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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激励体制是人类群体（也许还包括动物群体）得以维系延续的重要基础。
著名的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曾经说过：“如果你希望员工工作出色，你首先应当为他们提供出色的工
作。
”不过，要提供出色的工作并不容易，大多数的工作都是枯燥乏味的。
但是，你完全可以通过提供“出色的激励机制”来弥补工作本身的不足。
《激励相对论》一书就是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各类组织中的激励盲区
，以帮助读者能够在自己的组织中创建一种“出色的激励机制”。

　　作者通过巴普洛夫的狗、桑代克的猫和斯纳金的老鼠等动物实例为我们揭示了激励机制的实质—
—以奖惩方式体现的激励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外部的刺激信号。
组织成员在经过学习和比较后呈现出或满意，或不满，或无动于衷的态度，并作出相应行为。
在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群体环境中，任何奖惩措施都要顾及社会比较的相对性效果。
激励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相对论。

　　这个观点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激励措施的直接承受者（员工）会对各项正负向的激励措施的烈度进行纵横交错的比较，
以判别这一烈度的相对价值。

　　第二，激励措施不仅直接作用于直接承受者，也间接作用于直接承受者周边的关联者（其他员工
）。

　　作者将这两层含义定义为“激励的相对性迁移”。
由此又推理出以下结论：
　　1、 不足额的奖励就是惩罚，不足额的惩罚就是奖励；
　　2、 不及时的奖励就是惩罚，不及时的惩罚就是奖励；
　　3、 不变化的奖励就是惩罚，不变化的惩罚就是奖励；
　　4、 不匹配的奖励就是惩罚，不匹配的惩罚就是奖励；
　　5、 不公开的奖励就是惩罚，不公开的惩罚就是奖励。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激励的相对性是一个比较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
作者对于以上五大“激励的盲区”，也分别有的放矢地提出了解决之道——精确量度、及时施予、多
方求变、匹配适宜和公开示范。
同时辅以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实例，极大地加强了本书理论的权威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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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00多年前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政治学》中写道，“从本质上讲，人是
一种社会性动物。
”如果你不反对这种说法，愿意让自己重归动物的行列（哪怕是暂时的），那么，就让我们这本以“
激励”为主题的书从动物开始吧。
 毕竟，人类的历史就是从猴子开始的，尽管这种说法也被很多人质疑，但达尔文提出的这一论断至今
尚未有人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推翻。
 人类自从成为地球的新主宰之后，其实颇有些“忘本”，对于曾经与自己有着共同进化之源的动物们
抱有极大的偏见。
人类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从动物的群体中区别开来，以显示自己的聪明绝伦，独一无二。
 这种偏见，我们可以从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中得到有力的验证。
 1.1质疑“朝三暮四” 《庄子·齐物论》里记载，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狙公，他在家中的院子里养
了许多猕猴。
狙公能够和他的猴子们亲密地交流，互通心意。
 狙公每天早晚都分给每只猴子四颗橡实。
几年之后，狙公的经济越来越不宽裕了，而猴子的数量却越来越多，所以，狙公就想减少橡实的供应
数量，把每天的橡实由八颗改为七颗。
于是，他就和猴子们商量说：“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橡实，晚上还是照常给你们四颗
橡实，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 猴子们听了，都不能接受早上少了一颗橡实，于是一个个就开始吱吱乱叫，而且还到处跳来跳去，
好像非常不愿意似的。
 狙公一看到这个情形，连忙改口说：“那么，我早上给你们四颗，晚上再给你们三颗，这样该可以了
吧？
” 猴子们听了，以为早上的橡实已经由三颗变成四颗，跟以前一样，就高兴地在地上翻滚起来。
这就是“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出处。
在这个故事里，猴子们是一群很容易被糊弄的“笨蛋”，狙公只是简单地改变了一下所分发橡实数量
的先后次序，就让猴子们上当受骗了。
 但是，猴子真的如此蠢笨，可以被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吗？
 事实上，我们必须质疑“朝三暮四”！
这是人类对自己的进化之源——猴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而这种偏见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人的观念中，在西方国家的人群中也是普遍地存在。
比如，百事公司的前CEO安迪·皮尔森（AndyPeaurson）曾经被称作是全美国最难伺候的老板。
他的员工经常会听到“即使是满屋子的猴子，也会干得比这个强”等诸如此类的话语。
显然，在皮尔森的潜意识中，猴子也是远远不如人的。
 猴子在总体智力上不如人类当然是不争的事实，否则，除了脑容量冠绝所有动物但在体力、速度、耐
力等诸多方面都不如其他动物的人类也不可能成为地球的主宰。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要轻易就低估猴子以及其他的动物们。
 1.2还是从猴子开始 动物学家莎拉·布鲁斯曼（SarahBluesman）和弗兰斯·德瓦尔（FransdeWaal）曾
经做过一个实验。
 僧帽猴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小猴子，因其头顶上有一撮黑色的锥状毛发，很像嘉布遣教会道袍上的小
尖帽而得名。
这种猴子经过训练后，可以学会用花岗石块与布鲁斯曼交换食物，比如一片黄瓜。
 布鲁斯曼把猴子们分成两个一组，当它们得到的都是黄瓜的时候，有95％的猴子与布鲁斯曼进行了交
换。
当动物学家们改变了规则，给一只僧帽猴美味的葡萄，而给另一只还是黄瓜时，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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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被愚弄了的猴子拒绝食用交换而来的黄瓜，甚至还有40％的猴子拒绝进行交换。
当动物学家进一步改变了规则，让一部分猴子可以不通过用石块交换而白自得到葡萄时，情况变得更
加糟糕。
同一小组中的另外一只没有得到葡萄的猴子经常会把石块扔掉，而且只有20％的猴子进行了交易。
 尽管与石块相比，黄瓜已经算是美味了。
但僧帽猴的对比意识显然不仅仅存在于此，它们也看到了葡萄之于黄瓜的对比。
如果不能经由公平方式得到葡萄，它们就宁愿放弃黄瓜。
 莎拉·布鲁斯曼和弗兰斯·德瓦尔所作的这项实验，强有力地证明了猴子们绝不蠢笨！
相反，它们具备了超强的学习能力以及社会比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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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激励相对论》作者陈禹安通过巴普洛夫的狗、桑代克的猫和斯纳金的老鼠等动物实例为我们揭示了
激励机制的实质——以奖惩方式体现的激励实质上就是一个个外部的刺激信号。
组织成员在经过学习和比较后呈现出或满意，或不满，或无动于衷的态度，并作出相应行为。
在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群体环境中，任何奖惩措施都要顾及社会比较的相对性效果。
激励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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