薪酬；外部公平，要求企业的薪酬

水平与行业的薪酬水平要相当。如果员工感觉薪

酬分配不公平，他们就会感觉不满。但是，保证

了薪酬的公平是不够的。要想有激励效果，还要

提高薪酬水平。高的薪酬水平可以形成对外竞争

优势，员工会有优越感，认识到企业对自己的重

视，有较高的工作积极性。

● 薪酬要与绩效挂钩。要想使薪酬系统具有激

励性，薪酬系统必须与员工绩效结合起来。绩效

薪酬可以把公司与员工的利益统一起来，员工为

自己目标奋斗的同时，也为公司创造了价值，可

以达到一种“双赢”的目的。

● 适当拉开薪酬档次。反差对比可以建立更为

持久的动力。拉开薪酬档次可以鼓励后进者，勉

励先进者。当然，档次不要拉开太大，否则会影

响薪酬的公平性。

（2）设置具有激励性质的福利项目。福利是

员工报酬的一种补充形式。“恰到好处”的福利

也是具有激励效果的。比如：

● 采取弹性福利制度。给予员工选择福利的机

会，允许员工把个人需要与所需福利结合起来；

把福利与工作年限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企业

的人文关怀。

● 保证福利的质量。既然为员工提供福利，就

要做好，做到位，保证质量，不要让员工产生抱

怨情绪，起到福利应有的激励作用。

3. 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是在上述物质、薪酬、福利这些

传统激励方法基础上兴起的一种现代化的激励手

段。股权激励把公司的股份作为奖励员工的工

具，是一种先进的激励方法。它可以弥补传统激

励手段的不足，把员工与企业紧紧联系到一起，具

有束缚员工和稳定员工的作用，起到充分调动员工

积极性的效果。是一种先进的长期激励手段。

4. 人本管理激励手段

人本管理激励手段是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是以员工需要为出发点、尊重员工、理解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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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员工成长的激励员工的重要手段。它主要包

括：

（1）授予员工适当的权利。现代人力资源的

实践证明，员工都有参与管理、参与决策的要求

的愿望。企业应善于满足员工的这种需要，既可

以激励员工，又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当然，

授权要适当。权利过大，员工无法驾驭；权利过

小，员工无法完成工作。只有适当的授权才有激

励作用。

（2）远景目标激励。远景目标激励是指通过

设置恰当的远景目标，激发人的动机，达到调动

积极性的目的。愿景的实现，也是员工成就感的

体现，因此具有很好的激励作用。设置远景目标

时要注意：

● 员工的目标要与组织目标相一致，这是目标

激励得以实现的基础。

● 目标必须是恰当的、具体的，而且是经过努

力可实现的。目标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实

现，最好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沟通，了解员工的需

求和能力，制定出“跳一跳，够得着”的，既具

有一定挑战性，还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的目标。

（3）内部竞争激励。在企业内创造一个公

平的竞争环境，引入“鲶鱼效应”、“青蛙效

应”，既刺激内部竞争，也可以起到激励员工的

作用。很多管理者害怕企业内部竞争，认为这样

会破坏企业的秩序。其实，只要管理者对竞争合

理引导，制定一些奖惩措施，规范竞争，竞争激

励还是很有效果的。

三、采用激励机制的注意事项

1. 避免盲目激励现象

中国企业管理向来爱搞“一窝蜂”现象，看

到别的企业有激励措施，自己便“照葫芦画瓢”

也弄几个。合理的借鉴是必须的，但要避免盲目

照搬照抄，要立足本企业员工的需要，要对员工

需要做科学的调查分析，针对这些需要制定本企

业的激励措施。这样的激励才会有效、才会有意

义。

2. 防止激励措施的“一刀切”

许多企业实施激励措施时，并没有对员工的

需要进行深入分析，而是“一刀切”地对所有的

人采用同样的激励手段，结果适得其反。要想使

激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必须要针对不同员

工的不同需要，实行差异化的激励措施。

企业在重视激励的同时，还要重视约束，不

能重激励轻约束。否则会形成给钱干，不给钱不

干；给多钱多干，给少钱少干的一味“向钱看”

现象。相反也不能轻激励重约束，这样企业会留

不住人才。

3. 激励过程中注意沟通

沟通是双向的，激励更需要沟通，不仅在于

从上至下的命令传达，还要注重反馈的过程。一

方面对员工所做成绩进行肯定，感谢员工对企业

的贡献，拉近与员工的距离，更加激发干劲；另

一方面，也要让员工了解企业的发展方向、现实

状态，创造一种透明的环境，为员工提供相应的

信息，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4. 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是激励有效性的保

障

有效的激励还必须以科学的评价体系为保

证。这里所指的评价体系包括绩效评估体系和对

激励手段有效性的评价。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

既是对员工努力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员工进行奖

惩的依据。以员工绩效为依据，对员工进行奖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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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才能起到激励员工的目的。而激励的根本目

的就是为了让员工创造出高的绩效水平。没有一

个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也就无法评定激励是否有

效。

可见，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主旨的激励是人

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企业

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不仅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表

现，更是迎接未来挑战的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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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教学督导制度
确保干部教育培训质量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督导的实践与思考

◎ 肖小华

[摘 要]为确保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的稳步提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探索出一套与学院实

际相结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以教学督导为主体，实现全过程和多层次的教学质量监控；

以“一人一班”的日常督导为主，坚持综合督导、日常督导、专项督导三结合；以“督教、

督管”为主，坚持 “督教、督学、督管” 三结合；以学员评价为主，实现学员评价、同行评

价、自我评价三结合；以充分利用教学督导成果为主，积极为教学督导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关键词]干部教育；质量监控；教学督导；实践经验

培训质量是干部教育事业的生命线。提高培

训质量是个系统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从干部

教育培训的特点出发，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控制

体系，发挥教学督导的质量监控作用是不可或缺

的环节。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自2004年预演班开

始，就尝试对各班次的培训质量及各门课程的授

课质量进行评价，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完善，

现已基本形成了与学院实际相结合的以教学督导

为主体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一、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督导工作

的探索与实践

1. 以教学督导为主体的全过程、多层次的

教学质量监控

干部教育教学质量监控是指干部教育培训机

构的管理部门通过对教学的持续监督，定期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