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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业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是社会各种关系的中心，而且也是社会网络
系统内部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结点，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它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质量以及由此所
决定的关系资本大小，对一个企业绩效的提高以及竞争优势的提升至关重要。
因而，企业从对物质、机器或货币资本为主的经营转向对与各利益相关者的人际关系资本为主的经营
是一个必然趋势。
星巴克从一个小型的作坊企业发展成为世界的咖啡代名词，规模急剧膨胀而经营有序，凭的是什么？
公司负责特殊项目的副总裁安妮·麦戈尼格尔（AnneMc Gonigle）指出：“星巴克自始至终都坚持自
己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公司的经营核心。
”对《财富》杂志排名前1000名企业的调查分析结果证明，星巴克不是唯一采用关系方法管理员工的
企业。
1996-2000年的5年间，排名前1／4的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比排名后1／4的公司好得多。
2001年末，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和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管理学院的研究人员共同调查了来自《财
富》杂志排名前1000名企业中具代表性的113名行政管理人员样本，研究结果表明，成功的企业都以一
种统一的、特殊的、多角度的方法来定义和部署公司的关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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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围绕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从经济学、管理学与社会学等角度深入分析，提出了企业内部
人际关系富有价值的观点，本书称之为人际关系资本。
　　本书对人际关系的理论基础与实际应用进行了充分的系统论证，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
主要特点、功能以及中国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资本的价值来源、构成、评估以及创造、整合与维护等一
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
逻辑严密，思路清晰，一气呵成。
　　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通过对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资本价值构成的分解，建构了一个企业内部人际
关系资本价值框架，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模糊评判法确定了人际关系价值各指标的权重，利用实例说
明了如何评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价值，对企业管理者利用该框架体系与评估方法评估企业内部人际关
系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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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江泉，男，1974年10月生，湖南邵阳人，现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教研室老
师，副教授。
2009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沟通与商务谈判。
主持省级课题3项，校级课题4项，参与其他省部级课题3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科研与教学论
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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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前面的论述可知，对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资本化状况的评估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指标的系统工程
，其中，选择并确定好各层级各评估指标是一个关键环节，但是，由于本研究对此已在前文进行了充
分的分解、论述与实证，确保了各指标因素的可信度，故在此不再对各层级指标进行分解论证，而是
直接进入各层级指标权重的确定与分配阶段。
根据前文论证可知，各层级指标体系的分解与确定如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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