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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8/2021_2022__E9_87_91_E

8_9E_8D_E6_B5_B7_E5_c37_528140.htm 在金融海啸中，人力

成本控制成为企业的第二解决之道，仅次于材料成本控制。

如此背景之下，这样的“节流”是否最佳，是否合理呢？救

得了企业今天，能否救得了明天呢？ 从“瘦身”的企业来看

，精简的人员多为非核心的职能部门人员和短期员工，核心

的团队不但保留，而且还可能会储备一些。考|试/大显然，减

少福利、缩减人员等惯用的思路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并不能从长远帮助企业解决人力成本控制的问题。其实

，企业应全局思考，以前瞻性的眼光重新梳理人力配置的问

题。 由于人力配置与业务的经营具有直接的关系，因此理解

业务对人力配置的需求是实施配置的必备条件。人力资源管

理者在了解业务的基础上，可将人力配置划分为动态的人力

配置和静态的人力配置两部分。 动态的人力配置，主要是指

一些变动性明显的人力需求，具有很强的行业特点，如快速

消费品行业淡旺季销售人员、市场策划人员，IT行业阶段性

的项目研发人员等，随业务的变化比较突出，企业应用弹性

人力减少长期自行雇佣投入的人力成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经济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人力需求也属于动态人力配置的

范畴。在欧美国家，企业会长期保持一定比例的派遣员工，

以抵御经济变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 而静态的人力配置主

要指一些长期持续性的人力需求。考|试/大企业需要从人力资

本的独特性和价值两个维度上分析组织结构，即从企业核心

业务的角度对岗位进行严谨地划分，将岗位划分为辅助型岗



位、通用型岗位、特殊型岗位和核心岗位四类。 在这四类岗

位中，辅助型岗位、通用型岗位、特殊型岗位对组织所具有

的替代性相对较高，如通用的、偏技能性的岗位，办公与行

政、销售与市场、信息技术、工程与制造、财务与金融、人

力资源技能领域的管理层和非管理层的岗位，人员流动不会

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均适用于配置弹性人力，可避免冗

员现象。考|试/大而核心岗位往往与企业的业务核心竞争力有

着直接关联，企业应采用自行雇佣、内部培育发展的形式，

如持续性比较强的核心管理岗位和创新型的研发岗位等。 与

动静态的人力配置关联起来，企业便可以更轻松地划分出自

行雇佣和弹性人力的应用空间，辨别出能够改善效益与控制

成本的机会。一家公司在多元化业务的快速发展上，重新评

估和调整了动静态的人员配置，缩减了在工作量不饱和或冗

余岗位上的静态人员配置，增加了在紧急性、项目性、临时

性的动态弹性人力配置，将弹性员工的比例增至30%，每年

为公司节约了几百万人民币的人力成本。 其实，不仅是在危

机时期，还是在繁荣时期，企业在人力配置上都应该具有这

种整合资源的战略意识，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实现成功

控制“明天”人力成本的真正目的。"#F8F8F8"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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