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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的有针对性的

提升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人民群众。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

为制约其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管理层面上要简化,管理内容要多样化,要注重选择和训练具

有创造性的人才,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管理,并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人力资源的总体规划。在目前的行

政事业单位运行中,要正确认识其作用和其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要通过完善相关的管理机制来保证人力

资源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益,从而促进事业单位持续、稳定地为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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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work in 

institutions should also b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onstantly targeted to improve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peopl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institu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its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The management level should be simplified and the management content should be diversified, focusing on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creative talents,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management,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human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work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mechanism,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stable 

contribution of instit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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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

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

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因此新经济时代下,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做出适度调整。不可否认,人力资源管

理模式在传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推动了企业的快

速发展,但是随着国家经济改革,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已不

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这是摆在企业面前

的问题,需要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只有企业高度重视,才能在

新经济背景下,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1 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通常情况下,人资管理涉及以下六个部分：第一,人资规划,

企业人力资源泛指企业全体员工,要求管理者秉承着“人才善

用”原则,结合企业业务结构、运营动态制定标准的人理资源管

理规划,既要保证企业人才获取与之劳动成果相匹配的薪资福

利、晋升机会、岗位权限,又要采取有效措施 大化发挥人才价

值；第二,招聘配置,企业发展期间,除技术人才、财务总监、总

经理等决策型、专业型人才外,其余岗位人才需在内部培养与外

用招聘中得以成长,这就要求管理者合理配置人才,并从众多应

聘者中择优录用；第三,培训开发,待人才入职后,管理者应根据

员工技能水平、特长优势、专业特色为其提供所需培训服务,

达到潜能开发目的；第四,绩效管理,员工在其岗位上理应保持

高效工作状态,便于为企业提供更丰厚的绩效成果,管理者需结

合绩效考核结果实现员工健康发展,为企业壮大建设提供助力；



经济学 
第 6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1 

Economics 

第五,福利待遇管理,人资管理者要充分关注人才留存率,从福

利待遇公正性、合理性层面,保证员工在管理中增强企业忠诚

度；第六,劳动关系管理,人资管理工作还涉及劳动关系合法性

管理,管理者应谨慎处理员工纠纷等问题,以此维护劳务关系协

调性,消除企业社会舆论不良影响。 

2 新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2.1人力资源分配存在的问题 

在配置人力资源方面,需要尽量提高该项工作的科学性,但

在工作具体开展期间,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尤为明显。部分员

工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专业水平较差,在选拔管理人才

时,可通过各类资源,如派遣等选拔人才。但人才在性格、才能

和能力方面差异较大,在具体分配岗位工作时,未能严格按照员

工的个人能力配置工作内容,便难以形成更为优化的人力资源

使用效率。分配问题也体现了内部治理工作的问题,全面实施内

部治理能有效规避此类问题的发生,有利于提升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水平。 

2.2管理理念落后 

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在思想上需要改变传统的观念,认识到

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特点,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创新。但是实际

上多数管理者的管理理念比较落后,没有结合时代的特点及自

身情况开展有效的管理,管理考核机制的建立不合理,无法发挥

出相应的作用,这使员工的流动性加强,对企业发展产生了影

响。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比较短,在经营管理中缺少长远的规划,

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企业经营管理难度提高,这使企业的经营

受阻,难以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如果不对管理理念进行创新,

难以保证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也无法使企业的各项工作得到

改善。 

2.3系统和整体性方面的问题 

新经济时代下,部分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中还存在

着某些系统层面的问题。具体而言,部分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已

经较为陈旧,在陈旧的管理机制之下无法满足现实的发展需求,

作为管理者必须树立更加长远的目标才能够打造良好的人力资

源管理体系,并对其积极贯彻和严谨落实,推动企业发展持续运

行。早在很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引进了人力资源先进的管理理念

和管理系统,也对其进行了实践经验的累积。因此在新经济时代

背景下,企业的人力资源转型并非完全没有蓝图和范本可以参

照,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和理念也已经尽人皆知,但是反观现

状,仍然有部分企业管理者没有能够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地

位和重要意义,或者在新经济时代下仅仅是在理论的层面上对

其进行宣传和讲解,在实践层面上却没有进行配套改革,这些情

况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进一步推行,也会影

响到企业的未来发展。 

2.4经济实力不足 

中小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有待提升,由于管理平台的建立

需要一定的成本,对企业来说存在着影响。目前中小企业数量增

加,数据平台建立及管理成本比较高,收益存在着滞后性,无法

满足企业的经营管理需求,即使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数据库也

需要一定的投入。因此,中小企业在投入方面存在着缺陷,这对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施产生了影响,使企业在技术开发及设

施更新方面无法获得优势,影响了其发展。 

3 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路径 

3.1构建内部管理体系 

在对自身的人资管理模式进行优化期间,不仅需要侧重融

合内部结构,还要紧密迎合市场的发展需求,形成更为完善的管

理架构,以充分发挥管理模式的激励职能。首先,管理者与员工

均需客观认识到自身在岗位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从员工角度来

讲,要清晰意识到团队在经营过程中所需完成的经营职责,侧重

提高人资经济管理模式的投入,保证各岗位员工均能 大限度

地发挥自身的岗位职能；其次,需加大绩效管理的力度,充分发

挥薪资分配的促进作用,保证员工以积极的状态完成经营目标；

再次,管理者需结合员工的具体工作完成情况,调动员工的工作

积极性,形成更为合理且可行的奖惩方案； 后,管理层需配置

专业人才对员工的工作状态和表现进行考核,形成更为细化和

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现出激励机制的优势作用,从根本上调动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经营的效率和质量。内部管理体系的

构建需结合内部管理工作开展,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高经济管

理效率,从而通过管理体系的完善不断推进可持续发展。 

3.2加强内部人才管理,全面提升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

价值 

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实行期间,影响其管理水平的关键在

于对企业内部的有效控制。在此过程当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人

才管理制度,既要保障人力资源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又要确保

职工与其岗位工作具有一定的统一协调性,即职工的专业技能

或擅长的工作技能能够有效满足岗位职能需要。同时,在职工工

作期间,管理人员还需结合职工反馈的信息,对其工作内容及任

务安排进行适当调整,使之能够发挥个人所长,为企业贡献更具

价值效益的工作支持,使之能够更好地将自己擅长的部分实践

于实际岗位工作当中,以此实现工作效率的高质量保障,减少工

作任务执行期间存在的各类隐患。另外,在建构人力资源管理模

式期间,还需对员工价值考核进一步加强落实,结合其工作量

实现对其价值的评价,以此实现对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切实

提高。在内部治理义务市场结构中,企业及职工的各自需求均

相对较高,因而两者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共生共长态势,职工

在长期工作中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为企业提供更有力

的价值支持。对此,企业则可结合职工的工作成果给予其相应的

价值评价。 

3.3建立针对性的保障体系与效果评价机制 

针对性的保障体系主要是指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包括体

系建立在内的一系列人力、物力的供应,方案的预备以及一些细

节问题的处理。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的发生。其中,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开发建设团队就是其中一个十

分重要的保障性因素。此外,效果评价机制的建立也是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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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具体而言,建立针对性的效果评价机制

主要包括评价指标的选取、评价过程的落实、评价结果的得出

以及评价建议的调整几个方面。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落实不仅可

以及时发现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对时下人力

资源开发的效果进行评估。这对于后续的调整方案的制订与人

力资源开发的长远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3.4依托健全、完善的员工培训机制 

健全完善的员工培训机制,既可以促进员工工作能力的形

成和发展,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同时也可以发掘出许多有

潜力的专业人才,保证企业的人才体系更加完善, 终实现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还需要重点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企业

文化建设能够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和辅助。要

鼓励员工参与企业的各项活动,不断优化当前的管理氛围,打造

更加优质的企业形象,切实有效地提升员工群体的荣誉感和成

就感。在开展各项工作的同时,需要将人力资源管理与文化建设

有机结合,从多方面推动企业的发展。 

3.5采取柔性管理措施,发挥激励作用 

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便需要充分重视

人才培养,充分突出人力资源管理在保护人才、留住人才和用好

人才等方面的作用,为人才创造广阔的学习和发展空间,积极改

变以往刚性的管理模式,积极创新人才培养策略,有效提升人力

资源的管理水平。同时,通过将人性化的理念合理应用到单位人

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充分调动起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

样才能为单位创造更大的经济收益。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实行柔

性管理措施时,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大程度提升人力资

源管理的水平。以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坚持在人力

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员工、相信员工和引导员工,充分激

励全体员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避免出现传统管理

理念下的官僚主义和得过且过的作风。同时,还应该充分凸显出

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作用,充分激发全体员工不断进步的热情,

有效调动其学习的主动性,为其提供良好的培训机会,适当给予

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为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人才基础。 

3.6实现大数据技术与人力开发进度相结合 

新经济时代迅猛发展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大数

据技术的优势,即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可以使各行各业

受益,并且推动其长远发展。对于人力资源开发来说,大数据技

术同样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高质量开发团队建设的过

程中,运用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使开发团队对员工的个人特征

等多种信息的分析更加到位,还能在总结各个员工差异性特点

的同时,为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智能性地提供建议。这样不

仅可以减少很多麻烦,还能降低人力资源开发的成本,精准提高

人力资源开发的整体效率与质量。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发展,因其具有满足员工

需求、增强竞争优势、顺应时代趋势等现实意义,故而应当加大

改革力度,从管理理念、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管理手段等方面

分别提出创新发展建议,继而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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