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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021_2022__E9_A1_B9_E

7_9B_AE_E7_AE_A1_E7_c41_65559.htm 文摘：本文引入信息

经济学中“棘轮效应”理论，阐明了软件管理过程中“棘轮

效应”产生的原因、必要条件以及相应的对策。本文可以为

项目经理制定科学的业绩评价标准提供建议。 关键词：软件

项目管理 棘轮效应 业绩评价标准一.引论 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s)一词最初来自对苏联式计划经济制度的研究。在计划

体制下，企业的年度生产指标根据上年的实际生产不断调整

，好的表现反而由此受到惩罚(因此，聪明的经理用隐瞒生产

能力来对付计划当局)。这种标准随业绩上升的趋向被称为“

棘轮效应”。其实，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经济、管理领域，

当然也存在于项目管理过程中。下面，我们主要研究一下软

件项目管理过程中的棘轮效应及其对策。二.产生的原因 在软

件开发过程中，如何评价开发人员的业绩是一个非常棘手的

问题。项目经理总是希望评价标准尽可能客观一些，因为评

价标准越客观，对开发人员的努力水平的推断越准确，激励

效果越明显。由于软件项目开发本身的信息不对称性，开发

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项目经理对开发人员

的评价标准是逐渐完善的。即通常情况下，项目经理是将开

发人员过去的业绩作为评价标准，并以此制定新的工作计划

。然而，开发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努力程度也高低不一。

比如说，有一个开发人员能力水平高或努力工作，提前完成

了项目经理分配给他的任务；而另一个开发人员能力水平低

或工作偷懒，结果没有按时完成任务。那么，项目经理有可



能认为前者的工作量小，需要提高工作量；后者的工作量大

，需要减少工作量。这时，“棘轮效应”出现了：作为理性

的高水平或努力工作的开发人员，是不会选择继续努力工作

的，因为他们清楚，越努力项目经理评价他的业绩标准越高

，自身利益损失越大。 三.产生的三个必要条件 下面我们简

要描述一下“棘轮效应”产生的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项目

经理和开发人员的合作具有长期性。在临时性的小型软件项

目组中，由于开发周期很短，工作量小，开发人员的努力程

度或水平差异没有明显的区别，项目经理也没有开发人员过

去的业绩作为参考来评价其现在的业绩。或者在大型软件项

目中，由于不同的技术支持需要，项目组常常从不同部门借

调人员加入(完成工作后借调人员回原部门)。这部分人员具

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们过去的业绩也不为项目经理所了解。

在类似的情形下，“棘轮效应”是不会发生的。 第二，项目

经理和开发人员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棘轮效应”发生

的关键在于项目经理对如何看待开发人员的业绩，缺乏一个

客观的评价标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关键又在于双方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项目经理想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业绩标准，

但他不知道开发人员各自的真实水平和努力程度；项目组成

员清楚自身的能力和努力状况，但很难让项目经理相信他所

拥有的能力水平和努力程度是所有成员中最大的(因为项目经

理倾向于相信自己的评价标准是客观公正的)。 第三，开发人

员是“理性人”。所谓“理性人”，是指能充分理解自身利

益所在，并能采取正确对策去最大化谋取自身利益的人。如

果“理性人”的假设不成立，软件开发人员即使知道努力工

作的后果是项目经理提高其业绩评价标准，他仍然会继续努



力工作。此时，不存在“棘轮效应”。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