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2月31日

·激情 创新 执行·

7 专 题

企业文化

宣讲
自习室

绩效考核本是进行目标管理的有效手段
之一，通过绩效考核以成果为依据进行奖惩
可以做到公平;绩效考核确定了考核项目，利
于被考核人以绩效为中心开展相关工作;绩效
考核中的 PK 因子可以释放人的潜能;绩效考
核可以让被考核人压力大增，进而产生动
力。总之绩效考核好处多多，我想这也是很
多管理者钟爱绩效考核并大行其道的主要原
因。

企业绩效考核，到底是重过程还是重结
果，当前大部分企业年终考核主要是考核看
得见的“结果”，结果考核是一种“事后管理”
的模式，弊端是会使被管理者为达到结果目
标，做出一些短期行为，不利于企业长远发
展。我认为绩效管理应该是过程管理，而不
仅仅是结果考核。有好过程就会有好结果，
如果不好的过程产生了好的结果，这说明这
种结果是偶然得来的或是投机取巧获得的，
不可能重复，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目前大部分企业也从过去的简单考评向
对整个执行过程的管理进行改进，评估方式
从以往的“重结果轻过程”向“结果与过程并
重”转变。采用绩效考核进行管理是很多公
司通常采用的管理方法，但是现在很多企业
只重视结果考核，忽视或缺乏过程中的指导

与监督环节。
如今我们依然有很多人崇尚“不管白猫、

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是在这种
思想的指导下，为了抓住老鼠成为好猫，白猫
和黑猫们想尽千方百计、使出浑身解数，不管

“黑招”、“白招”全都用上也就不足为奇，是意
料之中的事。

还有就是迷信“压力产生动力”，压力确
实是能产生动力，但是无数的案例告知我们，
压力必须控制在合理的承受范围之内，不能
过大，压力过大，将会导致员工精神状态萎靡
不振、酗酒、失眠、脾气暴躁等，更有辞职、跳
楼等你不想看到的情况出现，完全背离了加
压的初衷。所以压力要给，但必须在承受范
围之内;压力要给，但必须给释放压力的方法。
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过程指导与监督环节必
不可少，下面谈谈我对绩效管理的几点体会：

一、要有健全的组织，要有明确的部门职
能划分，清晰的岗位职责，标准化的管理流
程，否则，工作目标的分解，实施及考核很难
实现；

二、要有较高素质的各级员工，绩效管
理讲究授权式与参与式领导方法。员工通过
自我管理达到个人绩效目标，这就要求各级
管理者有高水平的管理技能及对下属的业务

有深刻了解，同时需要一批职业素养较高的
员工；

三、公司的文化要与绩效管理思想相吻
合，绩效管理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考虑公司
文化与管理风格，企业需要审视自己的企业
文化与绩效管理的结合；

四、要综合运用绩效考评结果，如目标计
划的制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及企业文
化等方面系统地运用，不是单一地运用于工
资扣罚或奖金分配而浪费掉企业耗费大量人
力物力而产生的绩效考评结果；

五、加强对被考核人员的监督和指导，明
确规定哪些“红线”绝对不能碰，哪些做法绝
对不能做等进行不断的宣传和监督，同时多
组织一些围绕如何提高绩效的培训和经验交
流会，为他们提供帮助，协助其达成绩效。

绩效考核是建立在正确看待考核的基础
之上的，如果把绩效考核仅仅看成是冷冰冰
的奖惩手段，打心眼里不认可、不接受，再优
秀的考核方案，再合理的考核指标，也不可能
对工作产生有益的帮助，反而会不自觉的予
以抵触。反之，能够正确的看待绩效考核，把
它作为帮助自己进步的工具，接纳它，实践
它，优化它，真的可以从中汲取到促进个人综
合素质提升及职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过程与结果”并重,绩效为主的评价哲学

资金财务中心 翟瑞君

没有谁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选择不断
完善自我。我是一个不爱读书的人，但我的
工作需要我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
所以我选择了《工作中的自我修炼》这本书，
来改进我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很多人讲，职
场如战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脱颖而出，这
也不失为一种修行。每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可
不能一样，就像每个人的长相可不能一样，相
由心生，每颗心都有自己的感悟和归属。所
谓“正心”个人认为就是摆正自己的心态。其
中讲到匠人，秋山木工培养一个匠人需要经
历8年长久的过程。我认为开始是磨砺，后来
就是沉淀，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让匠人明白心
态的重要性。工作，最主要的是对工作有一
种发自内心的喜欢，是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有
一种必定要做的不出一点失误的决心，是端
正的心态，这才是能够成为真正的“匠人”的

原因。
本书中则最重要是要求树立正确的工作态

度，这不仅是个人成长的起点，更可以深入理解
为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对于工作这一行为，很
多人只是简单地将工作视为累积财富的途径，
忽视了工作本身可能带来的乐趣。如若一半生
命都花费在机械式日复一日的埋头苦干，花在
抱怨不满上，那这个人必定会失去许多学习和
提升自我的机会。但当你认真对待一份工作的
时候，你的心性就会变得不一样。

修是培养，术是技术，字面上来说就是培
养技术，但修术说的又不仅仅是培养技术，修
的更是一种品格，一种能力。就像书里说的
时间管理能力。根据书中提示的方法，我决
定建立一个日程表，确定工作内容的先后顺
序，保证精力放在一件事情上，形成自上而下
的行动管理，提高做事的效率。改掉追求完

美、导致拖延的习惯，复杂的工作划分开简单
做，减少工作的阻力。心无杂念，增加一点钝
感力，在繁重的工作中也能泰然处之。

“精进”就是在已经掌握且有一定的基础之上
进行更进一步的学习，练习，充实。要想成功
掌握一门技能，就不断的去刻意练习，在练习
的过程中吸收经验，只有这样才会有进步，才
可能达到“精进”。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成功
的路上布满荆棘，在困境来临的时候，我们唯
一能做的，不只是拥有克服困难的意志，还要
有历经磨难的信念，在困难中不断完善自己，
提高自己。学会与工作相处，在工作中磨砺
自己，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盈而厚重。
工作即修行，将过往的风景，描摹成心中永不
凋零的那抹春红。

《工作是最好的修行》读后感

营运部 郭培

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感觉挺有意思
的，对自己启发挺大，这句话是这样的：“任何
一群人中，都会同时有两种角色在：退出者和
坚持者。而其中的退出者在补贴坚持者”。

第一个现象：比如一个电子书会员，三万
本电子书，随便看，每年不到 200 块钱。我感
觉这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服务，是中国图书
市场的一个bug，反正我作为读者简直是有一
种负罪感……每天更新几十本，大部分都是
新书和好书，每年不到 200 元随便看，还有全
站全文搜索，就好像做梦一样。电子书会员
之所以能这么便宜这么好用，背后的机理是
什么？就是这句话：退出者在补贴坚持者。
买会员的人那么多，如果人人都看，不可能是
这个价格。所以谁占了便宜？就是坚持看的

人。谁吃了亏？就是买了但是不看的人，这
就是用户之间的互相补贴。

第二个现象健身房也是这样。买了会员
卡不去的人，在补贴天天去健身的人。

第三商业也一样。任何一个行业，比如，
前几年的共享单车、出租公寓、电动车，热的时
候，资本、人才往里面拼命地涌入，乱象丛生、一
地鸡毛。但是几年后你再看，留下那么一两家
占据这个赛道，这个过程叫创业市场的出清。
这里面只有成败关系吗？不是其实还有一重关
系，是补贴和被补贴的关系：所有的退出者都在
补贴坚持者。退出者以为死了就是了了。不，
还有后续呢。退出者的企业死亡了，但是它释
放出来的资源还继续在补贴那些坚持下来的企
业。他们花钱、花时间为坚持下来的人，教育市

场、培养人才、养成供应链。
第四纸质图书其实也一样。有人说，买书

吧。买书，看了，你是个知识分子。买书，不
看，你是个慈善家。因为你在补贴看书的
人。细想一下还真是，如果只是靠买了书就
看的人买书，书也就不用卖了。所以，如果你
不缺钱的话，看了好书，就要买。买了不看也
是做好事。

你看，这个世界多有意思。市场经济中，
不仅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对关系，还隐藏
着使用者和补贴者这一对关系。补贴者的存
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市场，没有他们，根
本就不成立。

我们的成长路上，不只是在和敌人战斗，
我们还在等待那些同行的退出者的补贴。

读“补贴者”有感

营运部：高廷岐

中国女排是世界排球队伍中一支创
造奇迹的团队，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现

“五连冠”起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的逆
袭，她们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多枚珍贵的
金牌，而且还有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学习
的团队精神。

学习女排勤学苦练、勇于进取的精
神。姑娘们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与
她们平时精湛的职业技能、缜密的战术
和刻勤苦练的训练是分不开的。作为公
司中的一员，要不断学习管理知识，提高
自身素养，把学习成效转化到实际工作
中，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检验学习成效，及
时发现自身不足，补齐能力短板，增强工
作本领，切实提高管理工作水平。

学习女排团结拼搏、敢于奋斗的精
神。多年来，姑娘们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逆袭，靠的不是运气，赛场上她们时刻相
互提醒补位，不计个人名利，真正做到扭

成一股绳，产生让对手畏惧的强大气
场。这种团结是真正的团结，是为荣誉
而战、国家而战的伟大团结，没有团结就
没有今天的女排成绩。如果一个团队想
要取得骄人战绩，团队作风一定要一身
正气，一盘散沙，不注重相互补位，不懂
得互相保护怎能挑战强大对手。作为公
司中的基层管理者，每一次成功的背后
都需要付出不为人知的辛勤和汗水。在
工作中要切实强化实干担当，多下基层
实地考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齐
肩战斗时应多看看自己的队友，取长补
短，相互补充，才能够更好的团队协作。
当下，在集团创“百年企业”的伟大愿景
中需要这种大团结，团结可以战胜一切
困难险阻，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引用电
影《夺冠》中教练的一句话：没有你、没有
我，只有我们！

将人思考的系统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
虽然我们都知道直觉反应可能会错，但有时
会更相信自己的直觉，我们以为仔细思考后
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丹尼尔
用各种案例与实验再告诉我们系统一二的区
别。

大多数情况下，人是懒惰的，思维也是懒
惰的，我们更喜欢用直觉去思考问题，曾经自
以为是，但是在涉及选择方案的时候自认为
100%正确的正好是思考的陷阱。

在这本书里，感悟最深的就是思维困境。
我们会无意识的选择，进入思维谬误，一旦有

自我损耗，面对相同的事物的评价各异，我们
认为的公平恰恰是不公平的。反而给我有了
思考的空间，面对新事物时会考虑到启动效
应、光环效应、锚定效应，在看到旧事物时会
出现情理之中的吃惊小于意料之外的情况，
也会存在认知放松的窘境。

但是作者也说了，认识到自己的偏见有助
于团队合作。书中很多的思考谬误都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会犯的错误，了解自身思考的局
限，及时听取不同的意见，了解彼此的看法，
能够有助于团队的成长。

阅读《思考，快与慢》就像一场旅行，我们

走出了家乡，走出了自身的局限，我们看到世
界之大无奇不有，看到了与我们相似的人群，
找到了归属感；我们遇到不同想法的人群，发
生了思想的碰撞擦除新的思维火花，经历过
之后更加确信某件事，虽然书中会说到眼见
不一定为实，你所认为的现实可能是自我虚
构的幻境，但是去感悟一番也是别有滋味。
这场旅行中我迷失了自我，因为发现自己过
去错的一塌糊涂，但是转念一想，错中也是有
对的成分，明知一些思维方法是错的，反而能
更加明白看待问题的方法，睡了一觉以后，又
是新的开始。

《思考快与慢》心得体会

营运部：郭永利

《夺冠》观后感

一、天安集团企业文化回顾
以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体现

我们的忠孝悌，以依法守规、义利兼顾、
创造价值为核心价值观；

董事长的治理企业的核心思想是儒
家文化的五常，也希望我们通过五常的
理念来形成和建设我们自己的思想体
系，同时按照此理念开展我们的制度建
设和思想教育等各项工作；

董事长希望我们在企业内形成一个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生态圈，企业的治
理和个人的成长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层次
进行发展，同时也不可偏其一者而发展，
那我们的生态可能就会出现失衡，进而
导致企业走向消亡；

董事长最终希望我们培养和打造一
支“忠、孝、悌”的队伍，来实现我们企业
的长治久安和百年梦想。

二、简述结果、过程、绩效的概念
过程就是事物发展所经过的程序、

步骤、阶段；
结果本指植物长出果实(开花结果)，

现常用义为事物发展的后续影响或阶段
终了时的状态，还有较罕见的意思就是
杀死(黑话)。

绩效，是一种管理学概念，是指成绩
与成效的综合，是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行
为、方式、结果及其产生的客观影响。在
企业等组织中，通常用于评定员工工作
完成情况、职责履行程度和成长情况等。

三、不同的维度解读过程与结果并
重的理念

1、企业发展和追求利益的维度
从我们集团的企业文化和愿景目标

大家可以看出，我们企业的发展从长远
来看更加注重的是“过程”管理大于“结
果”管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创百年企
业”。也就是我们更加重视长远发展和
长期利益的取得，也就是企业在发展到
一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长期目标的
实现，适当牺牲部分既得利益。这就对
过程管理的要求比较高，对我们各级管
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要求更高。当然这不
是说我们就不注重结果，实则我们更加
重视的是阶段过程和结果的管理。因为
这是保障企业生存和实现长期发展的重
要保证。

在现实的社会中，也有许多以结果
为导向的企业和行业，为追求短期利益
最大化，对过程的要求就相对弱一些。
比如一些季节性强的行业、处在夕阳行
列的产业、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的行业、
受政策影响大的行业、夫妻店、小作坊等
等，当然这不是绝对。大部分可能是这
样，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用我们的大白
话讲就是，能赚一天算一天。其实实际
社会发展中也有许多的百年老店、大企
业最初也是夫妻店或小作坊。

2、管理者的维度
从管理者的维度来看，个人认为高

层管理人员更多关注的是结果，但这并
不代表高管层不关心过程，因为他们更
多的职责和任务是关注企业的发展方
向、重大事项的决策等工作，也就是结果
导向大于过程导向。

从中层管理者的维度来看，个人认
为中层管理者将“过程”和“结果”并重，
从计划、组织、实施、监督的角度闭环落
实工作。在天安19年的工作历程中给我
的体会是中层管理者在经营管理企业的
过程中更加体现了我们集团“过程”和

“结果”并重的绩效评价哲学。比如在干
部的评价、选拔、调整、年度、月度、日常
工作的考核等过程中无不体现着“过程”
和“结果”并重的理念，也就是“过程”和

“结果”并重的管理导向。
从基层管理者的维度来看，个人认

为基层管理者的重点是做好过程，从执
行、落实的角度开展工作。这个环节的
工作好坏决定着结果的好坏，所以个人
认为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基层管理
者的过程管理好还直接决定着企业成长
和发展，也就是这个环节的“过程”导向
大于“结果”导向。

3、绩效考核维度
绩效考核是一个相对综合和全面的“过
程”和“结果”评价体系，既对我们的管理
过程和形成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也
对我们形成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奖惩。更
重要的是对我们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和个
人的成长做出评价和指导，以便以更好
的更合适的过程取得更好的结果。所以
从绩效考核的维度来看绩效考核是“过
程”与“结果”管理的维护和保障体系。

四、过程与结果的自我认识
接下来我想用佛家、道家的一些理

念进一步对“过程”和“结果”的理念进行
我个人认识的一个简单阐述。大家都知
道佛家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核心是“因果
理论”，也被引用到了企业管理中，比如
大家熟知的管理工具“鱼骨图分析法”就
是基于因果理论，所以也叫“因果图”。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探讨这个话题，在学
术界和很多企业管理人士对于过程和结
果管理谁更重要的争论很多，在我看来，
其实是大家把过程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单
一化了，过分强调和放大一者的结果。
是一种比较片面和极端的认识。所以我
引用佛家的“因果理论”就是想说明没有
因哪有果。果的产生是在各种因缘（因
是种子或目标，缘是条件或措施）聚合的
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追求结果其实是
一个聚集能量的过程。在我们管理过程
中就是人为的把各种实现目标的有利因
素进行组合，并进行控制和引导，从而实
现我们想要的结果。

最后，用道家的“道德经”第三十三
章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知人
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说我们要想实现
我们想要的结果，一定要综合的、全面
的、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内在的、外在的各
类因素，不能碎片化的、片面的、肤浅的
认识周围的一切事物，这样才能制定出
理想的行动方案。其次不断的修正自己
和认识自己，才能坚定和明确自己的方
向和目标（我们人从出生的一刻开始，就
接受的是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教育，所
以导致我们人越来越迷失自我，所以认
识自己比认识外部更重要）。

浅谈过程与结果并重、绩效
为主的评价哲学

天然气公司经理 曹利平

财务部 华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