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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激励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访谈、统计分析等方法，以A市妇幼保健院核心员工为

研究对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单位核心员工的激励现状进行分析，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同

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给医院在核心员工激励上提供帮助，同时也为其他医疗卫生单位在核心

员工激励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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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incentive theory, this paper uses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s, field research inter-
views,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core employees of 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in City A.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ur-
rent status of employee incentives within the institution, identifi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will assist hospitals in incentivizing their 
core employees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other healthcare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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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伴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我国社会各级组织都在加快改革步伐，全面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

略，实现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然而，在改革过程中关键是人事改革，因为人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

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人的价值，尤其是组织中核心员工的价值。因为由二八定律可知，一个组织大部

分的价值是由该组织中少部分核心员工所创造，这少部分核心员工是组织发展的不竭动力，他们掌握着

组织的核心资源，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能够主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1]。如何有效激励核心员工，充分

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让他们尽心尽力地为组织工作，是推行现代人事管理的重要课题[2]。当前社会竞

争日趋激烈，组织与组织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源于核心员工的竞争[3]。一个组织要想提升自身综合竞争

能力，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效激励核心员工，让他们为组织创造更大的价值，在促进组织

发展的同时推进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这也是当前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4]。因此，研究核心员工

的激励问题显得十分迫切。 

2. 激励和核心员工的概述 

2.1. 激励的基本含义 

激励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最重要手段，来源于英文单词 motivation 的翻译，指的是激发人的潜在

动力，使其为实现某种目标而不懈努力的过程[5]。激励作为管理学界永恒研究的话题，不同学者对激励

的定义都有所不同。国外学者认为激励是一种刺激，引发的内在希望、欲望而奋斗的情况[6]。国内学者

认为激励是指组织管理者为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在管理活动中以某种刺激因素作用于被管理，使其

尽心尽力地为组织创造价值的过程[7]。 
本文认为激励实质就是一种诱导行为，指在特定的环境下根据对象的实际需求，以某种因素作用于

对象，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为完成任务而做出组织所期望的行为的过程。 

2.2. 激励的作用 

第一，激励对组织的作用。激励能够使组织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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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日趋激烈，一个组织要想在社会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强化人才的管理。而有效的激励手段能够激发

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增强其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他们源源不断地为组织创造价值，从而

有利于组织的长远发展[8]。同时激励能够使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竞争氛围。科学有效的激励手段蕴含着

竞争精神，能够在组织内部营造出一种良性竞争的气氛，对组织成员产生进一步的激励作用，从而使员

工更加努力的工作，有利于组织的良性发展。 
第二，激励对个人的作用。激励能够激发员工实现个人价值。因为员工在被有效激励的情况下，他

们会尽心尽力的工作，不断促进个人工作绩效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合理的激励有

利于员工业务素质的提高。从目前的人事管理来看，大多数组织对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大多采取培训的

方式来实现。虽然培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员工的业务素质，但是成本较高[9]。而从激励的角度来看，

给予员工适当的激励也是提高员工业务素质的有效手段。因为员工在被有效激励的情况下，他们会心甘

情愿的为组织付出，在工作中他们会朝着组织所要求的目标看齐，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工作目

标趋于组织目标的轨迹，从而促使自我业务素质的提升。 

2.3. 核心员工概述 

核心员工是指处于组织核心岗位上掌握核心技术，具有较强专业技能的稀缺性员工；他们为组织创

造的价值是最大的，代表着组织的核心竞争力，能够主宰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员工。一般具有稀缺性、价

值地位高、专业技能高、心理期望较高等特点。A 市妇幼保健院地处西南地区，建于 1953 年，是一家集

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医院编制床位 510 张，在岗职工 645 人，其中

专业技术人员 546 人，高级职称 110 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55 人。按照医院对核心员工的定义，核心员

工共计 116 人，按性别划分男性 42 人，占比为 36.21%；女性 74 人，占比为 63.79%。 

3. 核心员工激励存在的问题 

3.1. 在组织激励层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集权程度较高，核心员工的管理不够民主化。在核心员工激励因素满意程度的调查中可以发

现，核心员工参与单位的日常管理的满意程度仅占 36.7%，直接领导的授权程度的满意度仅占 32.6%。这

都说明了单位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管理权力高度集中，而核心员工行使管理的程度较低。核心员工作为单

位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对单位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核心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没能充分得到尊

重，势必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单位的持续健康发展[10]。 
第二，现有的激励制度不够完善，激励效果较差[11]。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单位核心员工对现有的激

励制度的满意程度为 19.3%，在各项激励因素中较低的。由现有的激励制度中可以看出，单位在核心员工

的激励上，形式较为单一，激励仅仅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两个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核心员工的实际需求

和个性化差异[12]。 
第三，激励过程中缺乏有效沟通。在组织层面的激励过程中，核心员工与上级领导的沟通较少，在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13]。 

3.2. 在薪酬激励层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现有工作回报较低，薪酬缺乏外部竞争性。在调查过程中可以发现核心员工对现有工作的回

报满意程度较低，薪酬作为一项重要的激励因素，它是员工生存的根本保障，其激励水平的高低，直接

关系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单位核心员工认为现有的报酬较低，与同行业相比薪酬不具竞争性，这也

是引起核心员工流失的重要因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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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薪酬体系不够合理，缺乏内部公平性。单位现有的工资制度是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薪级

工资三部分构成，其中基本工资的水平差距不大，但是薪级工资的差距很大，致使收入方面呈现两极分

化的趋势。 
第三，薪酬与绩效的关联程度较低，绩效考核不够合理。单位虽然建立了完备的绩效考核体系，但

是绩效考核的标准较为模糊，没有对具体工作内容进行考核标准的定性和定量划分，加上绩效与薪酬的

关联度较低，对核心员工的激励效果较差。 

3.3. 在工作激励层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核心员工晋升渠道不够明确，发展空间较小。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大多数核心员工对自己目

前所从事的岗位的晋升前景持消极态度，有些核心员工已经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业绩十分突

出，但是职位并没有任何变化。这都说明了单位在核心员工的职位晋升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第二，工作形式设置单一，缺乏有效激励。大对数核心员工认为他们每天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循环往

复的，工作缺乏乐趣，感觉工作十分枯燥、无味。 

3.4. 在文化激励层面存在的问题 

第一，文化娱乐的形式较少，对核心员工的文化激励效果不佳。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核心员工对单

位开展的文化娱乐的形式的满意程度较低，举行的文化活动较少，这不利于核心员工身心的健康发展，

核心员工每天所从事的工作量很大，且工作内容极为复杂，他们每天不辞辛劳的工作，需要为其提供适

当的休闲活动，来释放工作压力。但是单位在这一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进一步改善。 
第二，单位的学习氛围不够浓厚，不利于核心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当代社会，知识和信息

都处于一个高度更新的时代，核心员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必须不断学习，紧跟时

代的步伐，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便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单位在这方面做得还

不是很好，没有对核心员工进行有效激励。 

4. 核心员工激励改进 

4.1. 组织激励层面的改进策略 

第一，单位领导应该重视对核心员工激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组织中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必须的

到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只有这样该项制度才能顺利得以实施。同样的道理，医院要想真正激励核心员工，

必须得到单位领导的认同与支持。同时人力资源科也应该重视对核心员工的管理，具体做法是建立和完

善核心员工数据库管理制度，将核心员工的基本信息、个人绩效、个性特征等信息录入数据库，并在日

常管理过程中及时更新数据库信息，对核心员工实行动态管理，以便有针对性的对核心员工进行激励。 
第二，实行分权制管理，提高管理的民主化。单位应该鼓励核心员工参与单位的日常管理，使核心

员工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家庭一样来经营，从而激发核心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其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单

位领导下放管理权力，提高授权程度，将部分日常管理权限交给有能力的核心员工，让其有充分行使管

理权；另一方面，核心员工参与单位的重要决策会议，认真听取核心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做到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 
第三，完善现有的激励制度。一方面，在物质激励层面提高对核心员工的各项补贴，如餐费补贴可

以提高到每人每月 400 元、交通补贴可以提高到每人每月 150 元等，这样有利于保障核心员工的基本生

活条件，同时加大在重大科研项目上的奖酬力度，鼓励核心员工在新技术、新理念上的创新；另一方面，

在非物质方面，增加核心员工的培训次数和培训人数，延长年休假时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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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休假、出国旅游等，以此来激发核心员工的工作热情。 
第四，建立健全有效的沟通渠道。沟通作为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核心员工激励

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单位应保障下行沟通、上行沟通的畅通无阻，同时加强横向沟通。

其具体做法是，一方面，每半个月召开一次核心员工交流大会，使核心员工和单位领导之间能够加强情

感和工作交流，另一方面，单位也应该鼓励核心员工以书信、通讯工具等方式与领导进行有效沟通。对

沟通中的问题，应及时解决，从而实现对核心员工的有效激励。 

4.2. 薪酬激励层面的改进策略 

第一，完善现有的工资制度，强化薪酬的外部竞争性。其具体做法是：首先，对同行业的工资收入

水平进行详细调查，然后将调查取得的数据与本单位同岗位的工资水平相比较，最后根据单位的实际情

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确保本单位员工的工资水平不得低于同行业其他员工的工资水平。薪酬作为激励核

心员工的重要手段，其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核心员工的工作态度，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规范薪酬的分配形式，实现薪酬的内部公平性。其具体做法是：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

度，将绩效考核结果与个人薪酬紧密联系起来，做到薪酬分配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在此过程中，关键

的是量化绩效考核的标准。单位可以根据核心员工的不同岗位、不同工作内容等方面，将绩效考核的标

准做定量化分析[15]。并建立个人绩效考核档案袋，将绩效考核的结果记录在案。如检验岗位上的核心员

工，其每月检验结果的出错率在 2%以上，即考核结果不合格。这样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对于每个人的

薪酬分配都是科学合理的，从而有利于实现薪酬的内部公平性。 

4.3. 工作激励层面的改进策略 

第一，根据核心员工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其具体做法是：首先，了解员工

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优势和劣势等详细情况，弄清楚他们的实际需求，然后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

为其选择合适的职业发展模式，最后再根据员工在实际岗位上的绩效考核结果来不断改善其现有的职业

生涯规划，从而使员工的整个职业生涯趋于科学、合理，确保核心员工得到长期的有效激励[16]。 
第二，丰富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应该尽可能的使核心员工的工作丰富化和扩大化，具体做法是在

单位内部进行岗位轮换、竞聘上岗，增加工作内容，丰富工种形式，给予核心员工工作的自主性，使核

心员工不仅单一的从事自己岗位上的工作，而且可以从事与自己工作相类似的其他工作，如做行政工作

的核心员工可以从事文秘、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从事医学检验工作的核心员工，可以从事医学化验工

作等，这样有利于提高核心员工的工作乐趣，使工作不再枯燥、乏味[17]。 
第三，建立和完善核心员工晋升渠道。其具体做法是：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核心员工晋升机制，并将

晋升流程录入单位人事管理制度中，让员工之间的竞争公开、公平、公正，促进员工通过自身的不断努

力实现职位上的升迁。 

4.4. 文化激励层面的改进策略 

第一，营造优秀的学习氛围，建立学习型组织[18]。单位应该鼓励核心员工树立终生学习的理念，并

提供相应的学习环境，如在单位内部设置图书阅览室，并为核心员工购买相关的阅读书籍等，同时强调

同事之间的相互学习，三个科室成立一个兴趣学习小组，大家在一起可以互相讨论相互学习，加强情感

交流和工作经验交流，以谋求个人与单位的共同发展。 
第二，丰富核心员工的娱乐生活，实现娱乐形式多样性[19]。单位可以在员工的工作之余举办各种形

式的娱乐活动，如开展象棋比赛、篮球比赛等各种竞技活动，并设置适当的奖金，以激发员工的参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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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同时在国家节假日期间可以举办全体员工的聚会活动，以此增加同时之间的情感交流，并使员工

对单位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强化员工对单位的归属感。从而实现员工在文化层面的有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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