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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第一版印制发行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年头，《工作岗位研究原理与应用》作为大学的一门
独立的专业课程，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原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首次开设以来，
已度过了13个春秋。
随着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虽然本课程的基本构架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从其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使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我在第一版的后记中曾经提出，一门劳动经济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之所以能够成立，至少应
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它的理论性，即来源于社会实践但高于实践，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对人们劳动活动过程
及其管理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概括，集中反映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二是它的实用性，即它所证明的理论
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是正确的。
今天，本教材之所以能够在出版社同志们的鼎力支持下再次付梓，就是有力的旁证。
　　本教材第二版根据教学的需要进行了必要的结构调整，除增加了工作岗位设计一章新的内容之外
，还对第六章、第七章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修改。
近10年来，原教材第六章、第七章所引用的国家标准，有的已经废止，有的作了较大的修改，如劳动
强度分级、高温作业分级、噪声作业条件分级等GB，LD标准。
根据这一变化，本教材全部采用了国家或行业标准的最新版本，以便读者学习。
　　由于本教材出版的时间急迫，本教材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文字上都会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欢迎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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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门劳动经济或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课程之所以能够成立，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它的理论性，即来源于社会实践但高于实践，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对人们劳动活动过程
及其管理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概括，集中反映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二是它的实用性，即它所证明的理论
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
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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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企业岗位研究的发展概况　　（一）国有企业岗位责任制的建立与发
展　　我国企业的工作岗位研究首先表现在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上。
　　1949一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
这一时期，企业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生产管理的改革。
其主要内容是：（1）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
（2）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操作方法。
（3）初步建立了生产责任制以及先进合理的劳动定额。
在工作岗位研究方面主要吸收前苏联企业管理的经验。
例如，中苏共管的中国长春铁路公司，普遍采用了技术定额查定法。
制定工时定额标准，按八小时工作制和岗位的劳动繁简程度，确定出各类岗位的定员标准，精简了机
构和二、三线人员，在企业中全面实行和贯彻生产责任制，确定了每个岗位的职责，并以此为基础，
在直接生产人员中实行了八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取得了较好效果。
　　1953-1960年，这一时期，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企业管理方面进一步完善了
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对企业领导制度进行了探索，将生产责任制扩展到技术设计、工艺、设备、安
全、材料、工具保管等职能科室。
1958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忽视了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使高指标
、浮夸风严重泛滥，“一五”计划时期企业刚刚建立起来的管理制度遭到否定，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
损失，给企业管理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1961-1965年，这一时期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颁布了中国第一
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以及《企业计时奖
励工资暂行条例》《企业计件工资暂行条件》等指导性文件，全面恢复了“一五”计划期间建立起来
的各种制度。
同时，创造并推广了许多企业管理的好经验，例如大庆油田的企业管理经验。
大庆油田在工作岗位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大庆人建立和健全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其级别、层
次和具体内容，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1966-1976年，这一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使企业原有的管理制度遭到
严重的破坏。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着手对企业进行整顿，并制定了《工业三十条》，要求企
业全面恢复和健全各级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岗位责任制，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根除无人
负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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