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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所谓的目标管理，是一种程

序或过程，它使组织中的上下级一起协商。根据组织的使命确

定一定时期内组织的总目标，由此决定上下级一起协商，根据

组织的使命确定一定时期内组织的总目标，由此决定上下级的

责任和分目标，并把这些目标作为组织经营、评估和奖励的标

准。这一绩效管理工具曾被很多企业乃至组织用于绩效考核

中。但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这一绩效管理工具自身的弊端也

慢慢被揭露出来，所以说研究目标管理的优缺点是很有价值

的。因此，论文从利弊两方面来浅谈彼得·德鲁克所提出的目

标管理这一绩效考核工具的利弊之处，进而得出相应启示。

2 目标管理的优点
2.1 重视激发员工与管理者的内在潜力

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曾提到过，目标管理

最大的好处或许在于管理者因此能控制绩效这一论点。在笔

者看来，之所以管理者能控制绩效，主要是从目标管理的实

施步骤这方面来体现的。目标管理主要有计划目标、实施目

标、评价结果、反馈这四个步骤。

2.1.1 计划目标
企业目标是由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共同制定的。因为如果

仅仅是由管理者或者被评价者单独制定反而不会比双方共

同制定更有利于目标实现。设想一下，如果仅仅由管理者制

定目标，可能最终的目标会过于宏大，因为每个管理者都是

想获取更多的收益，而且他们大多都是完成与行政有关的工

作，没有较为深入地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而如果仅仅由被

评价者制定，可能大多数被评价者都会制定比自己实际能完

成的少或是刚刚能完成的目标（提出这一想法是基于麦克雷

戈提出的人性假设 XY 理论中的 X 理论）。从这两方面来看，

如果管理者和被评价者共同制定绩效考核规定，有可能会得

到一个令双方较为满意的结果。但是为了一个企业能够正常

运作、管理者与员工能拥有一个较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员工

目前可以保有当下就业岗位等原因，最后管理层与被评价者

设定的目标可能就会是员工“伸一伸手”就能得到的。

2.1.2 实施目标
在彼得·德鲁克所提出的目标管理中，实施目标就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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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实施的监控，是保证制定的计划能按预想的步骤进行。

如果被评价者发现问题，就能及时采取行动，同时管理者也

可通过监控来帮助被评价者克服那些他们无法解决的困难，

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目标的最终实现，还有助于员工与管理者

双方潜力的激发。换句话来说，为完成上层布置的任务，所

有员工（也包括一定数量管理者）就得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

或与上级在过程中进行必要的沟通协调。从这方面来看，实

施目标这一步骤有利于个人潜力（解决问题、沟通能力、良

好心态等潜力）的发展。

2.1.3 评价结果
在彼得·德鲁克所提出的目标管理中，评价结果是指将

实际达到的目标与预先设定的目标相比较，使评价者找到未

达到的目标。从这点来看，可以看出，在目标管理中员工的

绩效是需要仔细研究来制定的，这有助于评价者在绩效内容

的制定及考核时将员工发展需要与组织目标相结合；此外考

虑的不仅仅是被评价者当下的结果，而是管理者以一个长远

的眼光来展望未来，这就要求评价者有战略意识与绩效标准

制定等相关能力。综上所述，评价结果有助于评价者相关能

力的能力提高。

2.1.4 反馈
在彼得·德鲁克所提出的目标管理中，管理者与员工一起

回顾绩效并为下一季度绩效制定做准备。这就使得围绕绩效

的相关工作是管理者与员工的事，正如同计划目标中谈到的

那样，管理者为使企业能获得更大的利益就需要员工“让步”，

而员工为了自身能在企业中“过的更舒服些”就要从自己的

利益出发极力争取物质或精神报酬及有关福利。这个时候如

果双方没有通过沟通等其他方式“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助长劳资矛盾，反而不利于双方自身目标的最终

实现。但如果双方一起回顾制定绩效的话，就需要双方人员

都要有“聪明的大脑”以及法律专业知识、博弈策略等相关

能力，才能在过程中获取主导权，为各自获得更大的“收益”。

2.2 调动员工进取心
目标管理提倡组织整体工作的协调一致性，充分发挥每

个员工的进取心、责任感和积极性 [1]。这一点其实和当下大

多数大型企业实施员工持股等激励手段是差不多的，其本质

上就是通过让员工有效参与到绩效考核工作管理中，培养他

们对组织的认同感，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

被组织重视的感觉，也让他们看到自己日后在组织发展的前

景与绩效实行的目标感，从而有助于自身绩效目标的实现及

组织目标的实现。

2.3 增强团体意识
目标管理体系符合系统理论的原则。系统理论的核心就

是强调研究联系，保证整体。因为在目标管理绩效工具中，

是员工和管理者一同制定的 [2]，这个的前提是在制定过程中

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员工或管理者出现未完成所制定

绩效的情况，不仅对于自身来说是个打击（因为绩效的目标

制定中自己是参与的），而且对于另一方来说也是失望的（因

为未完成绩效的那方没有遵守约定）。我们常说，绩效考核

的目的是希望员工通过绩效考核能知道自己在过去这段时

间都做了什么以及自身与组织期望目标的差距。而目标管理

这一种绩效考核则有助于让员工清晰地明确自己到底都做

了什么，因为这种考核是由评价者之间、被评价者之间及双

方共同参与的，所以说目标管理有助于增强团体意识，因为

他们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设想一下，如果在目标管理

中有某个部分不公平或者出现差错时，这个过程中其他环节

会怎么样？会不会出现多米诺效应导致企业发展受阻？

3 目标管理的缺点
3.1 过程较为烦琐

通过目标管理制定的四个步骤中可以看出要实施完一整

套的目标管理是非常复杂的。它首先需要管理者与评价者协

商一致制定目标，其次是双方实施目标，接着是双方评价结果，

最后是双方反馈。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所涉及的主体及内容相

较其他绩效考核工具来说过多，可能导致实施起来需要各方

的支持、成员的参与度、绩效考核内容制定及考核结果的公

平度等要素，此外，从流程的角度来说，在制定目标时反复

上下沟通、统一认识要花费很多时间，加大了企业的管理成

本 [3]。另一方面，在理论中我们都知道制定有挑战的目标对

于企业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不可否认的是，

很多企业所制定的目标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所以过程中大概

率会出现来回修改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一个企业出现“军心”

不稳的局面，如果过度恶化还可能会导致出现员工离职的局

面。另外，由于工作烦琐，会出现企业相关工作多招人或者

为现有员工提供补助及加班费等，增大企业相关成本的支出。

3.2 加重短时行为
其实大多数的绩效考核都会存在被评价者由于受到趋利

性等不太好的观念导致其为了能够在绩效考核中有一个相

对满意的成绩而完全按照绩效考核的要求而来，这是不可否

认的，而目标管理的实行可能会使得这一现象加重。之所以

这么说是因为过于烦琐的考核内容及流程会加重员工平日的

工作压力，这就有可能使得一些员工因想要快速取得令自己

满意的成果，就会格外注重绩效考核周期中所需完成的目

标，从而忽略那些对于企业发展有长远利益的长期目标，甚

至还有可能加重员工工作的惰性观念。但是我们都知道“前

人种树，后人乘凉”这一道理，可在现实工作中这种人是不

多的。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绩效考核办法反倒不利于企

业及员工的发展。

4 启示
由于目标管理这种绩效考核工具有它自身的优缺点，这

就需要企业在实行这种绩效考核工具前对其优缺点进行更

深度评估。但是无论如何，目标管理在管理思想史上仍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它作为一种绩效管理工具，为未来绩效管理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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