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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力公司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任务繁

重，履行社会责任起点高，公司治理结构复杂，历史遗留问题

多，各项外部检查频繁。在此背景下，对某电力公司会计人员

的要求很高，一方面要全力组织好公司的财务活动，另一方

面要能深刻领会国家法律法规的精神。为了有效促进会计人

员能力的提升，笔者尝试着以绩效管理为导向，构建出会计

人员胜任力模型，其适用于不同岗位的会计人员。会计人员

可以按照模型评价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加以学习和培训，进

而提高财务管理绩效，助力公司实现战略目标。

一、基本理论框架

1. 绩效管理理论。所谓绩效管理，是指各级管理者和员

工为了达到组织目标共同参与绩效计划制订、绩效辅导沟

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绩效目标提升的持续循环

过程，绩效管理的目的是持续提升个人、部门和组织的绩效。

绩效管理强调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一致性，强调组织和个

人同步成长，形成“多赢”局面；绩效管理体现了“以人为本”

的思想，在绩效管理的各个环节中都需要管理者和员工的共

同参与。

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有员工素质、外部环境、内部条件

以及激励效应。绩效管理发挥效用的机制是对组织或个人设

定合理目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员工向着组织期

望的方向努力从而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通过定期开展绩效

评估，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对组织目标实现有贡献的行为和

结果进行奖励，对不符合组织发展目标的行为和结果进行一

定的约束。通过这样的激励机制促使员工自我开发、改进工

作方法，从而达到更高的个人和组织绩效水平。

2. 胜任力模型理论。所谓胜任力模型是指对组织或企业

中的某一个职位，依据其职责要求所提出的、为完成本职责

而需要的能力支持要素的集中表示。它能够具体指明从事本

职位的人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才能较好地完成该岗位职责。同

时，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可依据该模型对员工进行有针对性

的在职辅导，以使从事该职位的人员具备所需要的能力。该

模型还可以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对相关员工及进行职

业生涯规划的基础，作为制订培训规划的依据和信息源。

胜任力模型要求具备统一性，对同类人员应使用同一套

标准进行衡量。胜任力模型要求具备有效性。门槛性能力素

质只是对胜任者的基本要求，但它不能把表现优异者与表现

平平者区别开来；鉴别性能力素质对人的工作绩效起着关键

作用，是区分表现优异者与表现平平者的关键因素。胜任力

模型要求具有可衡量性，胜任力模型通过对能力素质的行为

化描述，将原本抽象的处于冰山水面下的能力素质变成可以

实实在在进行观察和评估的行为特征。胜任力应当是与绩效

高度正相关的鉴别性能力素质，在某个企业范围内是特有

的。在某工作职能范围内，该职能可以观察，通过有效方法可

以评估判断，可以引导发展。

3. 绩效管理与胜任力模型的有机结合。胜任力模型目前

已较为广泛地应用于人力资源的管理，清晰地界定了产生优

秀绩效所必需的行为特征，以帮助企业了解员工的能力和改

进重点。而绩效管理有助于抓住企业的愿景规划，并使之成

为管理员工绩效的一种途径。可见，把绩效管理与胜任力模

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绩效管理作为抓手，有针对性地对员

工进行辅导，提升员工的胜任能力，可以推动企业绩效的提

高，最终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二、基于绩效管理导向的胜任力模型构建

某电力公司主要从事全省境内电网建设、运行与管理，

经营电力销售业务。公司下辖 13个市、51个县供电公司及 20

多个检修、施工、科研等单位，服务全省3 300余万电力客户。

公司现有职工约 4.1万人、农电工约 4.4万人；管辖 35千伏及

以上变电站2 750余座、输电线路8.1万公里。

该公司会计人员情况如下：截至 2012年末，全省会计人

【摘要】胜任力模型提供了一个整合所有人力资源功能和服务的通用工具和方法，它能帮助几乎所有员工提高工作

效率。绩效管理把组织的战略联系起来，有助于从长远的角度来提升员工的素质。本文试图以绩效管理为导向，结合某电

力公司实际，构建会计人员胜任力模型，助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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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830 人。从职称划分，初级职称（助理会计师）占10% 、中级

职称（会计师）占70%人、高级职称（高级会计师）占 13%、无职

称占 7%；从年龄划分，35岁以下占 50%、35 ~ 45岁占 40%、45

岁以上占 10%；从学历划分（最高学历），本科毕业占 64%、硕

士研究生毕业占15%、其他学历占21%。从这些显性的指标来

看，该公司会计人员队伍比较年轻，有一半在35岁以下，富有

朝气，但工作经验方面可能存在不足；中高级职称人员占一

半以上，技术能力方面较好，但有7%无职称，在技术能力方面

存在明显问题。

从总体来讲，该公司会计人员的素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正如以上所论述的，这些门槛性能力素质只是基本要求，

它不能把表现优异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别开来，我们更重要的

是找出鉴别性能力素质。该公司有一整套绩效管理指标，这

些指标均与公司的战略紧密相连。本人以绩效管理理论为指

导，以该公司绩效管理指标库及其他有关数据为基础，尝试

构建该公司会计人员胜任力模型。

通过对绩效管理指标进行归纳与整理，可以把鉴别性能

力素质分为以下几类：

1. 业绩管理能力。会计人员业绩管理能力体现在对经济

增加值、利润总额、上缴投资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成本费用

利润率、新增固定资产贡献毛益、在用资产增加值率、销售收

入三年平均增长率等指标的控制能力。业绩管理是一个系统

工程，它涉及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它是企业战略管理的具

体实践，是对整个企业综合管理能力的体现。会计人员业绩

管理能力体现在对以上指标的掌控上，但这种掌控绝对不是

独自完成这些指标，而是侧重于指标预测、过程反馈以及结

果的控制，体现会计人员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能力，体现

会计人员对其他部门业务指导的能力。

2. 资金管理能力。会计人员资金管理能力主要是指资产

安全管理能力，检验会计人员能否按照公司资金管理手册操

作，是否出现违规现象。资金管理能力体现着会计人员业务

管理最基础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

3. 成本控制能力。会计人员成本控制能力主要指对成本

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单位电量输配电成本、电网资产

运行维护费等指标的控制能力。所谓成本控制，是企业根据

一定时期预先建立的成本管理目标，由成本控制主体在其职

权范围内，在生产耗费发生之前和成本控制过程中，对各种

影响成本的因素和条件采取的一系列预防和调节措施，以保

证成本管理目标实现的管理行为。以上指标实际上体现了企

业在成本管理上的综合能力，非会计人员所能决定。对会计

人员而言，侧重对成本数据的预测、过程的反馈和结果的反

馈，特别是成本分析，有助于企业改进成本管理手段及流程。

4. 财务风险管理能力。会计人员财务风险管理能力主要

体现在对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余额、已获利息倍数等的控

制能力。具体表现在资金回收、企业资产对债权人权益的保

障程度、获利能力对债务偿付保证程度等方面的控制能力。

5. 政策运用能力。会计人员政策运用能力主要体现在对

《企业会计准则》、《税法》、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等法律法规制

度的掌握以及运用能力，对审计中发现问题的处理能力。这

些都是会计人员日常工作所必备的，特别是与本企业紧密相

关的知识运用程度，对整个企业会计核算水平的高低有着决

定性的作用。

以上五个方面能力是基于绩效管理角度来分析的，并不

代表会计人员能力的全部内容，在工作主动性方面、遵章守

纪方面、创新性方面也应有所考虑。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五个

方面的能力并不全部适用于所有会计人员，因为各岗位的不

同，工作的侧重点也不同，在能力要求上也是有差异的。所以

需要区分不同的岗位，将五种能力按不同的权重进行分配。

本人根据工作经验，把各岗位所具备能力的权重分配如下：

以上表格中的数据代表的是权重，体现该岗位在能力要

求上的差异。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分析，可以对会计人员进行

有针对性的培养，提高培训的效率及效果，使之尽快具备该

岗位的胜任能力。

三、结语

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不能简单地通过考核来完成，从长

远来看，企业绩效持续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员工的素质。绩效

与胜任力密不可分，胜任力决定绩效水平，绩效对胜任力提

出要求。胜任力会随着绩效管理要求的变化而变化。

就电力公司而言，会计人员鉴别性能力素质主要体现在

五个方面，即业绩管理能力、资金管理能力、成本管理能力、

财务风险管理能力以及政策运用能力，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具

体体现在对各项指标的控制能力上。为了形成这些能力，就

需要按本文所述对各项能力的要求，按岗位有侧重地加以培

养。会计人员胜任能力的提高是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绩效的关

键所在，是实现企业战略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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