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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办法及其指标设计

龚耀田

调动企业内部经营活力的一个方面是国

家的经济政策，另 一方面是全 体职工的积极

性。 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关键性支点是：对企

业经营管理人员（以下称“经理人员 ”)的激励

制度。 它是提高企业内部效益的关键，也是适

应、改善、创造外部条件的内在机制。

作为一个独立实体，企业必须是外界市场

上的一个竞争者，拥有活力的企业必须拥有竞

争力。 要有竞争力，首先得有愿意参加竞争的

意识，这个意识应集中体现在经理人员身上。

毋庸讳言，物质利益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每个人

所追求的，这在经理人员也不例外。 要使经理

人员积极组织力量投入竞争激流，毫无异议，

也必须建立一个激励机制，直接对经理人员的

劳动成果进行考核，给予酬劳。经理人员的责、

权，就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其劳动成绩表现

为企业的经营成果。经理人员的
“利“应与企业

的经营成果密切结合。回顾我国企业财务制度

的改革，根据经营成果考核的报酬与经理人员

本人的报酬却没有特殊联系，而是与整个企业

可分配奖金总额联系在一起。这实质上也是另
一 种形式的“大锅饭“，并没有很好结合责、权、

利原则来建立激励机制。 或者说，这里“支点”

抓得不够正确、有力。

激励制度是责任与利益的载体，企业业绩

的考核评价既反映责任落实情况，又是计算报

酬的前提．这一切的落脚点则在具体指标体系

的建立之上。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力求全面客观

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以及对企业经理人员

的奖励报酬。指标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设置。 在考核企业的指标中，利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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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普遍性和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因此可根据

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在利润指标的基础上结

合其他指标进行考核，从而对企业经理人员建

立一套全面客观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

设计确定企业经理人员奖励报酬的指标

体系应坚持下列原则：兼顾目前利益与长远利

益；区分主客观因素；激励承担风险，处理好避

免风险与敢千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服从全

局，联系产业结构调整。

具体包括下列四个方面。

L考核经营成果，应兼顾近期利益与远期

利益。当期成果（如利润）在评价中固然占重要

地位，但为未来取得良好经营成果创造条件也

不能忽视。 如计算利润额时，涉及到厂房和设

备的折旧如何汁算的问题。各种折旧形式，归

纳起来有两类：快速高折旧、慢速低折旧。虽然

经营人员愿意采用慢速折旧，降低成本，提高

利润，从忒提高与之挂钩的报酬，但这样对企

业设备更新、增强后劲不利。所以，既用当期经

营成果指标，同时用“对远期作贡献”的指标结

合起来考核就比较全面。
2．在评价、分析企业的经营成果时，要区

别影响企业经营成果的不同因素，哪些因素应

当由企业经理人员负责，哪些因素不应由企业

负责。 有些因素，企业经理人员是可以直接控

制的，这当然是由经理人员负责；有些因素虽

然影响经理人员的经营成果，但经理人员本身

无法控制，就不应当由经理人员负责。 例如在

价格调整过程中，上浒产品价格提高而又无替

代品，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又如，企业本身

的产品或大多数下游产品都是面向国际市场



的，遇上国际市场的经济危机或主要市场所在
国与本国经济关系的恶化。这些都会影响企业
经营成果，但不能由企业经理人员负责。

3．第三条奖励制度应贯彻的原则是：经理

人员报酬应与企业投资经营风险结合起来。

有竞争就有风险，对于企业来说总是不愿
意遇到风险，而从国家利益来说总希望企业承
担风险，勇千开拓。即使个别企业亏损关闭了，

其他大多数企业却在风险中取胜。各企业开拓

创新的结果肯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兴旺繁荣。
一方要避免风险，一方需要他们承担风险，这·蛉

种矛盾的解决，需要一个有效的具体的激励制
度和方法，刺激企业经理人员敢千承担风险，
并使风险行为围绕宏观决策的 一个战略目标。

当然这种方法应当运用千国家宏观目标

中需要发展的行业。如果是宏观决策中属于应
该收缩的行业，应当鼓励尽量利用原有投资增
加收益，对这种行业的企业可采用销售利润或
资金利润率等指标考核企业经营成果，并测重
千当期成果（这一点涉及第一条原则）考核。因

为搞新产品试制或固定资产扩建新投资会降
低利润率、减少当期利润，采用利润率指标就
起到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相反对需要发展行
业应采用利润总额指标，并侧重考核未来收
益。 投资会降低利润率，但一般会增加利润的

绝对额 ，并且对未来贡献大，采用利润总额指
标会鼓励企业投资，刺激经理人员承担风险。

4.由于给了企业相当的经营自主权，各企
业与国家全局之间以及各企业之间必然产生

各种各样的矛盾，这就要求在制订奖励制度设
计指标时考虑这些因素，在指标中或计算方法
上加以反映，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使
企业能围绕国民 经济的战略目标而分头行动。

目前国营企业经济效益差，大量产品积压，很

大一个原因是国民经济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
奖励制度及其考核指标应能够积极推动各企

业紧紧围绕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及其他宏观目
标行事。 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得到目前利润

不是最终目的，使财富越来越多才是最终目

的。 这里说的利润和财富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利润是指短期利润，财富是指长期总财富的增
加积累。

以上从理论上讲只阐述了一个事物的一
个方面，即只讲了奖励办法而未讨论惩罚措
施。 这因为 一方面惩罚措施应侧重于实践探

索，各行业各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另一方
面，奖励制度本身也包含了惩罚性质，因为奖
励制度中经理人员的报酬是联系到经营成果
的，经营成果少，则报酬少，如果亏损，奖金还
可能是负数。

勹

简 讯

本市又 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上海财经大学房地产经济研究中心（简
称“中心”)日前在上海财经大学正式成立。 该“中心”是在上海市有关部门领导的关怀支持下，
由上海财经大学牵头主办，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上海市土地学会、上海市房地产业协会及部
分房地产企业协助组建。其宗旨是，面向社会、服务” 四化气促进学术交流，并通过理论界、企业
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三方的定期讨论与协作攻关，共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业
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促进上海乃至中国房地产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心”的长
期发展目标是，力争千2000年发展成为房地产经济研究领域内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 “人才库”

和 “智囊库气该“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采取不定行政级别、不设人员编制、不
动用国家教育经费的“三不“原则；研究人员以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和各系教学、科研人员
为基础，与校外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客座教授和特邀研究员共同组成，是本市专业性学术研
究机构多元化、多层次、开放式组织形式的一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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