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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激励理论一直是管理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在20世纪60-80年代，激励研究曾有过一段黄金时期，产生了许多富有持续影响力的激励理论。
比如，双因素理论、需要理论、工作特征理论、认知评价理论，等等。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除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委托代理理论掀起一股激励研究高潮之外，传统的心
理学视角的激励研究就一直归于沉寂。
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研究停滞不前？
②目前的研究工作中到底遇到什么困难？
今后的研究工作将往哪些方面发展？
③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④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开始反思传统激励理论的研究，并选择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激励理论创新作
为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在思考、研究的过程中，受到了众多研究者智慧、思维的启迪。
　　传统激励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领域：经济学、心理学以及管理学。
纵观这三大领域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传统激励研究有以下几个不足：（1）各理论路线的激励研究
各自为政，很少进行交叉性研究，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很少将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纳入分析框架之内
，而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又很少将个体的社会文化动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2）缺乏对激励互动双方
之间关系的探讨；（3）缺少对激励主客体同一情况的考察；（4）缺少对各种行为动力的整合；（5）
缺少一种整体的、动态的研究观。
　　为解决上述缺陷，本书提出人为激励的概念。
这个概念受到了熊川武教授的“全面激励理论”以及苏东水教授“人为为人”东方管理理念的影响。
人为激励认为：“激励本质上是一个主客体的交互过程，即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激励主体采用一定
的手段激发激励客体的动机，使激励客体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同时，激励客体也会主动采取一些手段来诱导激励主体的行为，使激励主体表现出激励客体想要的行
为。
”本书也尝试性地提出人为激励模式，认为真正有效的激励体系应该包括自励系统、他励系统以及互
励系统，它们的本质特征分别为“人为”、“为人”以及“人为为人”。
本书还对人为激励模式的哲学基础、人性假设、系统架构、应用评价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当然，本书仅仅对人为激励理论的框架作了初步研究，还有更多的理论问题值得探讨。
比如本书仅讨论了自励的测评问题，而没有对他励、互励等系统测评进行探索。
这也将是笔者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总之，本书的主旨是基于东方管理的视角，力图建构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之上的人为激励
模式，为企业实践提供一个具有实用性的综合分析框架。
然而，这仅仅是笔者的一种主观愿望，限于自己的能力、水平，书中不免有错漏之处，请读者不吝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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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人为激励的概念。
这个概念受到了熊川武教授的“全面激励理论”以及苏东水教授“人为为人”东方管理理念的影响。
人为激励认为：“激励本质上是一个主客体的交互过程，即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激励主体采用一定
的手段激发激励客体的动机，使激励客体朝着一个目标前进。
同时，激励客体也会主动采取一些手段来诱导激励主体的行为，使激励主体表现出激励客体想要的行
为。
”本书也尝试性地提出人为激励模式，认为真正有效的激励体系应该包括自励系统、他励系统以及互
励系统，它们的本质特征分别为“人为”、“为人”以及“人为为人”。
本书还对人为激励模式的哲学基础、人性假设、系统架构、应用评价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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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东方管理学视角的人为激励创新　　1.2　传统激励研究过程的反思　　任何创新
都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本书探讨的人为激励模式同样基于对国内外激励研究的梳理、反思。
　　1.2.1　西方激励研究进展　　激励作为管理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
度关注。
从传统来看，西方对激励理论研究的路线大致有三条：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
下面逐一进行简要回顾。
　　1．心理学的激励理论研究进展　　一般而言，心理学的激励理论往往是与需要、动机联系在一
起的。
从历史上来看，按照时间的推进，心理学的激励理论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享乐说（hedonism
theory）、本能说（instincttheory）、驱力说（drive theory）、强化说（reinforcement theory）、人本说
（humanism）、认知说（cognitive theory）、社会学习说（social learning theory）等。
　　（1）享乐说。
　　享乐说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后来经过洛克（Locke）、边沁（Bentham）等的发展而至极致。
享乐说认为，个人有一种趋利避害、追求快乐、回避痛苦的倾向，因而人们的行为总是遵循着享乐原
则。
基于这种假定的激励思想就是要理解哪些事物让人们快乐、哪些事物让人们痛苦，给予人们快乐的事
物就能达到激励的效果。
这种理论听起来似乎很完美，也很难被驳倒，毕竟只要适时将某些事物定义为行为的快乐和痛苦来源
，就可以天衣无缝地解释一切行为。
这种不能被证伪性决定了它的不科学性。
事实上，这样的理论很空洞，没有任何实际的操作价值。
也正因为如此，心理学家逐渐从不同的角度细化人们的需求和动机，并据此提出一些富有可操作性的
激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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