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17620061151322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企业正负激励方式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Negative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李婧玮 
 

指导教师姓名：程文文  副教授 

专  业 名 称：企  业  管  理 

论文提交日期：2009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09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9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09 年 4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

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

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

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

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

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

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

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

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

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

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 要 

I 

 

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企业更多的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而员工的需求也

随之提升，传统的正激励方式在实践中遇到了激励失灵的尴尬。由此而产生的负

激励理论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研究通过对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研究企业特征对于企业激励倾

向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企业激励倾向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最终建立企业激励

倾向对于企业绩效的回归模型。 

 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1）不同经营规模的企业在企业激励倾向和企业绩效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2）企业激励倾向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企业激励倾向

的五个维度与企业绩效的四个维度之间也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不同激励倾向的企业之间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差异。 

 （4）企业激励倾向各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企业激励倾向五维度（领

导管理、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工作本身、培训发展）中只有领导管理、工资待

遇和培训发展对企业绩效有较强的预测作用，而工作条件和工作本身这两个维度

则对工作绩效没有预测作用。 

 （5）企业规模对企业激励倾向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本研究最后根据研究所得的结论为企业更好的使用负激励提出了一些建议，

并希望能够为负激励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关键词： 正激励；负激励；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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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enterprises advocate more "people-oriented"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with the employees' demands increasing, the 

traditional positive incentive cannot work efficiently. So the negative 

incentive theory become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area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s are used to collect data from 

middle-senior managers, and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on 

enterprise incentives are analyzed. Then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s 

done. Eventually a regression model is set up. 

Research conclusions: 

(1)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rea of enterprise 

incentives and performance due to the different scales of operation. 

(2)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nterprise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enterprise incentives and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3)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s 

betwee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enterprise incentives 

(4)The five dimensions of enterprise incentives (leading management, 

working condition, wage and treatment, job itsel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influence on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differently. Three 

of the dimensions (leading management, wage and treatment,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can forecast the corporate performance, but working 

condition and job itself can not. 

(5)The scales of operation do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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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Finally, from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some suggestions could 

be offered for a better use of negative incentives. and more empirical 

studies of negative incentive are provided. 

 

Key Words：positive incentive; negative incentive; corporat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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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1 绪论 

1.1 研究的现实背景 

如今的企业管理中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管理者也越来越关注员工

的需求，希望通过为人材提供更优厚的待遇，更宽松的工作环境，吸引并留住人

材。然而富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优越的生存环境，在激励员工的同时，也带来

更高的用人成本。并且，通过这种正向的激励方式是否一定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

绩效却还是一个未知数。 

梁巧转、马健欣指出任何一个管理者所掌握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当管理者利

用各种奖励激励员工时，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员工干得更好时是否还有足够的资

源可以用来奖励，以使他们的积极性能够长久的保持。如果管理者实行一步到位

的激励方式，把用于激励的有限资源用到了极限，最终只会使激励的效用降低
[1]
。 

 而且，当员工一边拿着高薪，一边抱怨待遇不如别人好，一山还比一山高的

时候，他们已经把本应有的激励效用转化为一种应该得到的心态。同时，他们的

需求也随之上升了一个档次。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激励效用递减。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一些管理者认为，可以在使用正激励的同时引入负激励的方式，通过威胁员

工的既得利益来促使其更加努力的工作。 

 然而负激励也同样有其负效应，很多销售经理认为威胁、惩罚和其他所谓的

负激励（negative innovative）并不是使销售团队获得积极成果的理想方式。

但与此同时，这些销售经理也承认当团队无法成功时，他们也会运用这些方法
[2]
。 

 保险中介的销售经理 Matt McCann 认为：“负激励可以看到短期的成功，但

是也会带来怨恨”。组织心理学家和咨询师 Fred Mael 认为：“人们在惊吓中奔跑

会精疲力竭”，他说，“用了负激励你将失去好员工带来的益处。”
[2]
 

1.2 研究的理论背景 

目前，学术界对于激励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正激励，认为通过提高员工工

资，给予员工荣誉，为员工提供晋升途径等方式就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但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如果只投入正激励，可能会导致激

励失灵
[3]
。所以应该在激励中引入负激励，通过惩罚、批评甚至解除合同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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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那么引入负激励是否真的能够提高企业绩效呢？ 

 心理学家认为，人具有学习能力，因此通过改变其所处的环境可以保持或加

强积极行为，同时减少或消除消极行为，也可以将消极行为转化为积极行为。斯

金纳（B.F.Skinner）的强化理论中，提出了正强化、负强化、消退、惩罚/不惩

罚等行为改造策略
[4]
，认为负强化在改造或消除员工不适当行为上是有效果。 

 2002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经济学家丹尼尔森·卡尼曼的研究表明，

人在不确定条件下所作的决策，取决于结果与设想的差距而不是结果本身。也就

是说，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会以自己的视角或参考标准来衡量结果与设想的差距，

以此来决定决策的取舍。同时，人们对同样数量的损失和赢利的感受是不相同的，

一定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害（负效用）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赢利所带来的价

值满足。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丢掉 10 元钱所带来的不愉快感受要比捡到 10 元钱

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强烈得多。卡尼曼认为，在可以计算的情况下，人们对损失的

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出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两倍
[5]
。根据这一点，学者们认为当

传统的正向激励不能有效激发个体的积极性时，可以采取负向激励来减少个体的

既得利益。因为这时人们对意外损失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意外收益，所以企业可

以在不花费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更为有效、持久的激励效果。 

同样，一些学者认为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

需求层次呈阶梯状变化，而激励要素的投入却呈线性变化。如图 1.1。 

 

 

图 1.1 需要层次与要素投入关系图 

资料来源：邵建平，曹凌燕．威胁激励的理论与应用研究[J]．管理探索，2003，（3）：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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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激励要素的投入只能维持被激励者在某一层次上的水平变化而不能使其

上升到更高一级的需求层次时，尽管激励数量很多，也难以使被激励者产生更大

的积极性，这称为激励失灵。但是，如果此时能向员工传递一种信息，表明如果

不努力工作就会降低一个需求层次时，必然能引起他们的重视，因为这时的员工

更关注于意外损失对自己利益的影响。所以当需求难以满足时，采用负激励会产

生显著的激励效果
[3]
。 

坎格和希弗德萨尼
[6]
对日本公司经理更换的情况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绩

效较差的公司经理较易遭到更换，并且因绩效差而使经理遭到非正常更换后，公

司随后的经营绩效将趋于改善。 

 德国经济学家通过一个由学生参与的实验得出结论，认为惩罚是有益的。在

实验过程中，参与者可以自由的在惩罚组和非惩罚组中轮换，当实验结束时，最

终没有人留在非惩罚组里。但是，咨询公司的总经理 Richard Trafton 认为，应

该把这个研究结论归于人的天性。因为人们宁愿处在一个能够控制自身行为的结

果和其他人的行为的环境中。如果惩罚是唯一的控制方式，那么惩罚就是他们所

运用的
[2]
。但是，在一个企业中，除了惩罚之外还有其他的激励方式可以选择，

并且“如果你鞭打员工，他们会跑得更快，但是一旦你停止的鞭打他们就停止了

奔跑”。 

 虽然国内外的学者都对负激励做了一些分析和研究，但并没有与负激励密切

相关的实证研究出现，因此在这样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下，进行本研究是具有

其独特的意义的。 

1.3 本文的研究框架 

1.3.1 论文的研究内容、步骤 

 本研究通过对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企业激励倾向，进而比

较不同激励倾向的企业绩效的不同，说明企业正负激励倾向对于企业绩效的影

响。同时，通过问卷分析，研究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经营规模、不同发展

阶段的企业对于激励方式的选择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希望通过本研究的分析能

够为企业更好的运用不同的激励方式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首先，通过文献的阅读整理，根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得出企业激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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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以此作为区分企业激励方式的指标。并根据前人对于企业绩效的研究成果，

采用平衡记分卡的思想制作企业绩效量表，以此来衡量企业的绩效。 

 在统计分析中采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通过方差分析，研究企

业特征对于企业激励倾向的影响；通过相关分析，研究企业激励倾向与企业绩效

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说明企业激励倾向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 

1.3.2 论文的研究框架和章节安排 

 按照上述思路，本研究的构思框架如图 1.2 所示。 

 

研究的现实

和理论背景

相关理论

研究综述

企业激励和企业绩效量表的构建

通过问卷、统计研究建立进行激励

与绩效相关研究

结论、讨论和展望
 

图 1.2 本研究构思图 

 

 本研究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介绍了企业激励的现状及研究负激励问题在当前企业背

景下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以及本研究的构思、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为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综述。本章主要对激励理论、绩效、和负激励现

有的研究进行综合述评，总结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同时也探求以往研究的

不足和缺陷。 

 第三章为研究方法概述。本章主要对本研究涉及的企业激励、企业绩效等变

量进行操作性定义和量表设计，对问卷的信度效度及样本总体进行描述。 

 第四章为定量分析部分。本章主要通过 SPSS 软件统计分析，对本研究提出

的假设进行验证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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