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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战略管理》

前言

　　现时知识型经济已经来临，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制胜，宝贵的人力资源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而，人力资源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不少专业人士在本行技术操作上独领风骚，但一旦要当管理
人员时却束手无策，正如本书第1章内千色印刷个案里的李总，在其印刷事业上可称得上是祖师爷，
却对如何构建稳定胜任的员工队伍感到沮丧。个案里的李总并不是一个特殊例子，相信不少管理人员
在读到李总面对的情况时都会有同病相怜之感。　　本书共分为九个章节，头四个章节里讨论了重要
的人力资源策略，当中的见解和概念，是读者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入门功。尽管是入门的材料，但作
者却用了深入浅出的方法，生动、言简意赅地将重要的理论及学说，用生活化的企业例子去说明，这
是不容易的事。学者写文章时习惯了学术上的风格，总给人一种不着边际和与现实世界脱节之感；然
而本书却没有犯上这通病。在第5、第6和第7章里，作者分别对金融、房地产和制药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相信这本书的人力资源对策，对这些行业的贡献很大。最后两章总结全书，以人
力资源管理的挑战、建议和未来展望作结束，将全书连贯一起，阅毕有一气呵成的感觉。　　对人力
资源的重视或忽视，可以是企业成或败的关键，所以如何好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会是21世纪企
业管理的头等课题。笔者很高兴见到本书的出版，当中的人力资源战略，相信会对各位读者有所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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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着重介绍如何开展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实现企业成功。首先，完整地介绍了企
业内外环境结合、  以胜任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模型。其次，分别以案例描述了大型和小型
企业依照人力资源战略管  理模型进行企业重构的实景。然后，以金融、房地产和制药产业为对象，
介绍了人力资源战略管理模型在  产业层次上的应用。《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最后部分重点说明了
开展人力资源战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以及面向未来的挑  战和人力资源战略管理自身的创新能力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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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6章 房地产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6.1 国内房地产产业的现况6.2 房地产产业的组织战略6.3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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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战略管理7.1 制药产业的特征7.2 制药产业的三类参与者7.2.1 跨国制药巨头7.2.2 普药企业7.2.3 专
业制药科技企业7.3 人力资源胜任力与人力资源政策和实践7.3.1 制药企业人力资源胜任力开发的程
序7.3.2 制药企业中重点职位的管理7.4 制药企业的转型思考题参考文献第8章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挑
战与建议8.1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角色的转换8.2 SHRM操作过程中的风险与问题8.2.1 公司方面8.2.2 咨询
顾问方面思考题参考文献第9章 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未来9.1 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挑战9.1.1 重构的全球
商业格局9.1.2 动态的经济发展9.1.3 创新的商业模式9.1.4 多元化的劳动力市场9.2 挑战性的人力资源战
略事项9.2.1 管理变革9.2.2 管理文化9.3 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创新能力9.3.1 胜任的人力资源管理者9.3.2 
转移再造能力9.3.3 网络创新能力思考题参考文献

Page 4



《人力资源战略管理》

章节摘录

　　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第一目标是保证人力资源的灵活供应。世界上不存在经营活动永远恒定
的企业，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有的时候需求上升，有的时候下降。
没有不变的市场，消费持续变化才是企业面对的真实。作为与企业输入和产出均相关联的人力资源，
也要随着市场的需求浮动而不断变化，也就产生了对人力资源供给的灵活性追求。人力资源供给的灵
活性追求包括供给“充分”和处置“方便”两个相干但又矛盾的诉求。“充分”的要求是企业要得到
能够保证它经营活动顺利开展的人力资源供给。简单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出现缺员的情况，那只
有两个办法：一是必须有人付出更多的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加班；二是部分工作就会被省略或简化掉
，该做的不做或者少做。后果也是显然的，短时间的救急可以，但稍长一点时间就绝对没有办法支撑
下去。任何员工都不可能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下还保持一定的绩效水平，也没有任何客户可以容忍企
业对提供给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偷工减料。所以企业必须满足人力资源“充分”这一要求。另一方面，
单单满足“充分”要求是不够的。企业总会遇到需求下降的时候，对人力资源也就自然有处置的必要
。对企业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根据生产需要而自由、无成本地辞退富余的员工，或者至少说要“方便
”地辞退员工。把人力资源供给“充分”和处置“方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对用工灵活性的
追求。　　用工灵活性是目标，而要实现目标就需要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之间进行选择，结果就是
常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劳动关系制度的倾向。首先来看计划手段，它对供给“充分”目标实现
的作用是双重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早期的“三线”建设时期，一纸调令就可以将个人甚
至是一个企业的所有员工都整体调动，计划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供给的“充分”，但是计划体
制同时也意味着部分没有在计划中的企业无法得到它们期望的人力供给，也就是说计划体制在保证人
力资源供给上可能对不同企业的后果是不一样的。在处置“方便”这一侧面，计划体制的作用就常为
大家所诟病。对比计划体制，市场体制在人员供给上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更重要的是在人员处置上
，单纯的市场机制更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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