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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E_8B_E7_BB_A9_E6_c41_66025.htm 主人带着猫去屋子里抓

老鼠，猫终于看到了一只老鼠，一直追赶它，追了很久仍没

抓到。后来老鼠一拐弯，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主人看

到这种情景，讥笑猫道：“大的反而抓不住小的？”。猫回

答说，“你不知道我们的两个的‘跑是完全不同的吗？我仅

仅是为了一顿饭而跑，而它却是为性命而跑啊！”。 这就是

典型的绩效问题。 猫如此，人亦不例外。 正如，同内一位大

企业的老总，问美的老总，“为什么美的促销员、业务员和

区域销售经理都像疯子和狼一样的卖货啊？而我们的人员却

总好像是老牛拉破车一样？”。美的老总说，“那是因为你

的员工再怎么为你卖命工作，他最多只能得到一顿丰盛的饭

，而我们的员工只要在美的为我拼命工作的话，他一辈子的

饭都可以解决了，而且很丰盛”。 薪酬设置：前有黄金后有

老虎 主人想，猫也说得对。我要想抓到更多的老鼠，就得想

个好办法，让猫也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主人思前想后，觉

得有必要引入竞争机制，在竞争中表现优秀的猫会得到非常

丰盛的奖赏；同时，竞争中表现很不好的则没有奖赏。 于是

，主人就多买了几只猫，并规定凡是能够抓到老鼠的，就可

以得到五条小鱼，抓不到老鼠的就没有饭吃。刚开始，猫们

很反感和不适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适应了这种机

制。这一招果然凑效，猫们纷纷努力去追捕老鼠，因为谁也

不愿看见别人有鱼吃，自己没有吃的。因此，主人也轻松和

安宁了许多，不再日夜睡不着觉了。 这种薪酬设置在营销系



统中，却是被众多的企业拿来屡试不爽。尤其是针对销售系

统中的区域经理、业务人员和促销人员。这是一种典型的论

功行赏按劳取酬的薪酬设置制度，针对中小型企业在市场开

发初期阶段，是一种相对比较合适的制度。 记得浙江一带的

中小型企业，在起步阶段，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这种制度。企

业在一定期间免费提供产品，不提供其它别的什么东西，但

谁能把产品卖了，就有重奖，同时，差价全部归个人。差价

每卖一台就兑现一台，奖赏年终一并结算。这就是曾经被浙

江企业普遍采用的销售承包制度。正是这种最原始的薪酬制

度，却把浙江的产品卖到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也正是这

种最原始的薪酬制度，成就遍布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浙江小老

板和商人。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奖要奖到喜出望

外，罚要罚得心惊肉跳。 这也是针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不太成

熟条件的“黄金考虎薪酬制”。在某种程度上，它有效地促

进了市场经济的成熟，也促进中国企业的成长。 然而，随着

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不可避免地带上某种局恨性。 绩效考核

：狮子、羚羊和草原的生物链游戏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又出

现了，主人发现虽然每天猫们都能捕到五六只老鼠，但老鼠

的个头却越来越小。原来有些善于观察的猫，发现大的老鼠

跑到快，逃跑的经验非常丰富，而小老鼠逃跑速度相对比较

慢，逃跑的经验少，所以小老鼠比大老鼠好抓多了。而主人

对于猫们的奖赏是根据其抓到老鼠的数量来计算的，不管老

鼠的大小，那些观察细致的猫最先发现了这个窍门。 主人对

猫们说，“最近你们抓的老鼠越来越小了，为什么？” 猫们

说，“反正大小对奖赏又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时候要去抓

大呢？” 主人决定改革奖惩办法，按照老鼠的重量来计算给



猫的食物。这样，改革后，猫们都尽量去抓大的老鼠。这一

招好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就是在销售上的按量提成和按

额提成的典型应用。尤其是家电行业。 企业总部对于分支机

构，分公司经理对于业务经理，业务经理对于促销员，都曾

经走过这种由量提成到按额提成的演变和转变。 这两种提成

制度在企业的不同阶段都曾经有效地提高中层给业务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也曾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快带发展。没有完全

的好坏之分，只有相对的适合之别。 比较内容 按量提成 按额

提成 适用范围 产品线单一，品类少，价格相差不大； 产品线

丰富，品类多，价格相差大； 适用阶段 企业创业期或市场开

发期； 企业成长和成熟期或市场管理期； 利弊对比 计算方便

，简单明了；有利于但不利于价格管理（控制零售价）； 不

利于成本管理； 计算不方便，也容易出错；但核算准确，有

利于价格管理，也有利于本量利控制，也有利于品类管理； 

这是一种纵向的薪酬设置和绩效管理方式。 当然，薪酬设置

和绩效管理还必须进行横向对比，也就是说它必须融入到整

体行业环境中，否则，就会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或

者招不到人才，或者流不住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主人发现

邻居家的猫和自己的一样多，可抓到的老鼠却比自己多得多

。主人很奇怪，就去问邻居。邻居介绍说，“我的猫中有能

力强的，也有能力差。我就让能力强的去帮助能力差的，让

它们之间相互学习；另外，我将猫们编成几组，每一组猫分

工配合，这样，抓到老鼠的数量就明显上升了。” 主人觉得

这样的方法非常好，回家后也决定让自己的猫互相学习，互

相配合，并将猫编成几个小组。实行一段时间后，主人发现

效果一点也不好，猫们根本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每个小组



的老鼠的数量反而没有以前单干时候抓到多。是哪里出了问

题呢？ 让猫们互相学习，提高抓老鼠的本领，这点肯定没有

错；将猫们分成几组，分工配合，应该也没有错，因为主人

的邻居就是这样做的呀。主人决定和猫们开会讨论，主人对

猫们说，“我让你们互相学习，提高抓老鼠的技能，你们为

什么不愿意学习呢？另外，为什么配合起来还不如单干的时

候成绩好呢？” 猫们说，“抓老鼠已经辛苦了，学习还要占

据我们的时间，抓到老鼠的当然少了，但鱼还是按照以前的

分配方法，你让我们怎么愿意去学习呢？另外，我们将我们

编成几组，分鱼的时候却没有考虑到我们是怎样分工合作的

，我们每个小组内经常为分鱼而打架，你让我们怎么合作？

” 主人觉得猫们说得也有道理，决定彻底改革分鱼的办法。

不管猫们每天能否抓到老鼠，都给固定数量的鱼，抓到老鼠

后，还有额外的奖励。 但是仔细一想，还有很多问题，因为

现在是按照小组来工作的，小组中有的猫负责追赶老鼠，有

的负责包抄，有的负责外围巡逻，防止老鼠从包围圈中逃跑

。每个小组应该按抓到的老鼠数量来分配，但小组内部如何

分配呢？鱼的数量是永远不变，还是过一段时间调整一次？

分工不同的猫得到的固定的鱼的数量是否一样呢？ 面临着一

系列的问题，主人这回又可犯难了。 故事中的主人，现在面

临着正是目前我们许多企业都曾经碰到过或正在经历的绩效

管理问题。 1、怎么样根据行业的薪资状况和水平制定企业

的薪资体系？ 2、如何结合企业的特点构建企业的学习型团

队？ 3、虚拟团队和项目经理制在企业中如何更好的发挥作

用？ 4、团队中的岗位责任制如何制定才会更好的发挥个人

英难主义同时又能有效的促进团队的发展？ 只有从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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