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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回顾了百年激励实践的历程，全景展现了近半世纪理论发展背后的理论分野
与观点冲突过程，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外在动机内化与内外动机协同关系的强调，以“
绩效导向（外在激励）”与“价值自觉（内在激励）”的内涵拓展为基石，在传统理论
视域下结合神经经济学和演化心理学**研究成果，探讨了经过“外在→内摄→认同→整
合”路径实现从“绩效导向转向价值自觉、从外生价值认同转向内生价值认同”的动机
协同与整合机制，厘清制约员工内在动机、导致激励错位（组织激励供给偏离员工的内
在工作价值需求）的组织智障（包括结构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从而揭示推动从“陡
峭型”激励结构转向“扁平型”激励结构、引导员工从强制性价值认同（绩效导向）转
向生成性价值认同（价值自觉）的内生演化模式和动态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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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新常态与经济拐点不期而遇，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经济的阶段性阵痛已经如
期而至。毋庸置疑，传统效率优先和过度强调绩效导向的陡峭型激励结构，对于促进我
国经济转轨居功至伟，但由此也衍生出环境劣质化、产能过剩化、工作程式化、价值功
利化等诸多弊端。可以预见，以牺牲品质来维系高速发展的模式将被彻底摒弃，而智力
资本驱动创新与创业，将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进激励变革、凝聚发展新
动力，将是现阶段企业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回顾我国市场化改革历程，传统效率导向的激励结构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改
革初期，由于市场取利空间巨大，企业诉诸与绩效紧密挂钩的条件奖励模式，以发挥先
动优势，最大化地调动员工积极性，抢占市场。改革中期，随着能力、禀赋等特殊要素
参与分配，竞争性激励结构形成。进入后改革阶段，伴随“人口红利”日渐消逝，在创
新驱动和收入分配向高层次人才倾斜的国家战略推动下，企业不断提高基于绩效的弹性
报酬比例，拉开收入差距，陡峭型激励结构逐步形成。这里存在几个长期被学术界和实
务界漠视的关键问题。
1.建立在绩效或特殊禀赋要素基础上的高强度激励是否满足员工工作价值需求，以及这
种满足与否是否影响员工创造力？
当新常态与经济拐点不期而遇，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经济的阶段性阵痛已经如
期而至。毋庸置疑，传统效率优先和过度强调绩效导向的陡峭型激励结构，对于促进我
国经济转轨居功至伟，但由此也衍生出环境劣质化、产能过剩化、工作程式化、价值功
利化等诸多弊端。可以预见，以牺牲品质来维系高速发展的模式将被彻底摒弃，而智力
资本驱动创新与创业，将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进激励变革、凝聚发展新
动力，将是现阶段企业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回顾我国市场化改革历程，传统效率导向的激励结构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改
革初期，由于市场取利空间巨大，企业诉诸与绩效紧密挂钩的条件奖励模式，以发挥先
动优势，最大化地调动员工积极性，抢占市场。改革中期，随着能力、禀赋等特殊要素
参与分配，竞争性激励结构形成。进入后改革阶段，伴随“人口红利”日渐消逝，在创
新驱动和收入分配向高层次人才倾斜的国家战略推动下，企业不断提高基于绩效的弹性
报酬比例，拉开收入差距，陡峭型激励结构逐步形成。这里存在几个长期被学术界和实
务界漠视的关键问题。
1.建立在绩效或特殊禀赋要素基础上的高强度激励是否满足员工工作价值需求，以及这
种满足与否是否影响员工创造力？
2.发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抑或“李约瑟难题”，直指我国企业创造力缺失。由此构
成一个内蕴深远的疑问：秉承璀璨华夏文明的中国，今天何以沦为一片创新的荒漠？传
统“陡峭型”激励结构是否如认知学派所言，对员工创造力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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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精神世界的滞后已经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现
有“绩效导向”的激励结构是否是吞噬员工内在工作动力和心理能量的组织“黑洞”？
是否在不断助长着员工日益外显的功利性价值观和实用主义倾向？是否在塑造着新一代
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根据哈佛大学穆兰纳森教授的研究，对稀缺资源的过度渴求
会导致认知锁定、情感枯竭，引发认知和判断力全面下降，而这一切是否又与员工创造
力缺失相关？
4.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以速度换取调整空间，经济发展速
度将适度放缓。那么，我们是继续通过提高激励的“陡峭度”加大物质激励强度来刺激
增长，还是努力推动激励结构“扁平化”、压缩社会各层级的收入差距，建立高位均衡
的分配体系和平常心态的社会？
所有这些问题归纳起来都与激励结构相关。要破解上述迷思，我们必须深入到“激励”
的纹理，以外科手术刀般的学术精致，破茧抽丝、剖蚌求珠，探求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
理论根源。
一部管理的历史，就是一部激励实践的历史。组织的发展与繁荣，系于员工之努力，亦
关乎员工之福利。然而简单的逻辑背后，却是近百年的激励实践彷徨和近半个世纪的理
论论战，而“理论向左，实践向右”——理论与实践脱节又为激励理论的研究带来了恒
久魅力。
学派林立、观点对峙、理论停滞与实践错位，客观上呼吁现有研究超越单一视野、单一
学派和单一手段。从早期古典企业家的陡峭型激励实践及“亨利福特之惑”，到理论冲
突的始作俑者——“徳西效应实验”，到认知学派与行为学派四十多年的尖锐对立，再
到今天“互联网+时代”的思想躁动与企业家面临的集体焦虑，整合现有理论分野、探
寻有效整合之道、为激励实践提供理论指南，已经摆到理论发展的战略议程。幸运的是
，理论对峙的结构，推动了神经经济学、演化心理学等新兴学科的加入，极大拓展和深
化了激励理论研究，奏响了当代激励理论研究与实践最华美的篇章。
纳入读者视野的本书，首先回顾了百年激励实践的历程，全景展现了近半世纪理论发展
背后的理论分野与观点冲突过程，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外在动机内化与内外动机协同关
系的强调，以“绩效导向（外在激励）”与“价值自觉（内在激励）”的内涵拓展为基
石，在传统理论视域下结合神经经济学和演化心理学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经过“外在
→内摄→认同→整合”路径实现从“绩效导向转向价值自觉、从外生价值认同转向内生
价值认同”的动机协同与整合机制，厘清制约员工内在动机、导致激励错位（组织激励
供给偏离员工的内在工作价值需求）的组织智障（包括结构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从
而揭示推动从“陡峭型”激励结构转向“扁平型”激励结构、引导员工从强制性价值认
同（绩效导向）转向生成性价值认同（价值自觉）的内生演化模式和动态传导机制。
本研究在强调新常态与“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尤具现
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书为揭示复杂的动机协同与整合激励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相应
的激励机制设计、提升员工创造力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本书指出，经济和社会结构经过若干时间的调整甚至阵痛，新的常态化发展格局将孕育
出更大的机遇和新的发展模式。伴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商业智能化的洗礼，商业模式
正沿着“利润导向”的精准化和快速反应的产品经济模式，到“外生价值导向”的高附
加值的服务型经济模式，再到“内生价值导向”的跨界与宽幅的网络经济模式的方向剧
烈演变。商业模式的变迁，凸显激励变革的价值，而激励变革关键在于对个体内心最真
实的想法的文化体察和开发。这种隐性力量是企业可持续创新的引擎。



本书提出，我们应切实改变“强者恒强”的商业惯性思维以及刚性绩效评价与陡峭型激
励模式，矫正激励错位，抑制“显性激励的隐性激励成本”，回归工作和生活的简单本
质，从满足员工的内在工作价值需求出发，调整和优化激励结构，逐步实现从“绩效导
向”向“价值自觉”转变，让员工真正成为自己行为的亲历者而非旁观者，以此激活创
造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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