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农民工管理中的心理契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企业农民工管理中的心理契约>>

13位ISBN编号：9787509614648

10位ISBN编号：7509614643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经济管理出版社

作者：韩福明

页数：2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农民工管理中的心理契约>>

内容概要

　　在大家公认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一直作为“孔雀东南飞”目标之地的东南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民工荒”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企业家在问，学者在问，社会也在问。
不知是因为自己是一名企业管理研究者，还是因为自己来自农村对农民工较为熟悉的缘故，当时就感
觉对这个问题自己比身边的同学更感兴趣。
因此，当别人在激烈地讨论“联想电脑兼并IBM笔记本业务走国际化道路的得与失”和“中国式管理
是否存在”等问题时，我却一直在思考与“民工荒”有关的管理问题，诸如为什么会发生“民工荒”
，“民工荒”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等。
在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时，我突然发现，在关于农民工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大多数的文献都是社会学
、法律、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工，如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社会
保障问题、权益维护问题等，而真正从企业管理角度，将农民工置于组织环境中进行研究的文献竟如
凤毛麟角。
一个国家的学者，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的学者，对于自己国家内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集体性关
注缺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是因为大家都在忙于引进、消化、吸收令人应接不暇的西方管理理论而无暇顾及，还是因为农民工来
自农村，自身素质较低，认为缺乏研究价值？
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此事已在我的心里结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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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身份特征因素对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企业关系义务违背的影响分析。
表6-4的相关分析及表6-7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本书选定的企业农民工三个身份特征因素中，只有
“职业归宿”一个因素对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企业关系义务违背产生了显著影响。
虽然“经济状况”因素在与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企业关系义务违背的相关分析中也表现出显著相关，
但在随后进一步的方差分析中，企业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同水平并未对企业关系义务违背产生显
著的影响作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样本组内差异或测量误差引起。
　　职业归宿方面。
表现为未来职业未定的企业农民工相比于定位于在企业当工人的企业农民工具有更高水平的企业关系
义务违背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282份调查样本中，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未来职业还没有明确的定位，这也
从一个侧面清楚地反映出，在当前企业用工形态下，许多企业农民工还没有在企业安心工作的准备。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只有15人明确表示自己未来的职业是农业劳动者，这意味着大多数的企业农民工
不愿未来从事农业劳动。
　　（3）企业农民工工作特征因素对心理契约企业关系义务违背的影响分析。
在对7个相关分析显著的工作特征因素作进一步的方差分析时发现，这7个因素均表现出对心理契约企
业关系义务违背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见表6-7）。
这说明在当前情况下，企业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因素在企业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认知方面起着更多的影
响作用。
以下结果分析全部基于表6-4和表6-7提供的数据信息。
　　就业途径方面。
表现为通过熟人介绍进入企业的农民工比企业招工和自荐进入企业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企业关系义务
违背感。
本书对此给出的解释为，通过社会关系介绍进入企业的农民工，很有可能因为有“关系”而期望获得
企业的特殊对待与关照。
而一旦发现企业履行的义务水平与原来设想的差别较大，于是便可能有更高的企业关系义务违背感。
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通过企业招工和自荐进入企业的农民工，他们获得企业关系义务内容是在自己
与企业的直接交往中获得的，因而相对具有较高的信息真实度，这样在他们进入企业后，就会有相对
充足的心理准备，因而可能会有相对较低的心理契约违背感。
这一结论对管理颇具实践意义，它提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更多的通过正规途径选择企业农
民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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