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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项奖励的系统设计思路 

多元化激励机制的设计，越来越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关注的

内容。即使在薪酬激励机制方面，企业也在不断探索绩效工资、年终

奖等激励方式，但由于绩效工资机制、年终奖机制需要一定的政策稳

定性，而企业面对市场需要加强快速的应变能力，这同时为人力资源

激励机制提出了“适应性”、“灵活性”的要求，因此，近些年，“单

项激励”机制由于在奖项设计上的灵活性、明确的策略导向性、灵活

的年度调整性等特征，成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普遍“追捧”的一

种激励方式。 

根据结合东方慧博公司对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整理归纳魏向辉

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房地产行业单项激励成功经验，我们认为企业设

计单项激励机制时，同样需要系统的思考，并需要以企业业务流程的

管理以及考核机制为执行基础，否则单项激励机制及其容易带来负面

的作用。 

一、 专项奖励的设计原则 

（一） 以确保公司的整体收益和品质为前提：专项奖励的

落实需要保证企业的整体利益和目标实现为前提，避免员工为了专项

奖励而“急功近利”，只盯着自己的局部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 

（二） 专项奖励是企业为了激励员工实现更高的公司经营

目标而设计的奖励，是员工为组织创造的超额收益或节约的成本的奖

励，而不能作为日常基本或基本工作的激励。同时，在日常基础工作

未达标时，无法获得专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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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项目或任务的预算管理和计划管理（年度或全周

期）为前提：专项奖励有效实施的关键之一是必须有项目预算和计划

管理机制。 

（四） 以完善、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为基础：专项奖励离

开严格的评估和考核无法进行有效、客观的评估，将导致专项奖励的

滥发，极大伤害组织的内部公平性和激励性。 

二、 专项奖励的种类 

专项奖励可以奖励个人也可以设计为奖励团队 

（一） 主要是通过个人或团队努力争取或完成的：个人整

合各方面的资源，通过有效途径实现或完成了一项与其个人日常

绩效考核内容之外的工作，为公司实现了更多收益。例如：财务

管理中，主动为公司在税收政策方面争取了到退税或税收优惠政

策，可以根据公司在税收方面的收益设计专项奖励。 

（二） 拓荒性、开拓型任务：公司缺乏必要的资源积累，

属于拓展型业务，需要个人或团队打开局面或奠定良好的发展基

础。例如：商业或工业地产项目公司（或城市公司）总经理，在

公司各项任务指标完成情况下，主动维护地方政府或机构关系，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为项目争取了更多税收或其他政策，为

项目的后期运营管理和招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可以针对“政

府关系维护”设计专项奖励。 

（三） 工作任务“不可逆”，工作结果的质量对后期收益有

决定性的且长久的影响。例如：地产持有型物业项目，对项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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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专项激励可以设计为：预算阶段明确时间节点、成本控制线、

质量控制线，项目公司在项目交付时，按照计划在规定时间完成

全部任务以及改进任务，并达到任务底线标准要求的，在项目公

司、工程部、物业公司等各方签字情况下，方可按照实际成本或

任务完成情况，针对“交付”设计专项奖励，预留项目全部激励

的 10-15%做项目全部达标收结的专项奖励。 

（四） 超额完成任务的。主要体现在销售类工作，例如：

销售团队在完成销售业绩的前提下，在享受佣金基础上，针对超

额完成部分或超出预售价部分设计专项奖励，通常在项目经营目

标责任书中提前做出约定。 

三、 专项奖励的实施体系支撑 

企业的专项奖励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专项奖励的激励作

用，除了建立专项奖励管理办法外，更需要企业业务运营管理系统的

全面支撑。首先需要企业建立完善的经营生产的计划管理及预算管理

体系，如果这两方面缺失，将很难为专项奖励提供评估依据；同时，

企业的考核评估机制也必不可少，有效地评估机制是识别优秀人才工

具，缺乏公平公正的评价，各种奖励将沦为“普惠”的福利，甚至引

发企业内部的“不公”，企业“花钱”换得却是“抱怨或不满”；最后

完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可以为专项奖励提供了便利的、公开公正的操

作环境，既可降低管理成本，又能提升员工对企业奖励机制的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