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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激励的
“
驼峰效应

”

— 关于奖金激励作用的调查研究

杨瑞莉 梅 敏

本文通过对上海 9 个企业的705 位职工的调查
,

研究了奖金数额与奖金激励作用

的关系
。

结果表明
,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
.

12 匆奖金的激励作用的大小并不是 随奖金数

领的增 (减) 而增 (减)
,

而是低领和高领奖金的激励作用都较大
,

中等数领的
、

相

当于平均奖水平的奖金激励作用最小
。

这便激励曲线有两个高峰
,

如双峰骆驼的两

峰
,

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奖金激扇的驼峰效应
。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

各类职工 的驼

峰曲线有其各 自的特点
。

它们揭示奖金不拉开差距的企业的激励作用最低
,

奖金差距

大的企业的激励作用最大 ; 低领奖金对女职工
、

文化水平低的职 工
、

中年职工及工

人有较大的激场 ; 当奖金高于平均水平以上时
,

对男职工
、

青年和老年职 工才有较

大的激励
;
当奖金超过平均奖水平 2 倍以上时

,

对大专以上的职工和干部有很大的

激励
。
统计还表明

,

奖金的激励作用与奖金在工资中的比例几乎无关
。

作者
:
杨瑞莉

, 1 9 4 5年出生
,

华东化工学院心理学教研室主任
,

讲师
。

梅钦
,

1 9 6 7年出生
,

江西氛厂厂办公室干部
。

奖金是对职工超额劳动所支付的一种报酬形式
,

是对计时工资制不能准确反映劳动者实

际支出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一种必要的补充
,

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手段
。
建立奖金

制度的 目的是为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

促进生产发展
。

奖金能否调动人的积极性 ? 对此
,

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在 19 59年提出了
“

双因素理论
” ,

认为激发人的动机有两种因素
,

一是保健因素
,

它与人的不满感觉联系
,

一般与工作环境有关 ,

满足保健因素能防止职工的不满意
,

但不能导致生产率的提高
,

只能阻止它的下降
。

二是邀
励因素

,

它与职工的满意感觉联系
,

一般与工作本身有关 ; 满足激励因素能导致绩效的增加
。

他列出了经他研究得出的各种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

其中把薪金列入保健因素内
。

双因素理

论问世 以来
,

引起许多争议
,

持批评者主要认为赫茨伯格的调查对象都是工程师
、

会计师等专

业人员
,

缺乏代表性
,

不能概括其他类型的职工
,

尤其不能代表普通工人
。

此后
,

休斯进一

步的研究指出
,

激励的需要是通过个人目标的实现而满足的
。

有可能将保健手段转变为激励

手段
,

这主要取决于企业处理问题的方法
。

以奖余为例
,

要使奖金改为激励因素
,

必须与企

业经营的好坏 以及部门和个人的工作业绩挂起钩来
。

关于在我国企业中
,

奖金究竟是否具有激励作用
,

有多大的激励作用
,

奖金的激励受到

哪些因素的影响? 众说纷坛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本研究

,

旨在探讨奖金的激励作用
。



一
、

方 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间卷调查法
。

调查表分三个部分
: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如年龄
、

工龄
、

基本工资
、

最近 6个月的月均奖
,

家庭人 口等 ) , 指导语
,

正式试题
。

试题共 44 题
,

均为陈

述句
,

就影响奖金的几种因素
,

每项列出若干评价指标的题目
,

随机排列
。

本文是本研究中

的一个分项 目
,

研究奖金数额对奖金激励的影响
。

其它项 目
,

将另文阐述
。

喊励的结早一般能产生经济效益
,

因此研究奖金是否具有激励作用的一种客观方法
,

可

看奖金与利润的比例关系
,

即研究期实际利润总额 /研究期实际发奖金总额
。

但由于目前我国

企业生产受多种因素如资金短缺
、

产品滞销等影响
,

使利润总额难 以如实反映资金的激励作

用
。

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职工实际得到的奖金一般是其工作业绩的反映
。

为此
,

我们采用主

观问卷法
。

调查以
“
一想到多做些奖金就能多得些

,

我总是尽力地多做
” 、 “

如果提高奖金

我将干得更多
、

更卖力
”
等 6 道题作为测定奖金激励作用的试题

。

每题后面附有 5个等级的

可供选择的回答
:
完全如此

,

大部分如此
,

一般如此
,

较少如此
,

完全不是
,

并分别 以 2
,

1 ,
0

, 一 1
, 一 2计分

。

统计处理时以这些题得分的均数作为该对象的奖金激励分
,

把它

与他的最近 6 个月的平均月奖数额作比较
,

并求两者的相关系数
。

本研究选择了
_

仁海 9 家大
、

中
、

小型企业
,

这 9 家厂分别是
: 星际无线电厂 (编号 0 1)

,

友谊汽车服务公司修理厂 (。2 )
,

圆珠笔芯厂 (。 3 )
,

第三制药厂 (。4 )
,

第二分析仪器厂

( 0 5 )
,

汽车发动机厂分厂 ( 0 6)
,

晶体管玻璃厂 ( 0 7 )
,

气门嘴厂 ( 0 8 )
,

钢铁一厂 ( 0 9 )
。

共调查 7 0 6人
。

调 查抽样人数分布如表 1 。

测试结果的数据由工B M一 P C一X T计算机处理
。

表 1 调查抽样人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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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与讨论

(一 ) 奖金数额与激励分之间的关系

奖金数额与激励分两者的相关系数
r
为 .0 1 2 9

。

将奖金数领以 10 元为一段
,

不 l司段内职土的激励分不同 (见表 2 )
。

J红总的趋势是
:
各

表 2 奖金数额与激励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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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段的职工的激励分都在 。分 (
“ 一般如此

” 水平 ) 以 ! : ; 随着奖金数额的增 如
,

激励分

由高渐渐向低
,

再逐渐向高发展
,

尔后又趋低
,

形如骆驼的双峰 (见图 1 )
,

代表激励分高

的两个峰顶
,

其相应的奖金分别为10 一 19 元和70 一 79 元的两段
。

代表激励分低的峰谷相应的

奖金为 40 一灼元的一段
。

进一步的统计表明
,

全部样本 70 5人的平均月奖是 39
.

62 元
,

恰在峰

谷这一段内
,

驼峰曲线说明
,

在我国企业巾
,

奖金能激励职工
。

但职土被激励的水平并 不是

如人们想象中的随奖金的增高而增高 (
r
为微弱正相关 )

,

并不是低奖金低激励
,

高奖金高激

励
,

而是高低起伏的
.

,

呈驼峰形
。

低奖金和高奖金都能对职工有较高的激励
,

其中高奖金激

励水平更高些
。

激励作用最小的是中等数额的奖金
,

包括相当于平均值水平 为奖金
。

图 1
.

奖金数额与激励分的关系 图 2
.

男女职工奖金与激助分关票灼比较

激励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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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同性别职工奖金与激励分差异的比较

图 2 为男女不同性别职工奖金与激励分的比较图
。

图中女职工的曲线表明
,

拿低于平均

数额奖金的女职工的激励得分较高
,

其中 10 一 19 元奖金的女职工的激励分远高于同类男职工
。

这使女职工的与低奖金相应的激励分
,

同与高奖金相应的激励分两晋近似相等
,

图形呈双峰

并齐
。

但中等数额的奖金的女职工的激奖分比男职工还低
,

峰谷更低
。

而且
,

当奖金超过平

均水平 2 倍时 ( ) 80 元 )
,

激励分下降较多
。

男职工的曲线表明
,

拿低于平均水平灼奖金的

男职工激励分持续低下
,

只有当奖金超过平均数时
,

激励分迅速增加
,

当奖金超过平均水平

2 倍后
,

激励还略有
.

上升
。

使图形中前峰低而平坦
,

后峰步步升高
。

比较两条曲线可 以看到
,

低奖金的女职工激励分高于男职工
,

高奖金的男职土激励分高于女职工
。

统计表明
,

男职工总体平均月奖金 4 3
.

3 9元
,

激励分为。
.

4 3 6 ,

两者姐关系数
r为。

.

2 1 8 ;

女职工总体平均月奖金为 3 2
.

7 9元
,

激励分 0
.

602
, r
为 一 0

.

10 2 。

即女职工的奖金水平低于男

职工
,

但激励分却高于男职工
。

这说明
,

奖金对女职工的激励作用大于男职工 , 低于平均水平的奖金对女职工仍有较高

的激励
,

但对男职工激励较少 , 高于平均水平的奖金对男女职工都有较高的激励
,

但对男职



工激励更大
,

且此时
,

男职工有随奖金增加激励也随之增加的趋势
。

(三 ) 不同年龄组职工奖金与激励分差异的比较
。

图 3 为不同年龄组职工奖金与激励分的关系比较图
。

青年职工 (这里指 30 岁 以下 ) 的曲
线表明

,

在奖金处于 30 一 59 元的位于平均水平上下的三档数额时
,

青年激励分持续在 。分以

下 , 一超过 60 元之后
,

激励分剧增 , 超过 8。元后
,

激励分又大落
,

使青年职工的驼峰曲线的峰
谷加深加宽

,

后峰高于前峰
,

陡然耸起
。

中年 (指 31 一 49 岁 ) 职工的曲线表 明
,

`

在 许多 奖

金段中
,

中年职工的激励分都高于老年
、

青年
,

即使是平均奖
、

中等数额的奖中年 职 工 激

励分也是最高
, 甚至是 10 一 1 9元

飞

的月奖也使
r扣年职工较老

、

青年职工最高的激励分还高
,

或

者当奖金超过 80 元时
,

其它职工的激励分下降了
,

中年职工的激励分则依然上升
,

为最高
。 、

这使中年职工的曲线峰顶峰谷趋于平缓
。

老年职工 ( 50 岁以上 ) 的曲线表明
,

10 一 i9 元的奖

金的相应激励分为 一 1
.

3 33 (界于
“
很少如此

”
和

、

“
完全不是

” 之间 )
,

是全部被试中激励

分最低的
。

把老年职工与中
、

青年职工比较
,

可以发现老年职工 曲线的特点
:
与低奖金相应

的激励分
,

老年最低
,

与中等奖金额相应的激励分老年居中
,

与高奖金相应的激励分老年最

高
,

但超过 80 之后的奖 金老年 的激励分不沙口中年
。

这使老年职工的驼峰曲线的双峰落差最

大
。

、

这说明
,

奖金在总体水平上对中年职工有最大的激励
。

低额奖金对中青年职工都有激励

作用
,

但对老年职工无激励作用
。

高奖金对青
、

老职工激励作用很大
。

而中等上下数额奖金

对青年的激励很低
。

图 3
。

不同年龄组职工奖金与激励关系图 图 4
.

04 和 09 厂职工奖金数额与激励关系图

九姚几
队脚 力

(注 , 两厂 10 一 19 元人数及 04 厂 60 一 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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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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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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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奖金拉开差距大与奖金差距小的两厂的比较

图 4是编号为 04 和 09 两厂被试奖金数与激励分的比较图
。

似厂职工奖金差距不大
,

在 10丫

6 9元之间
,

其中9 2 , 3% 的裤试奖金集中在 30 一 59 尽
·

。。厂职工奖拿差距拉得大
,
从 10 一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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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
,

且被试分散在各档次中
。

图 4 表明
,

04 厂职工激励得分均在 。分以下
,

09 厂职工激励

得分均在 。分以上 , 09 厂在各种奖金额水平上都获得比04 厂高得多的激励分
。

统计表明
,

09 厂

奖金额与激励分的析关系数
r
为 0

.

2 5 5 5
,

高于总体样本两者的相关系数 。
.

1 2 9。

04 厂两者的相

关系数 r为 一 。
.

16 5。

这说明
,

在奖金拉开差距的厂
,

奖金的激励作用大
,

且这杯激励有随奖

金数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

在奖金差距小的厂
,

奖金的激励作用很低 , 奖金额增加
,

激励力量

并不增大
。

(五 ) 不同文化程度和职别的职工奖金额与激励分比较

表 3 为不同文化程度
、

不同职别的职工奖金与激励分比较表
。

表中数据表明
,

拿相同数

颇的奖金
,

文化程度低的职工激励分高
,

文化程度高的职工激励分低 ; 工人激励分高
,

干部

激励分低
。

但当奖金超过 80 元时
,

文化程度高的职工和干部的激励分陡增
。

表 3 不同文化程度
、

职别的职工奖金与激励分比较

职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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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租度

它表明奖金对文化程度低的职工和工人的激励作用大
,

对文化程度高的职工和干部激励

作用小
,

但超高奖金 (两倍于平均奖数额以上 ) 对文化程度高的职工和干部有很高的激励
。

(六 ) 各类职工奖金在工资中的比例及激励均分的比较

表 4 是各类职工奖金在工资中的比例及平均激励分的比较
。

表中数据表明
,

( 1 ) 激励

分最高的是奖金拉开差距的厂的职工
,

其次是文化程度低的职工
,

再次是中年职工
。

激励分

裹 4 各类职工平均激励分与奖金在工资中的比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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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是奖金差距不大的厂的职工
,

其次是文化程度高的职工
,

再次是青年工人
。

( 2 ) 随

文化程度的升高
,

激励分下降 (如图 5 )
。

( 3 ) 工人激励分高于干部
。

( 4 ) 女职工激励

分高于男职工
。

( 5 ) 中年职工激励分高于老年
,

老年职工高于青年职工
。

它还表明
,

奖金在工资中占比例最高的是奖金差距拉大的厂
,

其次是青工
,

再次是奖金

差距小的厂
。

比较奖金在工资中的比例与激励分的顺序可以发现
,

三个奖余在工资中比例高的单位 ,

护 令2 甲



图 5
.

不同文化程度奖金与激励的比较 图e
.

不同职g J l奖金激励作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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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激励分或是最高或是最低
,

说明激励与奖金在工资中的比例无关
。

统计表明
,

两者的

相关系数
r
为幻

.

0 8 1。

三
、

结 论

奖金对企业职工具有激励作用
。

但奖金的激励作用的大小并不是随奖金数额的增加而增

加
,

减少而减少的
,

而是低顿奖金与高额奖金的激励作用较大
,

中等数额的
,

相当于平均奖

水平的奖金的激励作用最小
。

亦即除了高奖金有高激励外
,

低奖金也有高激励
。

这使激励曲

线有两个高峰
,

如骆驼的双峰
,

我们把奖金激励的这种现象称为奖金激励的驼峰效应
。

研究表明
,

低额奖金对文化程度低的职工
、

女职工和中年职工有较高的激励
,

对男职工
、

青年职工傲励较少
,

而对老年职工无激励
。

高额奖金对青年职工
、

老职工
.

文化程度高的职

工和干部有较高的激励
。

中等数颧的奖金对青工
、

干部和文化程度高的职工的激励尤低`

奖金拉开差距的厂
,

无论发多少奖金
,

它的激励作用都要比奖金差距小的厂发的奖金的

激励作用大得多
。

奖金的激励作用与奖金在工资中占的比例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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