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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一门理论性和现实意义都非常突出的学科，在我国正在受到较高的重视。
目前国内涉及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领域的著作已出版有数百本之多。
在这些著作中，基本上是微观管理类的教材（大多采用国外的教材体系或类似思路）和实用性读物及
工具书两类，其理论分析色彩相当欠缺；相比之下，宏观方面的著作更处于凤毛麟角的状态。
这两方面显然都需要加以大力发展和提高。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教学、研究和实践的需要，我们完成了这本教材第一
版的编写和第二版的修改工作。
本教材的主编由1992年就出版了《人力资源概论》教材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姚裕群担任，副主编由浙江理工大学经贸与管理学院姚春序副教授、华侨大学人力资源系主任李中
斌教授担任。
参加本教材编写的作者有：姚裕群，第一至七章、第九至十九章、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姚春序，第
十八至十九章；李中斌，第九章；郝丽，第八章、第二十三章；吴江，第十一章、第十四章、第十七
章；张琪，第十二章；蔡厚清，第十三章；刘红霞，第九章、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黑启明，第四章、
第十六章；章守明，第九章；姚清，第五章；冯忠铨，第二十一章；刘昕霞，第四章；丁向阳，第二
十四章。
刘红霞协助主编对全书进行了校订工作。
　　参加与本教材配套的网络和光盘课件编写工作的有：姚裕群、郝丽、孙雪凌、鲍煜良、巫强、黑
启明、刘昕霞、章守明、姚清、吴江、张琪、蔡厚清、姚春序、刘红霞、陈珊等。
　　人力资源学科在我国目前进入迅速发展的局面，不论是从学科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说，
要研究和要解决的问题都很多。
我们希望，这本《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通论》对于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教学和研究水平有所推动
，对于搞好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践工作有所助益。
　　鉴于作者的水平和写作时间有限，鉴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实践与学说的迅速发展，本著作还存
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和错误，请各位专家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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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本书既适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也适用于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各有关专业
的本科生、研究生及专科生使用。
    全书共分为五篇：总论篇、宏观篇、微观开发篇、微观管理篇、综合篇。
包括二十四章：绪论、人力资源个体分析、人力资源经济分析、人力资源社会分析、人力资源生产、
人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源就业、人力资源养护、微观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总论、人力资源规划、工作
分析、人力资源获取、人力资源测评、培训与发展、职业生涯规划、劳动关系管理、人力资源使用、
考核与绩效管理、薪酬与福利、人力资源会计、人力资源管理诊断、宏观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
微观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
    为了便于学生学习，本书在板块设计上，每章均包括了本章小结、主要概念、复习思考题、参考文
献等。
为了便于教师教学，使用本书教学的教师（院系）将免费得到配套的教师用课件（光盘资源）以及（
院系）教学卡（网络资源），具体的索取方式请参见本书最后的《教学支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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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人力资源基本范畴　　一、“人”作为资源　　（一）要素与资源　　
要进行社会经济活动，必须以具备一定的资源为前提。
所谓资源，是指“某种可备以利用，提供资助或满足需要的东西”。
①资源，亦即经济活动要素。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
这说明，经济科学最初认识的要素有“土地”和“劳动”两个方面。
“土地”要素代表的是从事社会劳动所需要的物质性资源；“劳动”要素即指从事社会劳动所需要的
人力资源。
“人力”的物质实体，存在于人的身上，自然生命体状态的“人”是人力资源赖以存在和发挥的条件
，是使用物质资源的主体。
　　而后，经济学在“土地”、“劳动”要素之外，又增添了“资本”，“企业家才能”等要素。
“企业家才能”实际上是对上面的三个要素或资源进行配置的管理能力。
　　从现代经济运行及其管理的角度看，经济活动有六个要素或六项资源，即：物质资源、劳动要素
或人力资源、资本、管理、技术和信息。
　　（二）“人”成为经济资源　　人，是一个具有多种质的规定性的概念。
人，有其自然性、生物性，也有其社会性；有其经济性，也有其政治性。
对劳动与劳动者极其重视并做出了开创性研究的马克思指出，“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
也是自然对象，是物”。
②由此，人力资源的概念得以成立。
　　没有人的工作，一切经济活动都无法进行。
但是，在存在着“人力”这种资源的情况下，它是否被配置、被运用了？
是否配置在合适的岗位上？
其自身是否有充足的动力？
其工作能力是否能够得到较充分的发挥？
显然，不同的人力资源自身状态和对人力资源的不同配置和使用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导致不同
的产出，具有不同的效益。
应当指出，人力资源是具有意识和思维、具有主体能动特征的资源，要获得人力资源的最大产出与最
大效益，必须从宏观与微观方面，在自然、社会、经济多层面做出努力。
　　在长期的经济管理的实践中，人们对劳动、对作为劳动者的人进行着管理，形成了一定的学说，
例如19世纪末的泰罗制、20世纪30年代的行为科学学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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