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力资源管理实务>>

13位ISBN编号：9787543875449

10位ISBN编号：7543875446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代霞//凌杰

页数：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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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

内容概要

人力资源管理实务，是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编者从事高职教育多年，编写一本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教材一直是编者的心愿。
本书在每一章配备了开篇案例，在每一小节及整章结束后，都结合教材内容设计了有针对性的案例，
并配备了实训项目，旨在使抽象的管理理论更加直观和具体。

本书是作为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材来编写的，其内容可供36至72课时课程使用。
本教材共分为九章，具体的编写分工如下：．全书由代霞、凌杰负责设计。
各章编写者分别为代霞(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编写第一章、第八章)、凌杰(中共湖
南省委组织部领导干部考试与’测评中心，博士，编写第二章)、杨婕娱(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
工作系讲师，编写第九章)、皮湘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博士，编写第七章)、李
云(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编写第五章)、赵杰，(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编写第四
章)、高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教师，编写第六章)及宁慧(中南大学铁道校区社会学硕
士，编写第三章)，社会工作系教师、湖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胡昆老师为本书的修改和校对做了大量
的工作，在此感谢各位的辛勤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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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力资源，又称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总和。
　　人力资源的最基本方面，包括体力和智力。
如果从现实的应用形态来看，则包括体质、智力、知识和技能四个方面。
　　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不是泛指一切具有一定的脑力和体力的人，而是指能独立参加社会劳动、推
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
所以，人力资源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劳动年龄外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
　　关于劳动年龄，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劳动年龄的规定不尽相同。
一般国家把劳动年龄的下限规定为15岁，上限规定为64岁。
我国招收员工规定一般要年满．16周岁，员工退休年龄规定男性为60周岁（到60岁退休，不包括60岁
），女性为55周岁（不包括55岁），所以我国劳动年龄区间应该为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
　　从宏观意义上来看，人力资源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进行划分和计量的；从微观意义上来看，人
力资源则是以部门或企事业单位进行划分和计量的。
　　具体说来，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包括八个方面：　　1．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社会劳动
的人口，它占据人力资源的大部分，可称为“适龄就业人口”。
　　2．尚未达到劳动年龄、已经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即“未成年劳动者”或“未成年就业人口”
。
　　3．已经超过劳动年龄、继续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即“老年劳动者”或“老年就业人口”。
　　以上三部分人口，构成就业人口的总体。
　　4．处于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并要求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可以称为“求业
人口”或“待业人口”，它与前面三部分人口一起构成经济活动人口。
　　5．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学习的人口，即“就学人口”。
　　6．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
　　7．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
　　8．处于劳动年龄之内的其他人口。
　　（二）人力资源的特征　　由于人本身所具有的生物性、能动性、智力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人力
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1．人力资源是主体性资源或能动性资源。
主体性或能动性是人力资源的首要特征，是与其他一切资源最根本的区别。
所谓主体性，就是说人力资源在经济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切经济活动都首先是人的活动，由人的活动才引发、控制、带动了其他资源的活动。
另外，在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源是唯一起创造作用的因素。
经济活动的生命是发展。
是进取、是创新，而只有人力资源才能担负起这种发展、进取和创新的任务，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
具有这样的能力。
　　2．人力资源是特殊的资本性资源。
作为一种经济性资源，人力资源具有资本属性，与一般的物质资本有共同之处。
即：（1）人力资源是公共社会、企业等集团和个人投资的产物，其质量高低主要取决于投资程度。
从根本上说，人力资源的这个特点起因于人的能力获得的后天性。
因为任何人的能力都不可能是先天就有的，为了形成能力，必须接受教育和培训，必须投入财富和时
间。
（2）人力资源也是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源源不断地带来收益的资源，它一旦形成，一定能够在适当的
时期内为投资者带来收益。
（3）人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
例如劳动者自身的衰老就是有形磨损，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老化就是无形磨损。
 但是，人力资源又不同于一般资本，对一般实物资本普遍适用的收益递减规律，不完全适用于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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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呈现的是人力资本收益递增规律，这使得当代经济的增长主要应当归因于
人力资源。
　　3．人力资源是高增值性资源。
目前在国民经济中，人力资源收益的份额正在迅速超过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不断上升，人力资源投资收益率不断上升，同时劳动者的可
支配收人也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变动，就是高质量人力资源与低质量人力资源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人力资源的经济作用日益强化，不仅仅是人方资源质量提高的结果，同时也是人力资源的使用过程是
一个不断自我补偿、更新、发展和丰富化的过程所决定的。
　　4．人力资源是再生性资源。
人力资源的再生性，主要基于人口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人口总体内个体的不断更替和“
劳动力耗费一劳动力生产—劳动力再次耗费一劳动力再次生产”的过程得以实现。
当然，人力资源的再生性不同于一般生物资源的再生性，除了遵守一般生物学规律外，它还受人类意
识的支配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二、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指运用现代化
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组织和调配，使人力、物力经常保持最佳
比例，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诱导、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
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
　　根据定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人力资源管理，即：　　1．对人力资源外在要素——量的管
理。
对人力资源进行量的管理，就是根据人力和物力及其变化，对人力进行恰当的培训、组织和协调，使
二者经常保持最佳比例和有机结合，使人和物都充分发挥出最佳效应。
　　2．对人力资源内在要素——质的管理。
主要是指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包括对个体和群体的思
想、心理和行为的协调、控制和管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组织目标。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　　在人类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中，人力资源是第一宝贵的，自然成了
现代管理的核心。
不断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水平，不仅是当前发展经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更是一个现代人充分开发自身潜能、适
应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措施。
　　张德教授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意义是：　　1．通过合理的管理，实现人力资
源的精干和高效，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
并且指出：人的使用价值达到最大=人的有效技能最大地发挥。
　　2．通过采取一定措施，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是最大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
调查发现：按时计酬的员工每天只需发挥自己20％～30％的能力，就足以保住个人的饭碗。
但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创造性，其潜力可发挥出80％-90％。
　　3．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发展，最终目的都要落实到人——一切为
了人本身的发展。
目前，教育和培训在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马克思指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
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实际上，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意义可以从三个层面，即国家、组织、个人来加以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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