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中级复习资料-第九章人力资源与管理要点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2021_2022__E7_89_A9_E

6_B5_81_E4_B8_AD_E7_c31_37425.htm 掌握 一.人力资源的内

涵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资源”，是指具有为社会创造财

富、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

动的能力的人们的总和，它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这一

概念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是指一切具有为社会创造物质

文化财富，为社会提供劳动服务的人； 2、是指能够推动整

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 3、包

含在这种资源中的能力，若发挥出来就变成了现实的劳动生

产率。人力资源的最基本方面，包括体力和智力，从现实应

用的状态，包括体质、智力、知识、技能四个方面。 物流企

业三大资源：物质资料、信息资源、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特征

： 1、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 2、智力性； 3、能动性；

4、再生性； 5、时效性； 6、两重性； 7、是经济资源中的核

心资源。 二.人力资源的特征 1、人力资源具有生物性和社会

性双重属性； 2、人力资源具有智力性； 3、人力资源具有能

动性； 4、人力资源具有再生性； 5、人力资源具有时效性；

6、人力资源具有两重性； 7、人力资源是经济资源中的核心

资源。个体差异最主要的表现为人的气质、能力、性格。 影

响知觉的因素： 1、客观因素，刺激的强渡、刺激的对比性

、刺激的新异姓； 2、主观因素，思维定式、个体需要、期

望与动机、知识与经验 三.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用气质差异气质

是指在人的认识、情感、言语、行动中，心理活动发生时力

量的强弱、变化的快慢和均衡程度等稳定的动力特征。 运用



气质差异： 1、人的气质特征合理安排与分配工作； 2、根据

人的气质特征合理调整组织结构，增强组织的凝聚力； 3、

对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 4、注意气质

类型的差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四.能力差异在人力资源管理

中的运用能力是与顺利地完成某种活动有关的心理特征，通

常是指个体从事一定社会实践的本领。一方面指个人到目前

为止所具有的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指含有可造就性或潜力

的意思。 又可分智力（个人的一般能力）、性向（个人可以

发展的潜在能力）、成就（个人通过教育或训练，对学识。

知识和技能方面所达到的较高水平）。 能力的个体差异：能

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力类型的差异、能力发展早晚的差异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1、人的能力要与工作相匹配； 2、人

的能力要互补与协调； 3、既要考虑员工的知识智能，又要

考虑员工的技能和潜在能力； 4、根据能力差异，进行职业

技术培训。 五.性格差异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一个人的本

质属性的独特的结合，这些属性使社会成员之间互有区别，

表现了这个人对于现实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并且表

现在他的行为举止中。 性格的特点有，复杂性、独特性、整

体性、持续性 1、了解个体性格，在确定领导班子时，按人

才的性格不同进行组合，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 2、注意行

为预测，合理安排工作； 3、注意性格顺应与性格互补； 4、

全面了解员工性格，加强思想教育。 人性格的六种类型：经

济型、理论型、审美型、宗教型、权利型、社会型（重视爱

，以爱他人为其最高价值） 六.影响群体凝聚力的因素 1、群

体的同质性； 2、对群体的依赖程度； 3、群体目标； 4、群

体的成就和荣誉； 5、群体的领导方式及奖励方式； 6、外部



压力。 七.鲶鱼效应经济活动中有一种做法叫“鲶鱼效应”，

既是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

场中积极参加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相关物流企业。 负激

励的方法：困境激励法、激将激励法、竞争激励 八.鲶鱼效应

应用时需注意的方面 1、鲶鱼与鲶鱼窝里斗； 2、鲶鱼未到，

沙丁鱼开溜。 九.领导艺术的特点 1、非模式化； 2、直觉性

； 3、随机性； 4、创造性； 5、适度性； 6、多变性领导有

效性包括：领导品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领导权变理论 现

代物流企业中，领导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角色：外交家、传教

士、调节人、观察家、教师 物流企业领导者的素质：政治素

质、业务素质、业务技能、身体素质 区分领导者与非领导者

的六项特质：进取心、领导愿望、诚实与正直、自信、智慧

、工作相关知识 领导艺术的表现形式：运筹、决断、权变、

用人、协调、激励、讲话、开会。 熟悉 一.气质特点和气质

差异气质特点： 1、不因个人的动机和心理不同，气质特点

在极其不同的活动中，在具有及其不同目的的情况下，都会

在其身上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2、还表现在某个人气质

的不同特征，并不是偶然的彼此结合在一起的，而是有规律

地相互联系着，从而构成表明气质类型的组织和结构。气质

分类：1、按理智、情绪及其意志的强度，分为理智型、情绪

型、意志型；2、按心理活动的指向性，分为内向型、外向型

； 3、按个体的独立性和顺从性，分为独立型、顺从型； 4、

按人的情绪特征，分为 A（情绪特征不安定，社会适应性较

差） B（情绪特征和社会适应性都较为平均，但缺乏主导性

） C（情绪特征安定，社会适应性良好） D（情绪特征安定

，社会适应性强，群众关系好） E（情绪特征不安定，社会



适应性差）型 二.群体的定义、特征、组成要素和功能群体是

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个体，为了实现

某种特定目标而组成的集合体。 正式群体有：命令群体（是

由正式的权利关系所决定的）、交叉功能团队（有来自不同

领域的，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员组成的群体）、自我管理

团队（基本上独立的群体，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以外，还承担

一些传统管理职责）、任务小组（为完成某一特殊任务而临

时组建的群体）。 特征： 1、群体成员相互依赖，在心理上

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2、群体成员有一定的结构，有共

同的目的或需求，有着“我们同属于一群体”的感受； 3、

各成员之间在心理与行为上相互作用。彼此影响。 组成要素

： 1、存在于全体中的活动； 2、相互作用； 3、感情群体功

能： 1、群体对组织的作用（贯彻执行组织的任务，有效地

组织群体生产或社会活动，通过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来实

现组织的总体目标）； 2、群体对个人的作用（维持性功能A

、群体成员获得安全感；B、满足成员交往、亲和、爱与被爱

的需要；C、满足自尊的需要；D、增强自信与力量；E、群

体的工作性功能和维持性功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群体

合作与竞争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群体，为了达

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齐心协力，相互配合的一种行为方式。

这种相互配合方式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是由当

时当地情景而诱发的自发的行为。 合作的作用： 1、有利于

密切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 2、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3、有

助于群体内的精神文明建设。 建立合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合作者必须有共同的目标、利益和兴趣； 2、合作必须具

备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竞争是指群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为



达到一定的目标，力求超过别人取得优势地位的心理状态。 

了解 一.归因理论归因理论认为，我们对于个体的不同判断取

决于我们对给定行为归因于何种意义的解释。这一理论表明

，当我们观察某一个体的行为时，我们总是试图判断它是由

于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造成的。 二.知觉与个体行为之间的

关系人的心理现象包括个体心理过程（即心理活动）和个性

心理特征。个体心理过程是指感知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

程；个性是指表现在人的身上的经常的、稳定的、本质的心

理特点的总和，通常以能力、气质、性格等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称之为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心理特征是在各种心理过程

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并通过心理过程表现出来的，而已经形

成的个性心里特征，对人的心里过程又有影响和制约的作用

。。 个体因为外部环境而被迫行动，这种决定取决于以下三

个因素：1、区别性；2、一致性；3、一贯性。知觉的特征：

整体性、选择性、理解性、恒常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