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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几年前，人们称呼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人是“福利秘书”、“就业员”、“公司警察”等
。
也有人说“人事经理是虚情假意的欢迎者或热情过分的人，他们通过管理好公司的外出野餐、处理好
救济金的使用流向、确保休养项目良好地进行，来使公司保持一种振奋的精神状态”。
那时，他们的责任确实非常有限，通常仅仅处理诸如工人的工资、少数医疗、休养和住房问题，“人
事”作为一种职业一般不被尊重，在组织机构中也是处在底层。
当然。
今天，在大多数组织中这种现象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人力资源管理经理的职务不再是给那些在组织
中无法胜任任何岗位的经理养老的职务”，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人力资源部门会对组织的整体效率和获
利能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在美国，在拥有10000多名员工的企业中。
人力资源总经理的年薪（包括福利和奖励）为19.6万美元；在拥有1300－3500名员工的企业中，人力资
源经理的平均年薪为11.3万美元；在拥有不足2500名员工的企业中，人力资源经理的平均年薪为10.9万
美元，跟高级律师、会计师的平均年薪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在公司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了呢？
这是因为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心理能量的发挥、管理的对象、
组织的结构模式、生产的资源、经济增长模式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为了应对和适应这些变化，为了使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变得更加灵活和更具有生产力，用比尔。
盖茨的话来说就是“关键是增强每个工作者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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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员工关系管理》从员工关系的实质合作与冲突出发，系统地分析了员工关系的维护、培养、更
新、发展和外部环境等过程管理问题，介绍了员工关系的历史发展及其相关理论，探讨了员工心理契
约、心理辅导与咨询服务等现代员工关系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阐释了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与劳工标准
等基本员工关系管理问题，指出了沟通与承诺、纪律与奖惩、离职与裁员等员工关系管理职能，并从
员工满意度与忠诚度等方面分析了员工关系管理的效果，讨论了问题员工、核心员工、知识员工等特
殊员工的管理问题，最后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美日企业的员工关系管理实践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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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企业出现的一开始，管理方与员工的关系实际上就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
员工往往处于不利的被动地位，管理方则处在管理、监督或指挥的位置上。
“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
，因而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
随着许多雇用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
条件⋯⋯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
”①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这种被管理和被监督的地位使得他们实际上无法实现与管理方之间的
力量对等。
即使在企业组织高度发达、员工与管理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的今天，员工与管理方的力量对
比也仍然偏向管理方。
这种情况甚至在特别重视员工权益的日本也是一样的。
正如日本学者所描述：“劳资双方，在形式上是对等的，但不拥有生产手段的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
力来获得工资。
所以，与经营者拥有以资本力为背景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同，工人的经济地位很低。
”②　　尽管管理方在员工关系上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两者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劳动者能够
控制自己的意愿和努力程度，使得管理方不得不考虑员工的某种程度的需要，通过特定的激励方式或
约束手段让员工尽可能多地付出，给管理方创造更多的价值。
所以，员工关系的实质是各利益主体间的合作与冲突。
管理方与员工之间共同遵守着一套既定的规则。
主要包括：①正式规则：集体协议或劳动合同规定的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劳动法律法规、
员工与管理方的劳动合同、企业章程等一系列法律制度或规章制度的总称；②非正式规则：利益各方
通过企业文化、社会习惯等内外部因素而形成的心理契约。
谢恩（Sehein，1980）认为：“在组织中，每个成员和不同的管理者，以及其他人之间，在任何时候
都存在着没有明文规定的一整套期望。
”尽管心理契约没有像正式的企业制度、劳动合同那样明确地规定企业管理方与员工的关系，但是它
往往也是决定员工努力程度，工作积极性等员工行为的基础性要件。
如同谢恩（Sehein，1980）指出：“虽然它没有写明，心理契约却是组织中行为的强有力的决定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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