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工商管理                                                                              2022 年第 2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Moder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ttps://jmba.oajrc.org 

- 11 -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高 原 

沈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辽宁沈阳 

【摘要】人力资源是现代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极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对其开展系统性筹划管理不仅可

以激发员工积极性，提升其综合工作效能，还能够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

升。文章聚焦于此，简要介绍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任务，展开论述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常见问

题及应对策略，提出了完善责任制度、加快信息化建设、完善培训方案等系列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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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 resources are the key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human resources can not only stimulate 
employees' enthusiasm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work efficiency, but also optimize the in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Focusing on 
thi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tents and task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economists, discusses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f economists,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perfecting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speeding up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ng the trai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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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市场经济繁荣、城建事业兴盛的背景下，我

国正式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新业态衍生速度加快、

科技导向趋势也愈发明朗，企业内外部环境均面临

着巨大变更。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管理中的关键对象，

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但纵观其设计、落实

现状，机制体系不健全、管理手段陈旧滞后、培训

方案针对性不强等情况仍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企

业实力的提升，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和改进。 
1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及任务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具有显著的综合性、

繁琐性特征，需要灵活调用规划、组织、招聘等手

段，对企业劳动力数量、结构进行补充和优化，以

满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人力需求。其工作内容是十

分多样的，主要可以归结为几个不同方面，其一是

人力资源规划，即以企业中长期战略为导向，制定

匹配性更佳的系统性方案，以此指导调配、招聘等

具体工作；其二是职务设计与工作分析[1]，需要对

企业发展任务进行罗列、拆分，并对应设计不同职

位，确定履职内容、工作条件等；其三是人力选拔

与开发，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量、

需求结构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根

据短期战略阶段寻找合乎要求的申请者，并通过培

训等方式开发内部人力资源，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保

障；其四是薪酬体系设计与绩效考核，主要包含指

标确立、薪资水平设计等，此外还有劳资关系协调、

职工安全保健等。 
2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常见问题 
2.1 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健全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长期性、动态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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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仅依靠零散的举措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必须以

系统、完善的机制体系为依靠，才能确保策略落实

有效性。当前我国多数企业过于关注经济效益问题，

忽视人力资源管理重要性，在制度体系建设上存在

盲目跟风、形式主义的弊端，发现某个成效较好的

方案后盲目照搬照抄，完全不考虑其是否符合企业

发展实际。考核评估系统建设环节，指标缺乏针对

性、评估过程不透明、考核激励方式过于单一的情

况也普遍存在，制约了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性

的提升。 
2.2 管理手段较为陈旧滞后 
近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提升、产业格局优化升

级，企业内外部经营环境明显更加规范，很多企业

把握住发展契机进行了制度变革和改进，经营规模

显著扩大，为企业注入新兴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

更多管理难题，比如员工数量增多、信息汇总分析、

交互难度大，员工基础信息、日常考勤、绩效管理

信息错综复杂，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量明显膨胀。但

很多企业在管理手段上却未及时更新优化，仍旧采

用传统的纸质记录方式或 Excel 记录方式，员工职

位变动、待遇变动均需要手动更改数据，实时性和

准确性均难以保障。 
2.3 员工培训体系较为笼统 
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中，培训体系笼统化、形式

化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培训方案及内容较为死板，

缺乏必要的动态调整机制，很多情况下企业战略目

标已经发生变更，但培训机制还沿用原有陈旧的套

路，难以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培训机制设计环节

也没有树立起针对性、适配性观念，所有员工沿用

一套职前培训方案，采用刻板的单向灌输讲解方式，

不仅无法满足员工个人需求，还容易引发其抵触情

绪。此外，培训是企业文化渗透、熏陶的重要渠道，

很多企业在组织培训活动时显然忽略了这一价值，

对于企业文化的宣传不够重视，制约了内部凝聚力

的提升。 
2.4 缺乏长远的人力资源规划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服务于企业发展，因

此工作方案制定时，必须立足企业中、长期发展战

略及经营规划，评估人力资源架构现状、预测岗位

发展趋势，并结合企业实际需求编制招聘、调配、

开发等各项方案。但现阶段很多企业并未建立起该

种意识，战略规划不够明确，往往存在“走一步看

一步”的思想，人力资源管理环节没有确切、具体

的依据，管理规划也难以成型，这使得后期的管理

工作失去了统一的目标规范和约束，管理手段较为

零散。该种情况下作出的管理决策也很难保证科学

性，管理内容与战略目标不相协调，导致了人员频

繁流动、进出[2]，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也影响了企

业凝聚力的提升。 
3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优化思路及对策 
3.1 完善岗位责任制度，健全考核评估体系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务必要将制度体

系的完善放在首位，在战略目标分析的基础上优化

职务设计，做好拆分、细化工作，确保权责统一、

分属明确。在此基础上改进绩效考评方式，综合分

析 BSC（Balanced Score Card，平衡记分卡）模式、

360 度绩效评估模式以及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ion，关键业绩指标）模式有效性和适用性，

选择匹配性更佳的考评方式，指标确立时要综合岗

位职务内容、技术风险等优化设计，考评主体要足

够多元和全面，所有考评制度、依据公布于企业内

网之中，同时开放评估结果申诉反馈渠道，最大限

度保障考评过程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激励机制建设

环节同样要避免单一、固化思维，从“需求层次理

论”出发，设置结构丰富的激励方案，物质激励层

面可以发放奖金、补贴、提升薪资水平，晋升激励

层面要准确梳理职系结构，明确晋升标准和方法，

除此之外适当搭配情感激励、发展激励、榜样激励

方式，以身作则切实关注员工需求，帮助员工解决

生活、工作中的难题，使员工获得更加充实的归属

感、认同感。 
3.2 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积极引进现代科技 
“互联网+”是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极为关键的

手段方式，能够改变传统方式中单一自上而下的管

理格局，为人力资源管控增添更多互动性、多元性

特征，促进信息资源整合集成的同时，缩减管理成

本和信息流转时间。实践过程中要积极摆脱传统思

想束缚，与具备资质和实力的专业软件公司建立合

作，直接引进或定制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注意结合

企业运行实际细化管理平台模块分类，使之更好地

服务于企业战略发展。基础性模块主要可分为以下

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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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档案信息系统。负责汇总各部门员工档案

信息，包含性别、年龄、籍贯等基础信息，文化程

度、专业学位、证书职称等知识状况信息[3]，过往

职业、任职时间、离职原因等阅历类信息等等，所

有信息均支持可视化分析，人力资源管理者完全可

以据此得到员工学历结构、年龄结构等的分析结果，

进而作出更具针对化的招聘、准入决策。（2）薪资

及绩效管理系统。系统与各部门考勤设备对接，可

以自动获取各岗位员工考勤情况，汇总电子假条、

旷工记录等，绩效板块则包含工作报表信息、业务

指标完成信息等，月末统一汇总和核检后形成完整

的薪资、业绩报告，为工资、福利的发放提供依据，

后期通过关键词搜索还能准确定位数据内容，保证

信息流转交互快捷性。（3）员工录用与调配系统。

员工招聘、调配是人力资源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该模块可以准确记录录用、调配时间，平行、升降

调动依据等，为社保、薪酬等的计算提供支撑。 
3.3 细化内部培训机制，提供完善培训方案 
培训机制能够弥补内部员工能力素养匮乏、理

论认知欠缺的弊端，帮助员工更好、更快地消除“本

领恐慌”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建设进程，人力资

源管理环节要重视培训机制运行有效性问题，积极

健全和细化制度内容，最大限度发挥培训机制效能。

在方案制定上要着力体现针对性思维，从企业发展

阶段、员工职业生涯等角度入手，计算出个体能力

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实际差异，在此基础上编制培训

方案，充实培训内容。在培训课程设计方面，要同

时关注到知识、技能、态度三个维度的渗透，不仅

要积极扩充业务知识，更新理论内容，明确岗位规

程、工作标准等，还要重视企业文化、核心理念的

渗透，帮助员工更快地树立起岗位责任意识和敬业

精神。培训方式上也要适当创新，除原有的讲解方

式外，也要引入更加生动、具象的案例法、对比法、

多媒体方法、轮岗实习法、现场演示操作法等。为

确保培训卓有成效，不流于表面形式，机制搭建过

程中还应完善配套的培训考核体系，每月度、季度

开展专业技术理论考试、业务实操考试等，在准确

衡量培训结果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培训方案、内容以

及方式。 
3.4 准确把握企业战略，确保规划协调一致 
人力资源规划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特征，

是综合企业生存、发展阶段作出的全局性分析，它

突破了传统人力资源管理静态、固化的困境，主张

以宏观视野看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能够较好

地迎合现阶段经营环境变更、产业格局重构的形势，

体现动态管理特征。以明确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为

依托，还能够有效提升管理工作效率、节约人力资

源购买成本，所有调配、开发工作均以方案为依据

和导向，避免了具体工作零散、目标不统一的情况。

实践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确企业阶段性战略目标，通

过广泛的沟通、调查获取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期

望、要求，确保规划编制方向正确、优质。其次还

应从预测角度出发，对企业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

采用 SWOT 分析法客观罗列企业内外部环境[4]，了

解企业现有组织架构情况，注意着重把握人力流失

率、员工受训率、员工满意度、劳动生产率等指标。

在此基础上开展人力资源规划实践，采用“三维立

体”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由决策层牵头、人力资源

部门和一线业务经理参与，群策群力确保规划适配

性，后期也要开展动态化的监督评估，及时调整细

节问题，提升方案落实成效。 
4 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是以企业发展

战略为导向，以综合性管理手段为依托开展的系统

管理工作，能够有效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人力成本支出水平，保障企业的平稳、高质运行。

实践中务必要正视其内在价值，积极完善岗位责任

制度，以技术风险分析、职能内容分析为基础优化

考核体系，同时细化内部培训机制、加快信息化建

设、企业文化建设步伐，为企业长远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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