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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激励机制概述及其作用
1.1 激励机制的内涵。激励机制是指通过精神或者物质媒

介对行为人进行鼓励，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在工作或者学习中
取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研究表明，科学合理的利用激励
机制在工作和学习中可以有效的提升做事效率，但是不恰当、不
充分的激励机制也会偏离既定目标，甚至可能事倍功半。因此科
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是每个企业、单位都需要格外关注的，能够促
进企业、单位发展的激励机制是应该符合各企业、单位的特征和
人员的行为规律。企业、单位只有以人为本的进行科学合理的激
励措施，才能够充分调动人员在工作和学习中的积极性，从而增
强活力、促进发展。

1.2激励机制的作用。激励机制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着中
流砥柱的作用。首先，企业、单位通过激励手段能够促使人员充
分发挥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潜能，这意味着管理者运用激励系统最
大限度的开发所在企业、单位的人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的纵向
最优配置。其次激励机制还具有导向性作用。通过制定科学的激
励机制，特别是在薪资和职位提升方面的激励能够让人员找到努
力方向，并且向着自己的规划目标持续奔跑。不仅如此，在薪酬
方面的激励机制能够为人员提供安全感，从而增强人员对企业、
单位的忠诚程度。最后，在自负盈亏的企业体制改革后，有一部
分人员依然沿用过去的旧思维方式，认为自己是吃皇粮的，这将
导致在企业、单位内部出现人浮于事，不仅仅降低了工作、产出
效率，而且在行业中也会导致冲突与矛盾的加剧。由此，企业、
单位有必要进行考评制度的不断革新，纳入激励机制，增强人员
间的竞争意识。

2  当前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者激励机制意识落后。无论是企业还是单位，就

管理层而言，多数是历经改革沧桑享受时代福利的老前辈，他们
对年轻一代的了解不多，思维方式也存在代际差异，在对企业、
单位的管理方面多尊崇老办法。例如在人员招聘方面，只唯学历、
资历的招聘方式依然占据主流，在人员的适配性、学历能力和培
养方面不加重视。此外，管理者在对人员的激励方面停滞不前，
各种奖惩措施沿用多年前的标准，不思革新，未能与时俱进。

2.2激励方式不完善。在激励机制理论中，激励包含两个层
面：一是心理层面，二是物质层面。目前，多数企业、单位对人
员采用的激励方式大多为物质层面的激励，以物和金钱为主，在
精神方面缺乏激励，这会使得人员的不满情绪增加，即使在物质
层面的激励不断提升，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平衡、不合理的激励方
式会成为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在激励过程中的一刀切现
象业已成企业、单位中的重大弊病。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激励
方式往往会打击人员特别是基层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实际上，基
层的职工是最富有创造力和积极性的，增加对基层职工的激励所
产生的边际产出要远远大于对领导阶层的激励。

2.3激励机制效果不明显。当前，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事业
单位中都建立了各自的激励系统，特别是一些外资企业建立了相
当复杂的激励机制，但实际激励效果却不那么明显。这种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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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是形式主义的激励而非以人为的激
励；人力资源部门为了应付差事、完成上级的要求制定和执行相
关激励措施，没有从职工出发，也缺乏从产出效果的评价激励措
施眼光。久而久之，这些企业、单位的激励措施显得华而不实。
第二是激励标准有失偏颇；例如在高校中，管理者不乏搞平衡激
励，一些同学轮流坐庄，论资排辈，这不仅仅严重挫伤同学们的
积极性，更加使激励措施沦为可有可无的平衡工具。

3  完善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转变观念。无论多么科学、先进的管理机制都会

由于一部分人的认知不足而大打折扣，激励机制也不例外。想要
加快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激励机制，首先需要更多人员特别是
管理阶层的认可。只有在组织内部强加开展激励机制的教育宣
传，转变管理者旧的观念，才能更好的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实
现整个组织的同步发展。

3.2建立科学、规范的激励机制。针对传统一刀切或者平衡
激励的激励问题，构建标准、精细的激励系统显得尤为重要。标
准、精细的激励方式能够减少管理者的主观随意性，大大增强职
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在细化和标准化激励方式的过程中要以
人为本，多元化、多方位的激励方式不代表越复杂越好，只有从
评价和效果出发考量激励方式才能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滋生。

3.3强调评价激励效果。在激励措施实施方面，不难发现存
在人员不重视或者拒绝评价激励效果的情况。就高校来说，学生
在课程结束后对教师的评价多数流于形式或者不了了之。究其原
因，除了评价系统自身过于复杂刻板以外，还有就是对于评价激
励机制的不重视。这必然导致人员对激励评价的拒绝也制约着激
励机制的发展。

由此，企业、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需要重视评价激励效果，
不断加强评价激励的反馈。在评价结束后需要根据效果完成进一
步的考核，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加以引导和解决。只有当职工通过
评价激励效果获得自我提升，激励机制才能落地生根，否则就会
陷入形式主义，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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