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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在绩效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绩效管理体系不完善、绩效指标

设置不合理、绩效考核过程不规范等，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小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推动技术创

新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绩效管理是企业管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对于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绩效管理对中小企业的重要性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我国中小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为中小企业

提升绩效管理水平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中小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中，文献

综述主要用于梳理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问卷调查用于收集中小企业绩效管理的实际数据；案例分析用于对典型

企业进行深入研究，提炼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和方法



中小企业绩效管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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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普及程度

普及程度不足

我国中小企业中，绩效管理的普及程

度相对较低，很多企业缺乏科学有效

的绩效管理体系。

认知偏差

部分中小企业对绩效管理的认知停留

在简单的绩效考核层面，未能充分理

解绩效管理的全面性和战略性。



中小企业的绩效管理方法相对单一，

主要采用传统的目标管理法、360度

反馈法等，缺乏创新和灵活性。

由于缺乏专业的绩效管理工具，中小

企业在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绩

效考核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困难。

绩效管理方法和工具

工具缺乏

方法单一



评估指标不合理
部分中小企业的绩效评估指标设置不合理，过于关注短期业绩，忽视长期发展

和全面绩效。

评估结果运用不足
中小企业的绩效评估结果往往仅用于奖惩依据，而未能充分运用于员工培训、

晋升、调岗等方面，导致评估结果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绩效管理效果评估



中小企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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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小企业在制定绩效计划时，往往只关注短期目标，忽视长期
战略，导致计划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部分企业在设定绩效目标时，未能充分考虑市场环境、企业资源和
员工能力等因素，导致目标过高或过低，无法实现有效的激励。

目标设定不合理

一些企业虽然制定了合理的绩效计划，但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
控和调整，导致计划与实际脱节，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计划执行不力

绩效计划制定不合理



考核指标模糊

部分中小企业在设定绩效考核指

标时，存在模糊不清、难以量化

的问题，使得考核过程主观性较

强，缺乏客观依据。

考核指标单一

一些企业过于关注财务指标，忽

视非财务指标的重要性，导致考

核结果无法全面反映员工的实际

工作表现。

考核标准不统一

部分企业在绩效考核过程中存在

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不同部门或

岗位之间的考核标准差异较大，

使得考核结果缺乏公平性和可比

性。

绩效考核指标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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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小企业在绩效考核结束后，未能及时向员

工提供反馈，导致员工无法及时了解自己的工作

表现和存在的问题。

反馈不及时

部分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管理者与员工之

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使得员工对绩效管理

的认同感和参与度降低。

沟通不畅

部分企业在向员工提供绩效反馈时，未能针对员

工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使得员工难以改进和提高。

改进措施缺乏针对性

绩效反馈与沟通不足



一些中小企业在将绩效结果应用于薪酬调整和奖金分配等
方面时，存在应用单一的问题，未能充分发挥绩效结果的
激励作用。

结果应用单一

部分企业未能将绩效结果与员工培训、晋升等方面相结合，
使得绩效结果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无法对员工形成全面
的激励。

缺乏与培训、晋升等的结合

部分企业在应用绩效结果时，缺乏对结果的深入分析和挖
掘，无法发现员工和企业存在的潜在问题和挑战，从而无
法为企业的战略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结果分析不足

绩效结果应用不充分



中小企业绩效管理问题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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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绩效管理的全面理解
许多中小企业管理层对绩效管理的认识停留在简单的绩效考核层面，未能深入理

解绩效管理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忽视绩效管理的长期效益

部分中小企业过于关注短期业绩，忽视绩效管理的长期效益，导致绩效管理无法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管理层对绩效管理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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