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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企业经营带来了非常多的发展机遇，企业为了在市场环境下占据先机，就必须提高市

场核心竞争力。人才作为支撑企业发展的根本，人才的知识、能力是支撑企业实现长期经营发展的关键。

相较于技能型员工，知识型员工能够发挥出的价值往往很难直观呈现出来。本文对知识型员工进行分析，

并对隐性价值评估中的知识型员工激励模型提出个人看法，希望为关注知识型员工个人价值的人群带来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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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for enterprise management has brought a lot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occupy the opportunity in the market environment, we must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arket. As the foundation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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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talents’ knowledge and ability are the key to support the long-term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Compared with skilled workers, the value that knowledge workers 
can bring into play is often difficult to show directly. This paper analyzes knowledge workers, and 
puts forward personal views on the incentive model of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tacit value eval-
uation, hoping to bring reference for people who pay attention to the personal value of knowledg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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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大环境下，知识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知识型员工作为知识的

核心载体，为了激发知识型员工的工作动力，企业必须明确知识型员工自身存在的隐性价值，并以隐性

价值为核心来为知识型员工提供更多激励。因此，有必要对基于隐性价值评估的知识型员工激励模型进

行分析，以此来为知识型员工提供更多工作驱动力。 

2. 知识型员工激励综述 

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知识型员工可以利用脑力解决很多技术型员工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知识型员

工创造的价值无法直接表现出来，因此很多企业为知识型员工提供的薪资待遇往往无法匹配知识型员工

的个人能力，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欲望。为了让知识型员工在企业经营发展阶段发挥

出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借助科学合理的激励方式来增强员工工作时的驱动力。激励机制可以通过货币资

本与人力资本的合理分配来满足员工的经济性需求。 
在企业经营发展中，知识型员工具备知识资源与创新能力，因此知识型员工的隐性资本往往难以直

观呈现。知识不仅包括专业知识，如工作经验、技能技巧等都是知识的外在体现。有学者认为，知识型

员工的隐性价值在于自身隐性资本在溢出之后能够额外为组织提供的价值。即知识型员工在工作中发挥

出的超出岗位限制的个人价值，在对知识型员工进行激励时，主要激励对象便是超出岗位带来的价值激

励。如果这部分激励能够满足员工的个人需求，员工就会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如果员工觉得这部分激

励比不上自己发挥出的潜在价值，员工的工作动力就将受到影响。 

3. 知识型员工隐性价值特征分析 

知识型员工是以脑力知识为工作核心的员工类型，因为知识型员工大多只会为企业提供间接价值，

因此员工隐性价值特征分析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知识型员工的了解。 

3.1. 增值性 

知识型员工的隐性价值非常突出，隐性价值具备高增值性的特征。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经营中生

存，就必须正视知识型员工的关键价值。知识型员工可以借助知识来打破企业经营结构，进而帮助企业

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如果说技能型员工能够保障企业经营阶段的经营发展下限，则知识型员工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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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高企业经营发展上限。一旦知识型员工群体发挥出自身的隐性价值，就将会导致企业经营质量在

短时间内飞速提高，这也是知识型员工隐性价值增值性的一种体现。 

3.2. 隐蔽性 

由于知识型员工的隐性价值无法外显，因此知识型员工隐性价值存在隐蔽性，企业往往无法通过外

界表象特征来分析知识型员工的隐性价值。人们在学习期间掌握的各种知识技能往往属于显性知识，这

部分知识可以被他人模仿并学习，而隐性知识则无法被人模仿，因此对于知识型员工而言，个人隐性价

值便是自己在企业中的核心竞争力。只要知识型员工能够在企业中潜移默化地发挥出自己的隐性价值，

就可以在企业经营发展阶段变得难以替代[1]。 

3.3. 动态性 

知识型员工的个人隐性价值是在个人经历、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集合，因此隐性价值往

往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人特质，人们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个人隐性价值将会逐渐提升。所以隐性价

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动态变化，知识型员工将会不断综合自身原有的知识体系，在整合知识的

过程中创新知识，以此来体现出个人的隐形价值。 

3.4. 基础性 

从某种角度出发，知识型员工的个人显性价值就是以个人隐性价值为基础所体现的一种个人能力，

因此隐性价值的提高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反馈到显性价值中。所以隐性价值具有基础性，如果能够借助隐

性价值分析来帮助知识型员工正确认识自己的个人能力，就可以让知识型员工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将隐性

价值转化为显性价值。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知识型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对于组织环境的依赖性较高，因为

隐性价值本身便具有侧重点，所以为了让知识型员工在企业经营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必须综合

员工的实际情况来优化员工所处的组织环境，否则员工隐性价值将无法挖掘出来。 

4. 以隐性价值评估为核心的知识型员工激励模型分析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知识型员工激励时，其研究重点往往在于显性激励，通过从隐性价值的角度分析

激励模式，可以在降低激励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激励效果，进而让知识型员工在企业经营发展中最大

限度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与价值。 

4.1. 知识型员工效用分析 

激励的核心目的就是满足企业员工的内心诉求，学者马斯洛在需求理论中将需求划分为生理、安全、

社交、尊重、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面，五类需求相互影响、共存。通常情况下，在低层次需求满足后才

会出现高层次需求。因此为了通过激励的方式来满足知识型员工的切实需求，就必须详细分析员工需求，

只有这样才能让激励工作的开展变得更加具有针对性。 
通过将知识型员工需求划分为显性、隐性需求两大类，可以从物质、精神等多个维度来满足员工的

实际需要，进而让知识型员工在企业发展阶段发挥出自己真正的价值。通过将 U1 视为个人效用，R、M
表示物质、非物质激励，知识型员工的效用函数大致如下： 

( )1 ,U H R M=  

其中 R 对 M 的边界替代率将会逐渐递减，当知识型员工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就将会逐渐产生高层

次需求，此时以隐形价值为核心的个人能力便会成为知识型员工获得高层次激励的关键。在如今时代背

景下，知识型员工的价值很难直接表现出现，知识型员工本身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在基础物质满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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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追逐更多精神满足，因此在为知识型员工提供激励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物质激励，还必须重视由

精神激励所带来满足[2]。 

4.2. 基于隐性价值的激励模型指标 

相较于非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的核心价值便是自身的隐性价值，而建立激励模型则可以刺激员

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隐性价值。隐性价值的评估指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自我认知。充分的

自我认知可以让知识型员工了解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并帮助员工坚定未来发展目标与方向。自我认知还

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职工实现自我激励，进而让职工在积极的心态下完成自己的各项工作。第二，专业

技能。专业技能不仅包括岗位知识与技能，学习能力、工作创新能力都是专业技能中隐性价值的体现。

只要员工能够结合当前环境的实际情况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就可以最大限度在岗位中发挥个人价值[3]。
第三，社交能力。在社交能力中，团队协作、沟通等能力都是社交能力的体现，只要员工能在复杂的职

场环境中融入集体，就可以让各项以团队为基础的工作变得更加顺利。第四，个人素质。身体、心理、

道德、文化等素质都是个人素质的体现，个人素质无法直接以技能的方式体现在工作中，但是却可以潜

移默化地释放出员工的隐性价值。表 1 为知识型员工隐性价值激励指标权重。 
 

Table 1. Weight of tacit value incentive index 
表 1. 隐性价值激励指标权重 

隐性价值 指标变量 权重 

自我认知 自我激励；目标感等 2.54 

专业技能 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 2.48 

社交能力 团队协作；沟通能力等 2.46 

个人素质 身心健康；道德素质等 2.52 

4.3. 隐性价值下的激励模型设计 

为了方便分析，需要引入如下假设： 
假设 1：知识型员工追求资格效用最大化； 
假设 2：薪资与绩效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存在边际递减情况； 
假设 3：激励与员工工作态度存在互补性； 
假设 4：知识型员工隐性价值不同，员工对激励的感受程度与隐性价值相关。 
非物质激励可以用 M 来表达，Mx 为 x 次激励的强度，因为激励强度本身并没有客观计量标准，所以

可以简单将其定义为 5 分制强度。非物质激励单位成本为 p， 0p C M= ，其中 C0 为激励量 M 的总成本。 
若物质激励为 R，非物质激励为 M，则 ( ) ( ),R R V M M V= = ，其中 V 为隐性资本溢出。此时企业在

激励期间付出的成本为 ( ) ( ) ( )C V R V P M V= + ⋅ 。如果企业激励、非激励成本固定，就可以利用(R, M)来
激发员工的隐性价值。 

在成本曲线 C 固定的情况下，如果在 C 上取 P 点之外的任意两点进行物质、非物质激励组合，组合

能够达到的激励效用往往小于 P 点效用，此时将会影响员工隐性价值的发挥。在员工效用曲线 H 固定的

情况下，此时选择物质、非物质激励组合能得到的激励效果与 P 点一致，但此时激励所需的成本相对较

高。若分析非物质单位成本 P 对物质、非物质激励的影响。在 P 增大的情况下，需要对物质、非物质激

励之间的比重进行调整，此时知识型员工对物质激励的重视程度要高于非物质激励，反之在 P 下降后，

就应该利用更多非物质激励来代替物质激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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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净收益函数与员工隐性资本溢出 V 与企业成本 C(V)有直接关系，若企业提供的员工激励不足，

就无法实现对员工群体的正向激励，此时员工的努力系数 a 将会受到影响。 

4.4. 模型基本结论分析 

结合激励模型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如下结论：第一，因为 R 对 M 边界替代率递减，因此知识型员工

有效激励不仅与物质激励息息相关，还与非物质激励有直接联系。第二，随着知识型员工对于非物质激

励的需求不断增加，M 对 R 的便捷替代率就将会随着提高，此时通过开展非物质激励能够最大限度满足

员工的个人需求。第三，如果企业付出的物质、非物质激励成本的总数固定，就可以通过适当分配激励

组合来激发员工的个人能力。除此之外，因为激励组合将会受到非物质激励单位成本所带来的约束，因

此当 P 增加时，此时可以利用更多物质激励来替代所使用的非物质激励，反之则要以非物质激励为主导

来开展激励活动。第四，企业支付的激励成本与员工隐性价值有直接关系，在委托人明确成本函数之后，

如果错误估计了知识型员工的个人能力，就会导致激励成本支出带来回报降低。若无法给予足够的激励，

就将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动力，若激励成本过高，则会出现成本浪费的问题[5]。 

4.5. 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方法分析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若发现知识型员工的隐性价值高，就应该以员工的“个人成长”“业务成就”

为核心来开展激励工作，只要能够令激励体系与员工激励偏好契合，就可以有效激发员工自身的隐性价

值。隐性价值高的员工往往渴望借助自身的隐性价值来建立事业，以此来获得更多满足感，因此在开展

激励工作时，不能只采用薪酬激励来引导员工发挥自身的隐性价值。为了利用工作与激励来激发员工动

力，可以适当赋予员工更多自主性，然后便可以借助着非物质激励来满足员工自身的精神诉求。在此期

间，应该为员工明确内部晋升制度，以此来让知识型员工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员工为了在工作中实现

个人价值，就必然会不断挖掘自身的潜能，并在自我激励中不断成长。表 2 为物质、非物质激励需求。 
 

Table 2.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incentive needs of knowledge workers 
表 2. 知识型员工物质、非物质激励需求 

知识型员工 物质激励需求 非物质激励需求(精神激励) 

隐性价值高 30% 70% 

隐性价值中 50% 50% 

隐性价值低 70% 30% 

 
若知识型员工的隐性价值中等，企业可以将“个体成长”“薪资福利”作为激励核心，为了避免知

识型员工外流，需要在企业内部完善人才培训体系，通过福利待遇来让员工群体感受到企业的尊重[6]。
薪酬激励是以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激励模式，而个体成长则能让员工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企业只有结合

发展现状来为知识型员工提出发挥自我价值的空间，才能在工作中获得更多认同感，并激发企业员工的

凝聚力。 
隐性价值低的知识型员工，需要企业以“工作环境”“薪资福利”作为激励核心，这部分知识型员

工往往是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学生，由于职场经历有限，因此这类员工往往并不具备较高的工资水平，

而且年轻人的心气大多受不了紧张压抑的工作氛围。为了留下员工，需要在打造培训体系的同时为员工

提供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只要能够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就可以避免企业内部的知识型员工发生断层。

由于三类知识型员工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性，所以企业必须权衡好员工的薪资待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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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总而言之，知识型员工是企业实现长期经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隐性价值为核心

来分析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模型，可以通过提高知识型员工激励针对性来满足员工个人需求，进而避免企

业出现知识型员工因为个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脱离企业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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