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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the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plays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data,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ts impact on employee motiv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incentive mechanism lacks flexibility and 
individuation, which leads to poor incentive effec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model, 
which emphasizes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and long-term incentive plans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different firms and employe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d incentive mechanis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employees’ job satisfac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 for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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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的创新对提高整体竞争力具有关键意义。本研究通过定性
分析与定量数据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现行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体系的不足及其对员工激励的影响。研究发现，现有的激励
机制缺乏灵活性和个性化，导致员工激励效果不佳。基于此，论文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激励机制模型，该模型强调差异化管
理和长期激励计划，以适应不同企业和员工的需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激励机制能显著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和企业的绩效。本研究的成果不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实践中的绩效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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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绩效管理

与激励机制的创新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整体经济效益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的加

剧，传统的绩效管理体系和激励机制已逐渐显现出其局限

性，特别是在激励机制的灵活性和个性化方面，已不能满足

现代企业发展的需求。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国有企业现行绩

效管理体系的不足，并探讨这些不足如何影响员工的激励效

果。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数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发现，当

前的激励机制普遍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未能有效激发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创新的激励机

制模型，该模型强调差异化管理和长期激励计划，旨在更好

地适应不同企业和员工的具体需求。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通

过实施改进后的激励机制，可以显著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和企业的整体绩效。这不仅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

持，也为实际操作中的绩效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

研究的成果对于指导国有企业优化绩效管理和激励机制，进

而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体系现状分析

2.1 国有企业的绩效管理概述
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绩效

管理对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实现经济目标至关重要 [1]。绩效

管理是通过计划、评估和反馈等一系列过程，确保企业资源

的有效利用和目标的达成。国有企业的绩效管理体系通常包

含目标设定、绩效评估、反馈与改进等环节。目标设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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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依据战略规划和年度计划确定各部门及员工的工作目

标，这些目标通常是量化的，并与企业整体战略紧密相关。

在绩效评估阶段，国有企业一般采用多种评估方法，

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评价。定量指标主要涵盖财务绩效，如

利润、收入增长率和成本控制等；而定性评价则关注员工

的行为表现和工作态度。常见的评估工具包括 360 度反馈、

KPI（关键绩效指标）和 BSC（平衡计分卡）等。这些工具

不仅帮助企业全面了解员工的工作表现，也为后续的绩效改

进提供了依据。

绩效反馈与改进是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定

期的绩效反馈会议，管理者与员工沟通工作成果和改进建

议，旨在强化优点、纠正不足。国有企业往往会根据评估结

果制定培训计划，提升员工的能力和绩效水平。通过反馈与

改进，员工可以清晰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发展空间，从而激

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 [2]。

尽管国有企业的绩效管理体系在理论上较为完善，但

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挑战。例如，目标设定有时缺乏灵

活性，未能充分考虑市场环境的变化；绩效评估过程中，主

观评价的比重较大，容易导致评估结果的偏差；而在反馈与

改进环节，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效率不高，影响了绩效

提升的效果。这些问题的存在，凸显了国有企业在绩效管理

方面需要进一步创新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

需求。

通过系统化的绩效管理，国有企业能够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目标的有效达成。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日益

激烈的竞争，国有企业的绩效管理体系必须不断调整和改

进，以保持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竞争优势。

2.2 现行绩效管理体系的不足
现行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体系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主要

表现在绩效考核指标设计、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应用等方

面。绩效考核指标往往过于单一，缺乏全面性和针对性，导

致无法全面反映员工的实际工作表现。许多国有企业依然侧

重于财务指标，忽视了对非财务指标的考核，如员工创新能

力、团队合作精神和客户满意度等。这种单一化的指标设计

导致了考核结果的片面性，无法有效指导员工的工作方向和

改进措施。

现行考核方法较为僵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绩效

考核通常采用统一标准，未能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员工

的特点和职责进行差异化考核。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无法

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容易导致部分员工产生逆

反心理，影响工作热情。考核周期过长也是一大问题。长期

的考核周期使得绩效反馈滞后，员工无法及时获得改进建

议，影响了绩效管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3]。

另外，考核结果的应用存在明显不足。很多国有企业

在绩效管理中，只注重结果的评分和排名，而忽视了绩效改

进和员工发展的重要性。考核结果未能有效应用于员工培

训、职业发展规划和激励机制中，导致员工难以从中获得实

质性的成长和激励。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还削弱了绩效管理的导向作用，难以实现企业整体绩效

的提升。

现行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体系在指标设计、考核方法和

结果应用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难以充分发挥绩效管理的应

有作用。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企

业的整体竞争力，亟需通过系统性改革和创新来加以解决。

2.3 现行体系对员工激励的影响
现行绩效管理体系对员工激励产生了显著影响。当前

体系通常采用一刀切的考核标准，忽视了不同岗位和员工之

间的差异性，导致部分员工在绩效考核中无法充分展示自

身的实际能力和贡献。这种不公平的考核方式容易挫伤员工

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现行体系中过于注重短期绩效指标，

使得员工倾向于追求短期成果而忽略长期发展，缺乏对创新

和创造性的激励。由于激励机制缺乏灵活性和个性化，员工

的需求和期望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导致激励效果不佳。长此

以往，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归属感逐渐下降，进而影响整体

团队的凝聚力和企业的整体绩效。现行绩效管理体系亟须改

革，以提升激励的有效性，从而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企

业的竞争力。

3 激励机制的问题与挑战

3.1 现有激励机制的局限性
现有激励机制的局限性

国有企业在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实施方面存在诸多局限

性，这些局限性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绩效和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现有激励机制普遍缺乏灵活性，主要表现为激励方式单

一，难以适应不同员工的个性化需求。传统的激励方式多以

物质奖励为主，如固定的奖金和福利，忽略了员工的职业发

展、工作成就感等非物质激励因素。这种单一的激励手段无

法有效激发员工的内在动力，导致激励效果不理想。

激励机制中普遍存在“一刀切”的问题，即所有员工

被置于同一套激励框架下，未能考虑员工在岗位职责、工作

表现、个人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满足不同

层次员工的期望，还可能引发员工的不满和抵触情绪，进而

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实施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未能充

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需求。许多国有企业在制

定激励政策时，往往注重短期效益，忽视了长期激励对员工

职业发展的重要性。这种短视行为不仅难以维持员工的持续

高效工作，还可能导致员工的职业倦怠和流失，从而对企业

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激励机制的评价体系也存在较大缺陷。目前，多数国

有企业的激励评价标准较为单一，主要依靠定量指标，如工

作量、业绩指标等，忽略了员工在创新能力、团队协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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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满意度等方面的表现。这种片面的评价标准导致员工在实

际工作中倾向于追求数字上的业绩，而忽视了其他同样重要

的工作内容，进而影响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

激励机制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许多国有企业，激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缺乏透明度，员工

难以了解具体的激励标准和程序。这种不透明性容易引发员

工对激励机制的不信任，认为激励分配存在主观性和不公平

现象，从而削弱激励的实际效果。

总的来说，现有激励机制在灵活性、个性化、科学性、

系统性、公平性等方面的局限性显著，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

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要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亟须

在激励机制方面进行深度改革，创新激励模式，以满足不同

员工的需求，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3.2 缺乏灵活性和个性化的影响
现行国有企业激励机制中缺乏灵活性和个性化的问题

十分显著。这种机制通常采用“一刀切”的方式，不考虑员

工的个体差异及其不同的需求和期望，导致其激励效果大打

折扣。固定的激励政策和措施忽视了员工的职业发展阶段、

岗位性质及个人能力，使得激励措施无法充分激发员工潜在

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例如，在绩效奖金制度中，普遍存在的

固定比例和统一发放时间，难以适应不同员工的工作节奏和

成就感需求，降低了他们的积极性。

在缺乏个性化激励的情况下，员工的多样化需求得不

到满足。一些员工可能更重视短期经济回报，而另一些员工

则可能更关注长期职业发展和非物质激励。统一的激励措施

无法满足这些不同需求，导致部分员工失去工作的热情和动

力。缺乏灵活性的激励机制也限制了企业在应对市场变化和

内部调整时的反应速度。例如，在面对行业变革或经济环境

波动时，现行激励机制无法快速调整，导致企业在人才流动

和保留上面临巨大挑战。

长此以往，这种非个性化和缺乏灵活性的激励机制不

仅削弱了员工对绩效提升的积极性，还影响了他们对企业文

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感。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降低，流动性增加，

企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受到影响。进一步，对激

励效果的评估和反馈机制缺乏灵活性，导致激励制度难以有

效改进和优化。

改进现有激励机制，使其更具灵活性和个性化，是提

升国有企业整体绩效的必要途径。通过引入差异化管理，建

立能满足不同员工需求的个性化激励措施，不仅可以提升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还能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

力，促进长期健康发展。

3.3 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现有激励机制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

个方面。缺乏灵活性的激励机制导致员工难以充分发挥其个

人潜力，工作成就感降低。激励机制缺乏个性化，无法满足

不同员工的需求，易引发员工的职业倦怠。一刀切的激励制

度忽视了员工间的差异，导致团队内部不公平感增加，影响

员工的协作精神。短期激励计划居多，缺乏长期激励措施，

使员工对未来职业发展缺乏信心和动力，这些因素均削弱了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

4 结语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的现

状，揭示了现有体系在灵活性和个性化方面的不足，以及其

对员工激励效果的负面影响。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论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差异化管理和长期激励计划

相结合的激励机制模型。本研究的成果不仅为国有企业绩效

管理与激励机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实际操作中的

绩效管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改进策略。展望未来，建议国有

企业继续探索更加个性化和灵活的激励机制，以适应不断变

化的市场环境和员工需求，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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