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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基层公务员的能力要求逐步提升。激励决定基层公务员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的态

度、行为、认知以及对组织目标实现的动力。激励机制变动滞后导致部分基层公务员出现精神懈怠，效

率下降行为，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不满意度增高，因此应当重视对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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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ountry’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s gradually raise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ability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Incentive determines the attitude, be-
havior,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in the process of work. The lag in 
the change of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leads to the spiritual slack and efficiency decline of some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and the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creases.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grass- 
roots civil serv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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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效率以及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今我国基层公务员由于激励机制体系的不完备出现了精神懈怠，动力不足的现象，使得群众对其服务

的满意度有所下降，同时也使得人才出现逐步流失。 
激励机制的设计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模块，无论是对于民营企业还是公共部门都有着重要影

响。文章采用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为依据来分析基层公务员的激励机制，通过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使

得激励机制更为细节化，使激励机制更加贴近现实和实践，丰富和完善了双因素理论在公共部门激励机

制的适应性。 

2. 文献综述 

赫茨伯格(1959) [1]在《工作的激励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双因素理论的概念，通过对保健因素以及激

励因素的区别来阐述激励机制的作用，为之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维克托·弗鲁姆(1964) [2]在
出版的《工作与激发》一书中提出了激励公式，即激励的力量 = 目标价值 * 期望概率。 

翁士洪(2021) [3]提出基层青年公务员流失现象严重，且工作满意度和薪酬公平感都与他们的离职意

向呈负相关，而薪酬机制缺乏的因素在于基层公务员在保健因素中最为缺乏的是负面激励，负面配套机

制不完备，以至于无法起到警示作用，高层公务员与基层公务员担心责任问题，因此负面激励也大多为

形式。但在正面激励中虽然福利待遇相较于私营企业高，但并不足以达到吸引人才的作用，会引起员工

的惰性[4]，安于现状，缺乏突破与创新。骆维[5]提出保健因素中的心理保健逐步被重视，营造一个轻松

愉快的工作环境，注重基层公务员的心理疏导对组织目标建设是有着显著关系[6]，也有研究表明情绪稳

定对绩效提升有显著影响[7]。董旗(2021) [8]应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构建了南疆深度贫困地区基层公务员

胜任力模型，证实文化水平影响工作经验累积、政治素养和个人能力，工作经验的积累和个人能力双向

影响，刘超(2022) [9]研究了激励机制问题上面的困境，通过 Meta 与扎根理论优化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提

高员工的积极性[10]，且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制度的工作绩效也备受重视[11] [12]，李丹(2016)基于双因

素理论对河南省基层公务员激励方面进行研究[13]，根据地域的差异性进行具体分析，也有学者基于基层

公务员对行政管理人员的激励问题进行研究[14]，程进凯(2021) [15]依据双因素理论，提出了基层公务员

的不同激励机制对职业幸福感具有差异增益效应，且福利待遇、考核监督等对职业幸福感的增益效应最

高，有助于构建和谐基层公务员竞争氛围。因此基于双因素理论对公务员激励制度的研究是必要的。 

3. 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保健因素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是基层公务员薪酬制度并不完善，缺少现代化管理手段与薪酬制度相结合。且工作环境较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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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道路设施不重视，另外高层官僚主义色彩浓重。高层身居较高层级就往往会脱离基层，在工作期间

不深入集体，出现摆架子的现象，专制型明显。因此会导致基层公务员与高层人际关系僵硬，不愿意实

事求是交流。 
二是心理激励的忽视。自古以来仕途文化都沁入人心，人们对公务员所报的期望大，认为政府人员

都应该身先士卒，因此对基层公务员的呼声倾向于“大公无私”，“舍生取义”这类想法，不注重基层

公务员“理性人”的思想。领导往往更在意员工所做出的实质性的成果，但对基层达到预期结果的行为

并不关注，缺少对基层公务员的鼓励，帮助以及深入指导。导致基层公务员缺少完成绩效的信心，也形

成了其内心“干多错多”的思想，降低工作的积极性[7]。政府对于基层没有建立定期的心理测评机制。

心理测评机制可以真实地反映出基层心理波动情况，好的情绪可以帮助基层公务员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任务，坏的情绪积攒在内心，会造成员工对工作心不在焉，影响工作效率。 

3.2. 激励因素方面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是晋升制度存在问题。最重要的是没有形成与绩效相结合的晋升方式，因此基层公务员所存在的

晋升标准笼统，晋升时间久的问题从根源上在于《公务员法》制定的晋升标准本身就不够完善。且关系

型社会意识太强。晋升大部分取决于领导的主观意识，或是只要博取领导喜欢，晋升就比较轻易。这样

的思想导致基层公务员晋升的不公平性明显。部分政府官员思想意识薄弱。大部分官员并没有以“为人

民更好的服务”为目标来晋升基层公务员，而是为了提拔自己喜欢的人。这样的领导可能会有腐败的趋

势，并不是共产党员该有的思想觉悟。 
二是考核制度不完善。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条例》，国家将公务

员的考核方式定为“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16]。方式较笼统，因此各地方政府对基层

公务员的考核大多是主观意念偏强，考核力度不强，对基层公务员很难起不到激励作用。且对考核制度

的忽视，地方政府对考核制度认识不足，他们平时对于考核大多是走走形式，空留标准而已，导致政府

对基层公务员各项标准并不了解，引起晋升薪酬等一系列出现的不公平现象。部分基层公务员逃避考核

的指标。部分工作不积极的基层公务员安于现状，尽管政府忽视考核制度，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并不是坏

事，甚至可以减少工作量就可以获得相同的工资，这种情况也引起了考核制度的不真实。 
三是奖惩制度执行不科学。在奖励方面，设定的上限较高；在惩罚方面，设定的下限较低，导致奖

惩不平衡。基层公务员会出现激励难以达到标准而不去争取，惩罚也一般也不会触碰，因此会处于不愿

创新，工作消极懈怠的现象[17]。 
四是学习培训需求分析。政府缺乏对基层公务员学习培训需求的分析。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国

家公务员培训应该“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按需施教”[18]。但 GH 镇政府没有收集基层公务员对于学习

培训方面的需求，对于不同类型的基层公务员采用统一培训的方式，培训的内容比较单一化，也并没有

及时向县级反映事实情况，因此会引起大部分基层公务员对学习培训的不重视。 

4. 基于双因素理论完善 GH 镇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建议 

4.1. 保健因素 

保健因素的完善，可以让基层公务员不满意度降低，使得员工的工作环境有一定的外部保障，但其

完善也并不需要做到超出预期标准的作用，不然也只是造成铺张浪费，并不会达到激励基层公务员前进

的目的。 

4.1.1. 薪酬制度 
端正公务员思想。有关内外部出现的问题应当及时反映，树立正义担当的品格。在学习培训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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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的事件给予基层公务员以启发，以故事的形式贯穿思想。领导要定期制定意见表，对于为内部提出

较好意见以及解决方法的基层予以较高的评分，最终的评分直接与奖金挂钩。 
国家公务员法对于薪酬方面要完善。要逐步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基本工资[19]，增加工资的上升弹性。

对工资和津贴福利之间的比例要衡量到位，对福利津贴适当下移，对基本工资上调，不能使基层公务员

舍本追末。国家在公务员薪酬方面要实施聘任制模式，将浮动薪酬与绩效相连。各级政府要根据基层公

务员的任务量来制定合适的绩效标准，并及时反馈。 

4.1.2. 心理激励 
重视对基层公务员的精神沟通。一要要加深为基层公务员的沟通交流，通过负责人了解每一个基层

公务员，时常关注他们的家庭变故或者是个人情感的变化，亲自与他们进行面对面交谈，了解其内心世

界。二要注重基层公务员心理测评机制，为基层公务员制定心理测评表。通过定期的心理测评，了解其

内心的波动，针对性地解除心理障碍，使他们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工作状态。也要对心理机制有一个后期

的跟踪，避免对基层的忽视。 

4.2. 激励因素 

激励因素是为了激发基层公务员内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0]，发挥其最大的潜力。完善激励因素，会

使得基层公务员在工作方面提升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文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完善激励因素的改善。 

4.2.1. 晋升与考核制度 
新加坡，美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公务员晋升机制方面，建立了绩效考核评价体系，量化考核指标

[17]，根据员工特质真实客观打分，对于高层基层公务员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一要对晋升采取“聘任制”

且要缩短晋升周期，国家选取公务员是为人民做出贡献，而并不仅仅靠资历晋升。二要加大晋升空间。

适当加大公务员之间的差距以激励基层公务员晋升。另外还需提高政府官员思想政治素养，部分高层思

想意识薄弱，对基层公务员的晋升靠主观性提拔，在晋升方面缺乏公平性，关于晋升应该采取公开透明

的方式，不断丰富基层公务员的晋升渠道，给予其公开公正的晋升环境。 
基层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存在标准不明确，考核体系缺少地区差异化的现象严重。一要建立科学明确

的考核标准[21]。根据基层公务员所在岗位的性质和工作不同，对不同职位的基层公务员采用不同的考核

标准，各项考核内容和指标应力求具体化，根据平时任务量针对性制定标准。将基层公务员根据不同地

区设立与其任务使命相关联的目标考核，考核内容与目标工作相对应。二要避免考核形式化。认真填写

考核表格，民主评价，以及考核结果的反馈，将走形式行为杜绝化，并加强监督，最终进行合适地跟踪

和反馈。 

4.2.2. 奖惩制度 
由于缺乏科学的奖惩体系，奖惩程序趋于形式化等原因[22]，基层公务员存在不积极，逃避责任等缺

乏激励的现象，即通过以下方面对奖惩制度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一要制定科学的奖惩体系。为基层公务

员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奖惩制度[16]，对于基层公务员获得奖励和处罚，由上级领导按照奖惩体系明确的

标准进行公布实施，体现出公平透明的原则。二要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如今基层公务员存在奖惩主观性

强。领导要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做到公平公正[14]。充分体现基层公务员所表现出来的可塑精神，对表现

优秀的公务员进行宣扬，充分激励其工作，也为他人做出模范作用。对于惩罚措施，要避免人情味的出

现，严格实施惩罚措施，不能在惩罚的时候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心态，容易让员工萌生“铁饭

碗”心态，缺乏工作激励，出现堕落懈怠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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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培训制度 
在培训制度方面，许多西方国家规定公务员必须接受培训，并在考核中合格才有机会晋升，因此在

培训方面西方的这一硬性规定反而值得我国去学习以及监督，因此需存在以下方面改进。一要调查基层

公务员的学习培训需求[23]。在确定学习培训的内容之前，应该调查基层公务员的学习培训的需求，根据

基层公务员的不同需求，选出满意度较高的几项开展活动。另外要加强学习培训的师资团队。培训的讲

师占整个学习培训的很大比例，可以营造学习培训的气氛和效果，发掘员工潜力[14]，因此镇政府应聘请

高水平的讲师对基层公务员进行培训，加深教师和学院的互动，甚至可以聘请老师对学员的工作进行实

践指导，会对基层公务员的学习能力有一定程度提高。二要完善学习培训的监督体系。政府要提高对学

习培训的意识，将自己当作基层的导师一样对基层公务员进行学习监督以及学习反馈。由于学习培训是

镇政府的一项投资，一定要获得相应的成果，监督则可以使得学习培训对基层公务员更好的吸收。比如，

在讲师授课时注意课堂的纪律，为员工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在进行网络授课的时候，要加强后台

的查询，避免基层出现应付的现象。 

5. 结论 

本文在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基础上，根据 FC 县 GH 镇为例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

在着不少的弊端。虽然国家在不断改革公务员的相关制度，但是大部分改革进行的力度不足，可行性不

大。根据 GH 镇基层公务员在保健因素的现状，分析出基层公务员在保健因素中存在薪酬制度，工作环

境，心理激励方面的问题，在激励因素的现状中，分析出 GH 镇基层公务员存在的晋升方面、考核方面、

奖惩制度方面、学习培训方面的问题。由于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在激励机制中所占的角色不同，本文分

别从两种因素所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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