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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激励理论

一、内容型激励理论

需要是激发人们进取的基础和源泉。内容型激励理论主要研究究竟是何种需要激励人们从事自己

的工作

（一）需要层次理论

（二）成就需要理论

（三）双因素理论

（一）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

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由低级到高级，以层次形式出现。某一层次需要被满足激发动机的作用随之减

弱或消失，上一级的较高层次需要成为新的激励因素

（一）需要层次理论主要观点

（1）生理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属于低等级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属于高级需要，社

交的需要起着中间过渡作用。人的需要次序由低至高逐级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类需要发展的顶

峰

（2）当一种迫切的需要未被满足时，它将成为支配行为的优势需要；不一定是低一级的需要完全

得到满足后才产生高一级的需要，需要的演进是波浪式的；较低一级的需要的高峰过去之后，较高一

级的需要才能起优势作用；需要的更迭与替代并不是突然的跳跃的，而是逐渐发生的，有所交叉与重

叠，构成对行为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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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就需要理论（麦克利兰）

抛开了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主要研究在人的生理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还有哪些需要。

（1）权力需要

（2）友谊需要（也称为归属需要、社交需要）

（3）成就需要

主要观点

1、不同的人对权力需要、友谊需要、成就需要的排列次序和所占比重是不同的

2、具有高成就需要的人：

（1）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取得成功，可以承担个人责任

（2）喜欢自己设置目标，不满足于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

（3）选择任务时，希望具有挑战性，敢于冒一定的风险

（4）把个人成就看得比金钱更重要

3、具有高成就需要的人对企业、对国家具有重要作用

4、管理者利用理论增进成就对人的激励的方法：

（1）经常安排一些成就的反馈，使被激励者了解自己的成功之处

（2）提供取得成就的榜样，刺激人们取得成功的愿望和行为

（3）把高成就需要的人放在具有挑战性的岗位上，肯定他们的成就，鼓励他们多出成果

（4）不要限制员工的创新，以成就激励他们脚踏实地地干事业

（三）双因素理论（赫茨伯格）

1、主要内容

保健因素——防止产生不满意

企业政策、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福利、安全

激励因素——产生满意

2、主要观点

（1）满意与不满意

与工作内容紧密联系的激励因素如果能得到改善，往往能给员工以很大程度的激励，使之产生满

意感持久的积极性。保健因素处理得当，能防止员工产生不满情绪

（2）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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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激励：从工作本身得到的某种满足（爱好、兴趣、责任、成长感）

外在激励（防止反激励）：外部的奖酬或在工作以外获得的间接满足（劳保、工资）

3、双因素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1）注意保健因素作用，使员工不产生不满情绪

（2）在保健因素的基础上，利用激励因素去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3）在管理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利用激励因素，让工作本身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激发员工

的工作热情，努力提高工作绩效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过程型激励理论侧重于研究激励的整个认知过程以及这种认知过程如何与积极的行为相联系

（一）期望理论

（二）公平理论

（一）期望理论（弗鲁姆《工作与激励》）

某一目标对某人的激励力量取决于其所能得到结果的全部预期价值乘以其认为达成该结果的期望

概率

M=V×E

M：激励力量

V：目标效价

E：期望值

进行激励时要辩证的处理好以下三种关系：

（1）努力与绩效的关系

努力与绩效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个体对目标的期望概率。期望概率受个体心理因素影响也受社会地

位、他人期望等社会因素影响，个体对目标期望时一个受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而决定的函数

（2）绩效与奖励的关系

人总是希望取得成绩后能够得到奖励，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如果有合理奖励，则有工作热情，

否则没有积极性

（3）奖励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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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希望自己获得的奖励能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为了提高奖励的效价，应根据员工需要采取

多种形式的奖励

个人努力→取得绩效→组织奖励→满足个人需要

（二）公平理论（行为科学家亚当斯）

社会比较中探讨个人所作的贡献与其所得到的报酬之间如何平衡，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

理性、公平性及其对员工产生积极性的影响

主要观点：

1、公平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之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

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

2、员工通过对工作的付出比较其所得，通过比较自己的投入——产出以及与他人的产出——投入

比率的差异，来做出公平性判断。

判断结果：公平、报酬过度或报酬不足

3、如果员工觉得公平则继续同等水平做出贡献，若不公平则：

（1）通过自我解释，达到自我安慰，如曲解自己或他人的付出或所得

（2）采取某种行为谋求改变他人的付出或所得

（3）采取某种行为谋求改变自己的付出或所得

（4）选择另一个参照对象进行比较

（5）辞去现在的工作

员工感受到不公平会：降低或提高生产效率、改造或降低产品质量、提高或降低缺勤率或自动离

职率

建议：

（1）按时间付酬时，收入超过应得报酬的员工的生产效率水平，有可能将高于收入公平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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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量付酬时，收入超过应得报酬的员工相对于那些收入公平的员工而言，产品生产数量增加

不多，而主要是提高产品质量

（3）按时间付酬时，对于收入低于应得报酬的员工而言，将降低他们生产的数量或质量，他们工

作的努力程度也将降低

（4）按产量付酬时，收入低于应得报酬的员工与收入公平的员工比，他们的产量高而质量低。对

只讲数量不讲品质的员工不实施奖励，这种方式可以产生公平感

三、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

重点研究怎样转化和修正人的行为，如何将人的心理和行为从消极转变为积极

（一）强化理论

（二）归因理论

（一）强化理论（心理学家斯金纳）

1、四种强化类型

（1）正强化

行为发生后立即用物质或精神的鼓励来肯定这种行为（表扬、奖金等）

（2）负强化

育贤告知某种不符合要求的行为或不良绩效可能引起的后果

（3）惩罚

在消极行为发生后，给予某些令人不愉快、不喜欢乃至痛苦的对待，或取消某种喜爱满意的条件

（4）自然消退

撤销对人的某种行为的积极强化，使这种行为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衰弱，最终消失（行为长期

得不到正强化就会消失）

2、基本观点

（1）人的行为受到正强化会趋向于重复发生，受到负强化会趋向于减少发生

（2）激励人们按照一定要求和方式去工作，以达到预期目的，奖励往往比惩罚有效

（3）反馈是强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应当让人们通过某种形式或途径及时了解自己行为的结果

（4）为了使某种行为得到加强，奖励应在行为发生后尽快提供，延缓奖赏会降低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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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对象的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强化物和不同的强化手段

3、强化方式

主要分为连续的和间接的（固定间隔、固定比率、可变间隔、可变比率）两种实施强化时要遵循

以下原则：

（1）要有目标体系

（2）要采用渐进法

（3）及时反馈信息

（4）员工个人需要的满足

（5）因人而异

（6）奖惩结合、精神和物质奖励结合、定期与不定期奖励结合、定值与不定值奖励结合

（二）归因理论

说明和推论人的活动的因果关系的理论，通过改变人的自我感觉、自我认知达到改变人的行为的

目的

基本问题：

（1）人的心理与行为活动的因果关系，包括内部与外部原因的分析

（2）社会推论问题研究，根据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对行为者心理特性和素质、个性差异做出正确推

论

（3）期望与预测行为的研究，即通过过去的行为及结果预测在某种情况下将会产生什么行为

一般人对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常做出以下四种归因：

（1）归因努力或不努力的程度

（2）归因能力大小

（3）归因工作任务难易程度

（4）归因个人运气与机会的好坏程度

稳定性因素 不稳定性因素

内因 消极行为

（脑子笨）

若可控则会积极（不够努力）

外因 消极行为

（工作难度大）

若偶发则会积极（偶然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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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分析职工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通过宣传教育，帮助员工端正工作态度，让他们正确认识和分

析自身行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尽量找出行为失败的不稳定因素，以增强其行为改造成功的信心，达

到改造行为的目的

第三节 对员工进行激励的方法和策略

管理者首先考虑对员工进行何种激励，其次要注意激励的原则和方法，这样才能发挥激励的作用，

既满足员工的需要，又实现组织目标

一、激励的类型

（一）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

（二）正激励与负激励

（三）内激励与外激励

二、激励的原则

（一）物质激励与精神同步激励原则

（二）引入竞争机制原则

（三）公平、公正原则

（四）组织与社会相结合原则

三、激励的方法

（一）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相结合的方法

（二）荣誉激励和目标激励相结合的方法

（三）自我激励、互相激励和社会性激励相结合的方法

小结

激励概述

激励理论

对员工进行激励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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