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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绩效管理的基本理论入手，在分析绩效管理工作流程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绩效评价的全过程
，围绕绩效评价的主体、客体、指标、标准、方法等五大环节进行了研究。
同时，结合实证案例对政府绩效评价、事业单位绩效评价、企业绩效评价的体系运行和指标体系构建
进行了讨论。
    本书适合于企业、政府、事业单位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人员和高等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学
使用，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理论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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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同级评价　　同级评价是指由与评价客体岗位层次相同，工作关系密切的人员进行评价。
一般而言，评价客体的同事能够观察到其直接上司无法观察到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评价客体的工作
指派经常变动，或者他的工作场所与上级的工作场所分离的时候，上级通常很难直接观察到评价客体
的工作情况，同级评价就可以弥补其不足。
由于同级评价的角度比较广泛，能较好地反映被评价人交往、协调、业务等方面的能力和全局观念等
。
　　对于同级评价来说，由于同级之间工作关系密切，日常接触频繁，对彼此之间的情况比较了解，
因此能对员工的贡献、信息沟通能力、可靠性、主动性等做出准确的评价。
这种评价方式特别适合实行“自治管理工作小组”的组织，在这些组织里，这种小组常被授予包括评
价权在内的一些经理的管理权限。
小组有共同的目标，每个成员为实现小组的目标应做的贡献和实际做出的贡献大家都比较清楚。
同事的压力对于小组成员来说是一个有力的促动因素，特别是能使员工认识到其绩效是同时进行评价
时，会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
同级评价的不足之处是会因同事之间关系的亲疏、接触的频率等因素影响他们对员工的评价，如果处
理不当会影响到评价的效果，并在员工之间造成利益的冲突，使同事之间人际关系紧张，产生抵触情
绪，降低工作的积极性。
　　3.下属评价　　下属评价是指由评价客体所领导的人员进行评价。
下属可以直接了解上级的实际工作情况、信息交流能力、领导水平、平息矛盾的能力与计划组织能力
，因此下属评价具有一定的民主监督的意义，有助于评价客体的个人发展。
同时，下级评价还可以包括更广泛的范围，如和评价客体直接交往较少的基层群众，能够通过对评价
客体领导行为的社会效果的亲身感受，对其工作成绩进行评价。
　　下属对于评价其主管人员的信息沟通、工作任务委派、资源配置、协调下属间的矛盾、公正的处
理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能力是十分有用的，对于改变管理人员的工作作风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评价结果对于主管人员的培训、晋升和安排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下级有时会根据个人的得失对主管人员进行评价，对那些因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而触犯自己利益
的管理者往往评价不高；此外，下属因担心若给上司提出缺点可能会遭报复，常常做老好人，只报喜
不报忧，也会使评价失去客观性。
对于主管人员来说，知道自己的绩效要由下属来评价，常常会顾虑重重，尽量少得罪下级，在管理工
作中缩手缩脚，使管理工作受损。
为克服以上这些缺陷，由下属对主管人员进行绩效评价时，为了消除下属的顾虑，应采用无记名评价
表或问卷作评价工具，使原始评价资料不要与评价客体见面，而由其上层主管或人力资源部门主管人
员将评价结果反馈给本人。
同时，为保证主管人员正常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关系到主管人员的薪酬和晋升时，下属评价要与其
他评价信息结合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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