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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研究：基于工作价值观的思考》立足于提高员工士气、组织效率和国家
科技创新实力，论述了公益科研机构员工工作价值观的维度结构和基本要素，探讨了知识文明时代公
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系统建设的目标模式，设计了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系统的总体结构。
该系统包括由工作报酬、知识进取、职务晋升、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等5大要素构成的动力机制，由
工作报酬约束、伦理道德约束和制度规范约束等3种方式构成的约束机制，以及由动力机制和约束机
制有机结合构成的博弈机制。
书中深入论述了员工激励系统3大机制的有效运用，并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量化研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研究>>

书籍目录

前言1 绪论1.1 公益科研机构1.2 员工激励系统1.3 工作价值观1.4 知识员工激励1.5 本书的章节安排2 工作
价值观——员工激励的文化心理基础2.1 价值观2.1.1 从价值到价值观2.1.2 价值观的基本特征2.2 工作价
值观的核心内涵2.3 工作价值观的基本外延2.4 经济社会变革对知识员工工作价值观的影响2.4.1 知识文
明时代2.4.2 科学技术发展2.4.3 市场经济体制2.4.4 全球化进程2.4.5 改革开放大潮2.5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
工作价值观的维度结构2.5.1 调查问卷设计2.5.2 数据统计分析2.5.3 员工工作价值观维度结构分析2.6 本
章小结3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系统的总体结构3.1 系统的对象特点3.1.1 工作价值观结构3.1.2 价值偏好
特点3.1.3 人才素质特点3.2 系统的主客体关系3.2.1 传统激励关系中的主体与客体3.2.2 知识文明时代激
励关系的深刻变革3.3 对员工激励的系统思考3.3.1 员工激励的实质和目的3.3.2 员工激励与组织效率3.4 
系统的内在力量3.4.1 驱动力3.4.2 调控力3.4.3 互动力3.5 系统的总体结构3.6 本章小结4 公益科研机构员
工激励系统的动力机制4.1 动力机制的构成要素4.2 工作报酬动力4.2.1 工作报酬与职业吸引力4.2.2 物质
性报酬的刚性约束4.2.3 精神性报酬偏好4.3 知识进取动力4.3.1 知识进取激励的前效性4.3.2 知识更新4.4 
职务晋升动力4.4.1 技术职务晋升4.4.2 管理职务晋升4.5 工作环境动力4.6 人际关系动力4.6.1 对公益科研
机构人际关系的再认识4.6.2 管理者的特殊作用4.6.3 营造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4.7 动力机制结构分
析4.7.1 动力机制的功能结构4.7.2 要素灵敏度分析4.7.3 动力机制诸要素的协同优化4.8 本章小结5 公益科
研机构员工激励系统的约束机制5.1 约束机制与员工激励5.1.1 约束与激励5.1.2 约束对象5.1.3 约束方
式5.2 工作绩效约束5.2.1 员工绩效的约束作用5.2.2 绩效测度的绝对与相对5.2.3 绩效考评的主观与客
观5.3 伦理道德约束5.3.1 伦理道德的约束力5.3.2 强化伦理道德约束5.4 制度规范约束5.4.1 制度规范约束
的优势5.4.2 制度规范约束软化问题5.5 基于委托一代理理论的激励一约束机制设计5.5.1 委托一代理模
型的一般形式5.5.2 公益科研机构工作绩效激励的委托一代理模型5.5.3 激励模型求解5.5.4 复合动力要素
的激励模型5.5.5 整合绩效激励与绩效约束的公益科研机构委托一代理模型5.6 对约束机制的几点讨
论5.6.1 约束机制的一般特点5.6.2 约束机制的博弈性5.6.3 约束机制的动态性5.6.4 约束机制的有效性5.7 
本章小结6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系统的博弈机制6.1 博弈与效率6.1.1 员工在博弈中的决定性作用6.1.2 
博弈的主要内容6.1.3 博弈的基本样态6.1.4 博弈的连续性6.1.5 博弈的阶段性6.2 博弈与公平6.2.1 公平偏
好理论6.2.2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的公平偏好6.2.3 公平偏好理论在员工博弈机制中的运用6.3 员工激励中
的博弈决策6.3.1 激励博弈过程的特点和简化6.3.2 激励博弈决策模型6.3.3 基于信息的博弈决策学习过
程6.4 本章小结7 实例研究7.1 某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系统建设概况7.1.1 机构概况7.1.2 员工激励系统
建设概况7.2 伦理道德约束实例分析7.2.1 基本情况7.2.2 几点思考7.3 基于模糊偏序方法的公益科研机构
员工激励决策实例7.3.1 基本思路7.3.2 激励因子的提取7.3.3 模糊偏序建模过程7.3.4 实例计算分析7.4 基
于ANFIS方法的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决策实例7.4.1 引言7.4.2 ANFIS模型结构7.4.3 建模流程7.4.4 算法
步骤7.4.5 实例计算分析7.5 本章小结参考文献附录 公益类科研机构员工工作价值观调查问卷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社会政治地位推动公益科研机构员工趋于主体化。
随着公益科研机构员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他们在组织内的地位也必然相应提高。
客观上，国家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在不断鼓励公益科研机构中员工参与组织的内部管理；主观上，公
益科研机构员工参与组织内部管理的觉悟也在不断提高。
在这种形势下，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正越来越成为组织中管理活动的主体。
（3）民主进程推动公益科研机构管理者趋于客体化。
近年来，国家对员工参与组织民主管理的政策规定越来越明确，要求在各类组织中严格实行决策民主
、管理民主、选举民主、财务民主等广泛的民主制度，对组织的管理者特别是主要管理者实行严格的
民主监督。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的民主意识历来很强，在国家民主进程的推动下，要求公益科研机构管理者自觉接
受员工全面监督，使其行为模式趋于客体化。
（4）组织特点和领导方式转变要求管理者客体化。
公益科研机构毕竟不是政府，其员工不是公务员，不适用政府的行政式管理。
公益科研机构的基本职责是开展科研活动，管理者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不是官而是科研人员，要求管
理者站在科研第一线亲身参加科研活动，以科技带头人的姿态领导科研活动。
换句话说，公益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在科研工作中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是科技带头人又是普通的
科技工作者，是按科技工作规律接受管理的客体。
（5）学术民主传统要求公益科研机构员工主体化，管理者客体化。
学术民主是国内外科技界特有的历史传统，知识文明越发展，科研团队越庞大，越要求员工发扬主体
作用，要求管理者更加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参加学术活动和科研活动。
（6）科技管理创新要求公益科研机构员工主体化，管理者客体化。
项目组历来是科技管理的基本单元。
我国公益科研机构传统的科技管理模式是在研究室之下设立若干项目组，由研究室领导管理下属的项
目组。
实践证明这样的管理模式效率低下。
矩阵管理、项目管理等新型管理模式的出现，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提倡的项目组长负责制，为公益科
研机构的科技管理创新拓宽了空间。
一般情况下，科技项目组长是有科技带头能力的科研专家，管理者可以作为项目组的普通成员在项目
组长的领导下参加科研活动，也可以在项目组之外为项目组的科研活动提供服务。
这些管理创新反映了科技管理对员工主体化和管理者客体化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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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基于工作价值观的思考》内容以员工激励为经，以工作价值观为纬分层次展
开。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始终不离公益科研机构员工激励这条主线，从员工激励的文化心理基础
到经济社会背景，从系统总体设计到各项具体机制，从理论铺陈到实例验证，一以贯之地朝着如何在
公益科研机构中建立完善的员工激励系统这个大方向逐步推进。
另一方面，始终不离工作价值观这个员工激励的文化心理基础，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推敲到经济社会
变革影响的分析，从激励因素的确定到系统功能的发挥，从调查量表的设计到激励系统模型的构建，
全部研究思考都基于工作价值观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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