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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晋升制度对幼儿园发展的影响分析 
◆张学玮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红花幼儿园  甘肃永靖  731600） 

 
摘要：园长队伍的建设是影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促进

园长专业发展对于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影响园长专业发展的

因素较多，晋升是激励园长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研究晋升制

度对幼儿园发展的影响，为幼儿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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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升制度在园长专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 
1.晋升制度是促进园长专业发展的外部因素 
园长的专业发展可以说是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

结果。从内部因素来说，主要是指园长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包
括园长的学习意识与学习能力，自身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方
面；从外部条件来说，园长的工作环境、上级领导的支持、晋升
制度等都是影响园长专业发展的外部条件[1]。晋升制度作为园长
专业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因素，影响着园长专业发展的速度，是园
长在专业发展过程中必要的外部条件。 

2.晋升制度是促进园长专业发展的激励因素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们通过调查访

问发现，当研究对象在描述工作中的愉悦感时，他们 常提到的
是与工作任务相关的因素，有过出色工作表现的事件及职业发展
的前景。相反，当他们描述不满情绪时，往往提到的并非与工作
本身有关的因素，而是与工作外部环境有关的一些因素。 48 他
把前者叫做激励因素，后者叫做保健因素[2]。 

激励因素是与工作本身相关的因素,是影响人们工作状态的
内在因素,一般包括工作带来的乐趣、社会认可、成就感、发展
机会、进步与责任等。保健因素即工作环境因素,包括组织的政
策、工资水平、工作条件、工作保障、福利与安全、人际关系等。
保健因素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积极作用，但是间接影响工作者的积
极性，所以也叫“维持因素”。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都有若干重
叠现象，如赏识属于激励因素，基本上起积极作用；但当没有受
到赏识时，又可能起消极作用，这时又表现为保健因素。工资是
保健因素，但有时也能产生使职工满意的结果。根据双因素理论，
在调动园长工作积极性的过程中，只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完备的
福利待遇，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维持因素，而没有利用晋升制度、
发展空间、社会认可等激励因素，园长的工作积极性是无法在
大程度上得到发挥的。促进园长的专业发展，从内部来说是需要
园长自身具备发展的意识，对工作有着较高的积极性，因此晋升
制度作为激励因素在调动园长工作积极性的同时能够间接促进
园长的专业发展，也可以说晋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园长专
业发展的激励因素[3]。 

二、晋升制度在园长专业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 
1.从国家层面来说，晋升是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的方式 
晋升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是将人的能力与岗位按照要求

进行匹配的一种方法。在园长队伍的建设中，园长只有在其合适
的岗位上，才能更好的发挥其个人价值，体现其社会价值。而园
长为了达到更高的职业高度也会做出努力，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
水平。 

在现实情况中，晋升是通过动态和静态两种指派相结合，将
成员指派到较高职位上去的一种方式。教育组织管理部门对园长
能力信息的掌握程度决定了指派是动态还是静态。动态指派即实
现职务晋升。在掌握了充分信息的前提下，组织能在一开始就根
据成员的真实能力把成员指派到 能发挥其能力的岗位上，而不
是逐级晋升，使组织获得 大的资源配置。否则，由于将高能力
的成员指派到低级职位，降低了高能力成员的预期收益而导致其
离职。静态指派即它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并保持不变，如果在信
息不充分的情况下，组织会选择逐级晋升，一方面有利于收集关
于成员能力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工资成本。 

晋升一般是在静态与动态结合下，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的。
一条途径是通过组织对成员能力的认识。这类模型通常假定，在

成员加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其真实能力（包括他自
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组织都会通过观察成员以前的产
出（该产出是成员真实能力的一个有“杂音”的信号），逐渐更
新对成员真实能力的认识，从而重新指派职位，而新职位可能由
于成员被认为具有高能力而比原职地位高，也可能由于组织认为
成员并不具备现职所要求的能力而将其降到低级职位上。因此，
此途径可以解释职位的上升和下降两种现象。另一条途径是通过
成员人力资本的积累。 

2.从社会层面来看，晋升是激励园长专业发展的机制，是高
素质园长队伍建设的保障通过双因素分析来看，晋升制度是园长
专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激励因素。 

晋升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提供激励，即高职位带来的收入和
名望为处于低职位的成员提供了激励。通过晋升，将不同能力的
园长匹配到了合适的位置之后，必然会对园长产生激励。这是因
为工作的岗位不同，其工作带来的产出例如薪酬、福利等也会不
同。颜燕认为，实现晋升的激励作用是不仅可以通过工资的涨幅，
也可以通过对晋升比例的控制，二者之间可能是替代的，也可能
是互补的。晋升作为激励手段，不仅可以激发更多的努力，而且
可以激励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那么，组织究竟为什么要使用晋升而不只是奖金来提供激励
呢？ 早关注晋升两个目的之间关系的是贝克尔、金森和默菲。
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通过晋升来提供激励，而不是
采用其他激励方式，如奖金。他们认为，晋升同时服务于两个目
的，必然导致激励与资源配置的权衡。 

因此，很可能两个目的都达不到。在他们看来，晋升的激励
效果不如奖金好。首先，晋升并不对所有人产生激励，如对不可
能获得晋升的员工，就无法产生激励作用。同时，晋升并不能激
励高能力者的表现超过他人或超过某一标准水平。其次，基于晋
升的激励机制要求组织有很快的成长。金森指出，采用基于晋升
的激励可能导致经理将资源花在不产生利润的增长上，而不是将
资源分给股东，这为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许多恶性收购提供
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而基于奖金的激励机制则没有以上问题，基
于奖金的激励是针对组织内所有的人，而不管成员的能力、职位
和晋升的可能性如何。 后，人们通常认为晋升只取决于相对绩
效，因此可以减少系统风险，但贝克尔、金森和默菲认为，奖金
激励同样可以基于相对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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