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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四新”时代环境下,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率重塑各个领域,房地产行业同样置身于这场巨变之中。这些新技术的深度渗透不仅为房地产领域开辟

了崭新的发展路径,同时也对传统的人员管理方式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在面对科技革新带来的冲击时,

房地产公司必须敏捷响应,积极推动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以应对不断增强的市场角逐和持续演进的消

费者期待。本文通过对新技术在房地产业的应用及对人力资本影响的分析,强调了房地产人力资源变革

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明确了相应的变革方向。文中提出,房地产企业应主动接纳新技术,改进招聘流程、

人才培养、绩效评估和激励策略等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环节,以适应技术进步引领的行业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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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four new" era,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re reshaping various fields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and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also in the 

midst of this great change. The in-depth penetration of these new technologies not only opens up a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the real estate field, but also poses a profound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al estate companies must respond quickly 

and actively promote innovation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volving consumer expecta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and its impact on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the reform of real estate human resources, and clarifies the corresponding direction of change.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mbrace new technologies and improve key 

aspect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uch as recruitment processes, talent train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ncentive strategies, so as to adapt to the industry evolution trend l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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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充足的人才是房地产企业在如此激烈的环境中取胜的法宝,

如何拥有一支“善打能赢”的优秀人才队伍,对企业来说是非常

重要和紧迫的。用科学的方法明确企业的人才需求,保证数量充

足,用有效的评价工具制定企业人才标准,确保质量可靠,配合

公司完善的人力资源体系,确保人才队伍数量、质量、结构健康,

显得尤为重要。企业人力资源规划是解决企业人才供需矛盾的

核心课题,它附属于公司的经营战略,没有战略的人力资源规划

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 

1 “四新”背景及其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在新时代的“四新”(创新技术、新兴业态、新颖模式和新

兴产业)框架中,房地产领域的转型进程正在展现其深度影响

力。科技创新,如大数据、AI和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融入,为房

地产业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探索空间。这些技术的应用促使企业

利用数据挖掘洞察市场的细微变化,从而精细化项目策略,提升

设计效能,并优化施工流程。与此同时,新型业态的涌现,如长租

市场和共享工作空间,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也推动了行业

内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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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科技、文化和旅游业的交叉融

合,为房地产领域拓展了全新的增长领域。这种交融使得房地产

项目得以承载更多元的文化内涵和体验价值,从而增强其市场

竞争力和独特的吸引力。正是在这种“四新”力量的驱动下,

房地产行业正经历一场从智能化、环保导向到个性化定制的全

面革新,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2 新技术在房地产行业的应用及其对人力资源的

影响 

2.1新技术在房地产行业的具体应用 

科技的迅猛进步正在深刻重塑房地产领域的格局,新技术

如同催化剂,推动行业革新。大数据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

是房地产企业手中挖掘价值的金钥匙,它协助企业深度挖掘和

解析海量的市场动态和消费者行为数据,从而实现对市场走向

和客户需求的精确洞察,为项目策划、产品设计和销售策略的制

定提供了强大支撑。人工智能在房地产领域的角色日益凸显,AI

技术的引入使得诸如房屋估值和客户咨询服务这类任务得以自

动化处理,既提升了工作效率,又优化了客户服务体验。物联网

技术的融入更是锦上添花,智能家居和智能安防系统的广泛应

用,不仅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显著提高了物业管理的智能

化水平。 

2.2新技术对房地产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房地产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新技术的浸润下发生了深刻

变革。技术的融入极大地提升了人才挑选和招募的效能和精确

性。公司如今借助线上招聘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介,能迅速搜集潜

在雇员的资料,再运用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算法进行深度筛

选和评价,从而提升了招聘的效率和人选的匹配度。这同时也意

味着,员工需具备更高的技能和综合素质以应对技术进步的挑

战。因此,个人必须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强化专业能力和

整体素质。相应地,企业应强化员工的培养和发展体系,创造

条件让员工有学习和进步的空间。此外,新技术的应用还催生

了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创新。企业需构建与技术发展趋势相

协调的组织结构、管理流程,并设计激发员工潜能和创新精神

的激励策略。 

3 房地产人力资源变革面临的问题 

3.1招聘与选拔问题 

在房地产业的人力资源转型中,首要任务是人才的招募与

甄选。随着行业迅速扩张,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但市场

上的优质人才供应却显得捉襟见肘。这种供需不平衡在招聘环

节中为企业带来了严峻的竞争压力和抉择难题。传统的招揽方

式,如招聘会和报纸广告,已无法有效地满足企业的搜寻需求。

相反,新兴的招聘途径,如社交媒体和网络招聘平台,虽扩展了

选择范围,但如何挑选最佳渠道及评估其效能却成了新的挑战。

企业需清晰定义招聘目标,设定合理的选拔标准和程序,以保证

录用的人员能契合公司的需求。然而,实践中常出现招聘标准不

明确、流程过于复杂的现象,这不仅降低了招聘效率,还可能导

致所招人员未达预期。为了确保对候选人进行全面且精准的评

估,企业需构建一套科学的面试和评价系统。但在实施过程中,

面试官的主观性过强、评价尺度不一往往导致评估结果失准,

有时甚至会遗漏具备潜力的优秀人选。 

3.2培训与发展问题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动态演变,企业对员工的专业能力和综

合素质寄予厚望,促使人力资源策略的转型尤为关键。然而,在

实施过程中,企业常面临诸多挑战,如培训资源的短缺和培训内

容与实际业务需求的脱钩。鉴于房地产行业的独特性,许多企业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难以负担丰富的培训资源,从而限制了其

培训项目的规模和深度。此外,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人才流动,

使企业在培训投资方面更为保守,力求确保每一分钱都能产生

最大效益。 

随着行业的瞬息万变,企业所需的技术和知识持续升级,但

部分企业的培训内容却未能与时俱进,依然聚焦于传统房地产

知识,忽视了行业前沿的发展动态。这种滞后可能导致员工在面

临新工作环境和任务时显得力不从心,从而削弱企业的竞争优

势。传统的面对面教学和案例研究方法虽然一度盛行,但如今,

科技的革新催生了诸如在线学习和虚拟现实等新型培训手段,

它们以更高的灵活性和较低的成本,迎合了员工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为提升员工能力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3.3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问题 

在人力资源转型过程中,绩效管理和激励策略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度及公司的整体效益。但

在实践中,企业常常遇到绩效评估标准模糊、奖励机制失衡的挑

战。不少公司在构建绩效评价体系时,未能确保其科学性和全面

性,因而出现了目标设定不清、量化困难的现象,这使员工在执

行任务时缺乏清晰的方向感和内在驱动力,间接削弱了公司的

业绩表现。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在设计激励措施时过度倚重物质

奖励,忽略了非物质激励的价值。如此一来,员工可能过分追逐

眼前利益,而对长远发展缺乏足够的热情。此外,不恰当的激励

政策还可能导致员工的不满情绪升温,对公司稳定及持续发展

构成障碍。 

3.4组织文化与员工关系问题 

在人力资源变革的背景下,组织文化和员工互动扮演着无

形但至关重要的角色。房地产领域的演变和进步,对公司的文化

构建和员工互动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伴随着行业的演进,组织

文化应当适时地适应并革新。遗憾的是,很多企业在实践中常常

低估了组织文化的价值,从而造成文化的更新跟不上企业发展

的步伐。这种情况可能削弱员工的工作热情,进而影响到企业的

整体市场竞争力。在房地产行业快速扩张和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员工承受的压力日益增大。此外,由于行业的特性,员工往往需

要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因此,企业在管理员工

关系时应更加强调人本性和科学方法,以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

和强化团队协作。 

4 对策与建议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激流勇进与创新转型,人力资源管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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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困境。为了在这场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

企业亟需实施创新的战略措施,提升招聘策略的精准度,强化员

工培训与职业成长路径,改革绩效评估体系并引入有效的激励

机制,同时重塑独特的企业文化并优化内部人际关系。以下是针

对这些关键领域的深度策略指南。 

4.1招聘与选拔策略 

在人员配置策略中,首要任务是明确职位的角色与规格。企

业需依据自身的战略规划,详尽阐述每个岗位的职责与期望技

能,并据此设定严谨的招聘门槛和流程。这样做旨在确保新入职

者能精准契合企业的实际运作需求。除了常规的招聘途径,企业

应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如借助社交媒体和在线招聘平台,拓宽

人才搜寻的广度并提升效率。此外,与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紧

密合作也是关键,共同培养能满足企业特定要求的人才资源。企

业应构建一套严谨且多元化的评估体系,涵盖笔试、面对面交

流、专业技能测试等环节,以全方位考察候选人的综合能力与素

质。强调面试官的专业素养和公正性,以防止任何形式的主观偏

见和歧视问题。企业还应设立人才储蓄计划,长期关注和挖掘潜

在人才,以便随时应对市场动态和业务扩展的需求。同时,内部

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也被视为重要一环,企业应鼓励内部晋升,为

员工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4.2培训与发展体系 

在人力资源增值策略中,设计定制化的教育路径至关重要。

企业应基于员工的角色定位和职业前景,制定个性化培训蓝图

和预期成果,确保培训的针对性能精准对接实际工作需求,从而

提升培训的实效性。培训内容应当丰富且实用,涵盖行业前沿信

息、专业技巧提升以及职场软实力等多个维度,以全面塑造员工

的能力。企业应灵活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如数字化学习平

台、互动案例研讨和实践操作演练,以增强员工的参与感和学习

效率。定期实施培训效果的评估和反馈机制,不仅能让企业掌握

员工的学习进度,也能及时调整和优化培训策略,以保证培训质

量和成效。企业应倡导自主学习的文化,为员工提供丰富的学习

资源和便利的学习环境,激发他们的自我驱动。同时,通过设立

激励措施,如晋升通道、薪酬激励等,来激发员工对知识和技能

提升的热情,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这样,企业不仅能提升

员工的专业素质,还能推动整体组织的发展。 

4.3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 

在人力资源策略中,构建一套动态的绩效评估体系至关重

要。企业需灵活调整评价框架,依据业务策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设定多元化的绩效衡量维度,如任务完成度、创新潜能等,以确

保个人贡献与企业愿景同步。激励策略应兼顾物质与精神层面,

设计多元激励模式,比如设立明确的职业晋升路径、灵活的薪资

调整制度、丰富的职业发展培训项目,以及公开的认可和荣誉机

制,以满足员工个性化的需求和抱负。定期开展绩效对话与反馈

机制,企业应主动倾听员工的声音,关注他们的工作进展和挑战,

提供及时的支持和解决方案,这有助于提升员工的认同感和工

作满意度,激发他们的创新动力和工作热情。同时,企业还应建

立公平且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体系,确保员工薪酬与行业标

准保持同步,并提供诱人的福利待遇,以此作为吸引和保留顶尖

人才的重要手段,从而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 

4.4组织文化与员工关系 

在构建与员工的和谐关系中,企业需着力培养一种积极健

康的组织氛围。重视组织文化的建设和推广,强调正面能量和乐

观的价值取向,以此激发员工的团结精神和工作热忱,提升他们

的创新意识。为了增进员工的认同感和满足感,企业应设立有效

的沟通途径和互动空间,促进员工间的沟通协作,推动团队协作

和共同进步。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和福利,企业应提供必要的支

持,如心理咨询服务、定期健康检查,并通过组织各种文体活动

和团队建设活动,以减轻员工的工作负担,提升其生活满足感。

同时,企业需确保公正平等的员工关系,消除任何形式的歧视和

偏见,全面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强化员工权益保护机制。 

5 结语 

总之,在“四新”时代潮流下,房地产行业的转型呼唤着由

新技术引领的人力资源转型,这促使企业必须从创新的维度重

塑人力资源管理框架。应设计出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强化员工能

力提升和动力激发,塑造充满活力的企业精神文化。只有这样,

企业方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推动持续而

稳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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