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源主观的素质要求（2）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

，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021_2022__E4_BA_BA_

E5_8A_9B_E8_B5_84_E6_c37_54466.htm 那么，作为人力资源

主管，起码应掌握哪些领域的知识呢?专家们认为，对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有益的主要的知识领域大体如下： 哲学，探索人

类特性和人类行为的本质。 伦理学，处理和解决道德观念和

价值判断问题。 逻辑学，讨论推理规律和原则。 数学，描述

数量、体积、系统之间的精确关系。 心理学，研究个人意识

和个人行动的现象。 社会学，研究人类群体的形式和功能。 

人类学，研究自然、环境同人类社会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

。 医学，所有分支都旨在保障人类的健康。 历史学，以记载

和解释以往事件为主旨。 劳动法学，调整劳动关系及与其密

切相关的一些社会关系。 经济学，旨在对有限资源的各种竞

争的用途作出最佳选择。 管理学，研究对有组织的人员的灵

活领导。 组织行为学，提高管理人员的能力，促使管理者达

成近期和远期目标，并使他们所管理的人的目标也同时得以

实现。 政治学，研究人们怎样被人统治和统治自己的问题。 

一位人力资源主管对上述知识掌握多少才合适呢？早期，追

溯到一二个世纪以前，不掌握多种知识，就不算受过教育。

一般来说，企业管理者都堪称是具有多种技能和广博知识的

人。后来，逐渐进入专业化的时代，人们若想在每一个内容

浩瀚的知识领域变成专家，就不得不花费全部的精力和时间

。然而，哲学家仅仅有时间从事哲学，医学仅仅有时间研究

医学，管理者的精力则局限在企业，等等。 但是近几年来，

似乎又有一个复归的趋势，即向着专业化的研究之间必须加



强协作的方向发展。管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数学

家等等，开始携起手来合作，以解决人的问题了。 先进的人

力资源管理观念 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主要是“管理观念

”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强调

提高员工的素质与能力，具体包括下述管理观念的转变。 (1) 

指导思想的转变：由“对工作负责”，“对上级负责”到“

对工作的人负责”。 (2) 管理方法的转变：由“教你如何”，

到“叫你如何”，再到“引导你如何”。 (3) 管理手段的转变

：由管理者的“中心指挥”变为“中心导向”。 (4) 管理组织

的转变：由下属的“参与管理”到“共同肩负责任”。 (5) 管

理职能的转变：由“组织、控制、指挥、协调”到“育才为

中心，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 (6) 管理环境的转变：由“简

单”、“缓慢”到“复杂”、“多变”。 (7) 管理者自我意识

的转变：由“上级比下级高明”到“下级的具体专长和具体

能力应高于上级”。 (8) 管理内容的转变：由“简单的任务完

成”到“建设高情感的管理场所”。 (9) 管理目标的转变：由

追求“一般”到追求“卓越”。 (10) 管理效果的转变：由“

差强人意”到“主动精神”。 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是现代

的价值观的核心，为了确立起这一个新的价值观念，必须丢

掉以“长(官)者为尊”的核心的旧的传统价值观念。切实做

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处事准则。 人才使用原则

(1) 用其所长：用人所长，容其所短，把人才放在最能充分显

示其才能的岗位上，智者尽其谋，勇者尽其力。 (2) 用其所愿

：在服从工作需要和服从分配的前提下，尽可能与个人的意

愿、兴趣、特长结合，力求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和企业的发

展目标相统一。 (3) 用当其时：珍惜人才的使用年限和最佳年



龄。打破论资排辈、求全、平衡、照顾的束缚，大胆破格破

例录用辈分小、资质好的青年人才。对业绩卓越、时代感强

、身体健康的人才，即使到了退休年限，经审批仍可延期任

用。 做领导的要保护积极做事的人，保护那些有干劲、有棱

角、锋芒毕露的人。成功的人往往是个性很强的人。个性强

的人，干得多，说得多，错得自然也多。只要能保住他，要

尽量保住他。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道德问题，而是个性特征

问题，如冒失、自认第一、易得罪人等，只要不影响大局，

就应给予保护。 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 人力资源管理应走

向制度化、规范化，必须摒弃那些凭经验的随意性的管理方

法。人力资源主管应掌握以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先进方法。 任

务管理法 通过时间运作研究确定标准作业任务，并将任务落

实到人，这样一个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明确的责任，按职

责要求完成了任务，就付给一定的报酬。 任务管理法的基本

要求是规定组织中每一岗位人员在一定时限内完成任务的数

额。也就是平常说的全额工作量。科学管理和经验管理的区

别，不在于是否给组织的成员分配任务，而在于所分配的任

务的质和量是否过了科学方法计算得来的，用科学方法去计

算任务的质量要求，就必须进行时间和动作研究。任务管理

法的最明显的作用在于提高组织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关键

又在于科学地作时间、动作的研究。 权变管理法 权变管理法

的基本点可概括如下：“组织及其管理的权变观认为，组织

是一个由分系统所组成并可由可识别的界线与其环境系统分

开来的系统。权变观不仅探索了解组织与组织环境之间的相

互关系，而且了解分系统之内和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得出变化因素的关系模式或构图。它强调组织的多变特



性，并力图研究组织在变化的条件下和在特殊的情况中如何

进行经营管理。各种权变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用于具体情

况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这就说明，权变方法是以组织

的系统理沦为基础，是组织系统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运用。 

权变理论指出了管理人员作选择时至关重要的四个因素：① 

组织中人员的性格；② 任务和技术的类型；③ 组织的经营活

动所在的环境；④ 组织面临的变化和不确定程度。大多数研

究，都是针对后三个因素进行的。 运用组织管理的权变方法

，首先要求我们要善于“诊断”组织和环境的特点。根据组

织和环境的特点来确定组织的目标，并调整组织结构，协调

组织活动，使组织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存在和得到发展。 法

律管理法 组织管理的法律化只有通过法律制度才能贯彻和落

实，因为组织管理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法律管理。《企业法》

对于从法律保护企业改革的成果；为推进企业深化改革提供

法律依据；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

内部各方面关系；从法律上确定企业的法人地位和厂长(经

理)的法人代表地位，以及加强企业组织管理，充分挖掘企业

潜力，具有重大意义。 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重点的是按

《企业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明确企业享有

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经济手段法 经济手段是指按照客观经

济规律的要求，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以提

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管理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使

用的经济手段有税收、价格、利息、工资、奖金、罚款、经

济责任和经济合同等。运用这些经济手段，调节各方面的经

济关系，有利于调动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

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 经济手段法的实质是贯彻物质利益原



则，使各级组织和个人从经济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工作成果，

积极主动地开展有各项经济活动，实现管理目标。各种经济

手段的使用，都有一定的环境和条件要求，在使用过程中，

要对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进行分析，不能硬性规定，不能机

械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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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