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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3 选择激方法

一、激励原则与方法

1.激励的一般原则

实际工作中，不可能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人和一切环境的激励制度和激励方法。在管理

中，激励是充分展示管理者管理艺术的管理活动。在管理过程中，激励必须因时、因人、因

地而异。但这并不等于说激励就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同其他管理职能一样，激励也必须遵

循如下一些基本原则：

（1）理解人、尊重人。激励的根本目的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其他管理职能相比较，

激励是做人的工作的艺术，激励得当，人们的工作热情高涨；反之，人们的情绪低落，组织

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做好人的工作，其前提必须理解人，尊重人。人的行为具有多变性，多

样性，创造性，但又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理解人就是要认识这种规律。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好、

热情高；或者恰恰相反，工作积极性不高，效率低，都有一定的原因。了解人就是要认识人，

抓住这种原因。其次，做好激励工作，还必须理解人。仅了解人，知道了事情为什么是这样

还不够，还应该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由此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来。最

后，激励还必须尊重人。无论是正激励的表扬，还是负激励的批评，都必须考虑受激励者所

处的情境，采取合适的方式。只有真正地尊重他人，激励才会为人们所接受，奖励不被人们

认为是恩赐，批评不被人们当作是打击。

（2）时效原则.时效原则指奖励必须及时，不能拖延。一旦时过境迁，激励就会失去作

用。唐朝柳宗元在《断刑论》中就指出：“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实践也一再

证明，应该受表扬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鼓励，会使人气馁，丧失积极性；错误的行为受不到

及时的惩罚，会使错误行为更加泛滥，造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把握好激励的时玖是一种艺术，

井非记住了这一原则就能做好的。一般来说，正激励多在行为一发生就给予表扬，以示支持。

对错误的行为，先应及时制止，不让其延续下来或扩散开会，批评与其他的惩罚措施，就应

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处理了。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当场的严厉批评会使受批评的同志觉得面

子上过不去，进而产生对立情绪，甚至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冷处理或许是十分

必要的了。

（3）功过分开，一视同仁。我国传统文化在奖励问题上有一种将功补功，以功抵过的

主张。这是不符合现代管理的要求的。奖赏与惩罚应当分明，这不仅指对该奖的人给予奖赏，

对该罚的人给予惩罚；而且还包含着对同一个人的功过应当严格区分，分别处理，有功该奖，



有过当罚，不能以功抵过，扯平完事。做到赏罚分明，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赏罚必须一

视同仁，人人平等。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诸葛亮曾说：“赏以兴功，罚以禁好，赏不可不平，

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

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赏罚必须是对事不对人，才有可

能做到人人平等。

（4）以奖为主、以罚为辅。奖励和惩罚都属于激励，最终目的是一样的。调动人的积

极性，消除组织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可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在偏重赏或是偏重罚之间适当

地做出选择。但在建立激励制度时，应执行以奖为主，以罚为辅的原则。因为完成组织的目

标，最终还要靠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激励员工努力工作。这一点，惩罚是做不到的。

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在论述奖赏问题上也是认为应当坚持以奖为主的原则的。《左传》中古人

曰：“善为国者，赏不悟越而刑不滥，赏悟越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

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这段话的大意是：善于治理国家的

人，赏罚都不可以过度。赏过度就担心邪恶者也能得到，罚过度就担心好人也会受伤害。如

果不巧出现了差错的话，那么宁可赏过而不要罚过，因为，宁可赏错坏人，也不能伤害好人，

一个国家若没有了好人，那么这个国家也不可能好起来。古人这里讲的是治国立法的道理，

但也适用于一般组织的管理。

（5）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原则。物质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动力，但不是唯

一的动力。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为物质利益而活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既

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方面的，只不过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两种需要的强度有所不同罢了。

所以，奖励必须注意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无论片面地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

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也是针对激励制度而言的，就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来说，一次奖

励，可能只是物质的，也可能只是精神的，或者是二者相结合的。

（6）实事求是，奖罚合理。无论是正向激励，还是负向激励，都必须实事求是，掌握

好分寸。这也是激励的艺术性所在。古人也指出，赏不当功，罚不当罪是十分有害的。要做

到实事求是，奖罚合理。首先必须端正奖罚的思想。奖励不能唯奖励而奖励，不能借奖励来

拉关系，培植山头势力；不能故意拔高成绩。树立虚假典型；也不能搞平均主义，人人有份。

批评、惩罚，也应该从事实出发，对事不对人。不能无限上纲，更不能借机打击报复；也不

能因为受罚者是与自己关系不错的人，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另外，还要掌握运用激励工具的艺术，特别是语言艺术。不论是奖励还是批评、惩罚，

都要运用一定的语言表达出来。不同的语言或同一语言在不同的情形下，会表达出不同的激



励强度。学会运用语言的艺术，一是要学会准确用语，用语要得体；二是要学会因时因地用

语，注意形式和地点。同样的语言，在大会上说出来和在小会上说出来，个别说话时说出来，

作用是大不一样的。掌握好奖惩的分寸，必须苦练运用语言艺术。

2.激励的方法

激励的方法指在关怀、尊重、体贴、理解的基础上，以诚挚的感情，人情入理的分析，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恰如其分的手段，对受激励的对象以启发和开导，调动其内在积极因

素，促使其振奋精神，积极向上，努力进取。激励的方法可分为精神激励法和物质激励法两

大类。下面分别加以阐述。

（1）精神激励法

常见的精神激励法有：

①目标激励。目标激励就是通过树立工作目标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在多数情况下，人

们都希望工作具有挑战性，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体会实现感。在管理过程

中，如果给每一个人能确立一个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明确的工作目标，就可以起到调动积

极性的作用。

②情感激励。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于情。”情感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

要而产生的态度和体验。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机能。当客观事物符合人的需要，就会产生

满意愉快欢乐等情感。反之，就会产生忧郁、沮丧等消极情感。管理激励工作必须注重“情

感投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鼓励人情、人爱、人性、要讲人情味，给人以亲切感温暖

感，用真挚的感情去感染人，满足人的感情需要。

③榜样激励。所谓榜样激励，也就是典型激励。典型是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典型的力

量是无穷的，运用先进典型教育和带动员工，是常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在实际工作

中，应注意发现和及时正确宣传好的典型，发挥典型的引导作用，使好人好事得到社会和众

人的承认和尊重，使人们向先进看齐，以先进为榜样，培养健康、向上的情操。

④行为激励。从管理心理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对他周围的人产生行为影响力。但由于

权力、地位、资历、品德、才能和心理素质等情况不同，每个人对他周围的人产生的行为影

响力的大小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领导只有加强自身修养，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树立权

威和表率，才能更好地影响、激励员工。这一点在本书领导与领导者一章有详细的论述。

⑤考核激励。就是对干部和职工的思想、业务水平、工作表现和完成任务方面考核，对

政绩突出、表现优秀者给予奖励、晋升，对不胜任者要换职换岗，必要时还应降职处理。这

种做法目的是给干部、职工造成一种压力，克服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态，从而促使其振奋精



神、积极进取。

⑥尊重激励。自尊心是一种高尚纯洁的心理品质。自尊心是人们潜在的精神能源，前进

的内在动力。人们有自我尊重，自我成就的需要，总是要竭力维护和努力争取自己的面子、

威信、尊严。一个人的自我尊重需要得到满足，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对他人、对社会满腔

热情，感到生活充实，人生有价值。反之，一个人的自尊心受挫，就会消极颓废，自暴自弃，

畏缩不前。

⑦关怀激励。就是把他人的政治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生活需要时刻放在心里。对于他

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成长和进步给予关心和支持。通过关心他人的冷暖和切身利益，帮

助排忧解难，使其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从内心深处受到感动，打动心灵，从而产生精神

动力，积极工作，多做奉献。

⑧危机激励。危机就是潜在的危险。危机激励就是从反面激励，就是从关心人的立场出

发，帮助分析问题和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给人指明坚持某种观点、主张、做法可能会产生

的不良后果以及危害，使人产生危机感，从而转变自己的态度、观点和行为，焕发精神，树

立信心，鼓起勇气，积极进取。

⑨表扬激励。表扬激励就是对好人好事给予公开赞扬，对人们身上存在的积极因素和积

极表现及时肯定、鼓励和支持。从心理学特点来讲，人们都喜欢接受表扬，不愿接受批评。

从每个人的身上来看，积极因素总的来说始终是占主要方面的，消极因素是占次要方面的。

表扬激励有利于调动积极因素，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把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促进工作的开展。

⑩荣誉激励。受荣辱观决定，正常人都有荣誉感。荣誉激励包括发给奖状、奖旗、奖牌，

给予记功、授予称号等，以此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2）物质型激励法

物质型激励法指的是通过满足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来激励人们的行为，调动人们的

工作积极性的方法。物质利益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利益。当然，不同的人

对物质利益的要求是不同的，有的强烈，有的淡薄。但总的来说，它仍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个

人利益之一。所以说，物质型激励方法也是管理中重要的常见的激励方法。物质型激励方法

主要有：

①晋升工资。就是提高职工的工资水平。工资是人们工作报酬的主要形式，它与奖金的

主要区别在于工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长期性。工作有成效的职工如果获得晋升工资的奖励，

毫无疑问是重大的物质利益。因此，晋升工资的激励方法一般是用于一贯表现好，长期以来



工作成绩突出的职工。

②颁发奖金，奖金是针对某一件值得奖励的事情给予的奖赏。奖金与工资不同，它的灵

活性大，不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一件事情该奖，目标达到了，奖金发放了，也就结束了，

所以说奖金也是一种重要的物质型激励手段。适用于特殊事情的激励。

③增加福利。除了货币性的工资与奖金之外，常用的还有住房、轿车、带薪休假等可为

人们提供其他物质利益的激励手段。特别是有些激励方法是带有物质型激励与精神型激励相

结合的特征，如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证，对个人来说，参加高尔夫球运动不仅是一种享受，

而且在一定的社会中它还代表着一种地位和身份，给人以自尊需求的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