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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的中国，面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特别是人才资源（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对扶取持久竞争优势的重　　要性。
人才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和保障，要吸收和保留优秀的人才，首先就必须懂得如何识别人才，能够发现
和从一群人中甄选出人才，而这就需要得到“科学伯乐”——人员素质测评的鼎力帮助。
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人员素质测评是人员招聘和选拔的质量检验关。
　　对于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与传统人事管理的不同下仅在于在组织中的职能和地位上的变化
，还在于专业性技术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员素质测评技术和信息管理技术的提高上。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状况相比，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在人员素质测评的观念和技术
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人员素质测评的实践方面，无论是在使用人员素质测评的数量还是范围上
差距也是明显的。
面对这种现实，我国各种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有必要通过对人员素质测评知识的系统学习，
改变落后的人员素质评价观念，提高人员素质测评的理论和实用技术水平。
本书正是为满足上述实际需要而编写的。
　　《人员素质测评》一书作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丛书中的一种，突出了以下特点：首先，这是
一本既重视人员测评蹬基本原理又强调实用方法的书。
着重介绍人员测评比较成熟的、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知识，不仅介绍测评原理，还特别介绍作为测
评对象的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方面的知识内容，这是国内已有介绍测评的书籍中所没有的。
其次，本书强调实用性。
书中介绍了许多国内外普遍使用的权威性测评工具，在这些工具的实际操作知识的介绍上也力求详细
，例如在人格测评量表的使用介绍中，其详尽程度是国内已有相关书籍中少见的：，此外，针对在我
国的测评实践中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本书特别安排了网上测评的详尽知识介绍；为提高人力资源管理
人员选择和组合人员素质测评工具的水平，从而提高人员素质测评的实效性，本书特辟专章介绍这两
方面的内容。
以往，我国出版的人员素质测评类的著作主要是心理测评方面的，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专业
人员为对象，系统地介绍艰深的心理测量学专业理论；另一类则偏重实用，以至于只摘编一些现成的
，甚至是非标准化的心理测验，而忽略了向读者介绍测验结果的解释，忽略了告诉他们如何根据基本
的测量学指标评价和选择测验。
本书在这个方面做了弥补，使读者既能满足对测验工具的普及性了解的需要，又能满足对测验工具的
研究性利用的需要。
　　本书的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共16章内容。
第一部分由第1—9章组成，对人员素质和人员素质测评的基本概念、范畴、作用和意义，以及与测评
的编制和选择使用有关的基础性、原理性的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可称作原理部分。
通过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学习可以为以后实务性内容的深入理解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由第10—16章组成，对各种类型的人员素质测评方法和工具　　进行了介绍，对在实际工作
中如何根据实际需要组合运用各种测验工具实现特定的测评目标也进行了介绍，可称作实务部分。
由于本书编写的出发点是基于满足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者的工作需要。
因此，各类组织，特别是企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是本书最为合适的读者。
　　本书主要由王益明编写，并负责本书的策划、提纲、统稿，各章编写分工为第1章（王益明）、
第2章（王益明）、第3章（王益明）、第4章（王瑞闯、王益明）、第5章（姜琳，王益明）、第6章　
　（姜琳、王益明）、第7章（王妍）、第8章（王妍）、第9章（李朝辉）、第10章（王益明）、第11
章（李朝辉）、第12章（陈雪）、第13章（陈雪）、第14章（周东斌）、第15章（于艳红）和第16章
（王瑞闯、王益明）。
　　本书的写作融入了作者个人十几年人员紊质测评实践与理论学习及研究的心得和成果，同时也吸
收和借鉴了国内外心理测量、人才测评、人事测评等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与有益经验，　　参考和引
用了国内外有关教材、专菩、宰例和文献资料，因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注明，在此谨向作者表示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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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谢意。
丛书的主编盖勇教授为本书的出版和提纲的审定付出了大量劳动，山东人民出版社于宏明先生对本书
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益明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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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丛书：人员素质测评》一书作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丛书中的一种，突出
了以下特点：首先，这是一本既重视人员测评蹬基本原理又强调实用方法的书。
首重介绍人员测评比较成熟的、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知识，不仅介绍人员测评原理，还特别介绍作
为测评对象的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方面的知识内容，这是国内已有介绍测评的书籍中所没有的。
其次，本书强调实用性。
书中介绍了许多国内外普遍使用的权威性测评工具，在这些工具的实际操作知识的介绍上也力求详细
，此外，针对在我国的测评实践中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本书特别安排了网上测评的详尽知识介绍；为
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人员选择和组合人员素质测评工具的水平，从而提高人员素质测评的实效性，本书
特辟专章介绍这两方面的内容。
　　本书的内容可为两大部分，共16章内容。
第一部分由第1-9章组成，对人员素质和人员素质测评的基本概念、范畴、作用和意义，以及与测评的
编制和选择使用有关的基础性、原理性的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可称作原理部分。
通过这一部分内容的学习可以为以后实务性内容的深入理解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由第10-16章组成，对各种类型的人员素质测评方法和工具进行了介绍，对在实际工作中如何
根据实际需要组合运用各种测验工具实现特定的测评目标也进行了介绍，可称作实务部分。
由于本书编写的出发点是基于满足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的工作需要。
因此，各类组织，特别是企业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是本书最为合适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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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九品中正及其测评思想　　古人发现察举之弊，一是主观片面；二是察举多为基层一般人所
主，缺乏识人判人的经验，故三国魏时人才选拔改成九品中正。
《三国会要》载言曰：“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
延康六年，吏部尚书陈群以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
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显然，九品中正创立的目的是想选择州郡中那些贤且有识鉴经验的专家，来负责人才选拔的事情，
以此来保证人才选拔的质量。
九品中正实施之初，仍然以品德测评为重，其中正的六条标准为：一日忠格匪躬；二日孝敬尽礼；三
曰友于兄弟；四日洁身劳廉；五日信义可复；六日学以为已。
依此六条标准，中正官把本州郡士人分别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
、下下三等九级，称为“九品”。
然后向吏部推荐，由吏部依品授官。
　　与察举相比九品中正之优在于：首先，要求由那些公正无私巳富有识人评判经验的专家担任选拔
之职，显然其对素质的测评应比一般人或兼任之人更为科学准确。
其次，九品中正要综　　核九品名实，要求各等第一个具体客观的评定标准。
显然，这可以大大提高素质测评的客观性，使其效果优于缺乏统一具体标准的察举。
再次，中正官必须亲自或派人去察访每个士人家庭背景与现实表现，作出行状评语。
然后在了解家世现实表现的基础上评定品级。
这样全面地把握士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表现有助于准确和客观地测评士人的品德与才能。
最后，中正官所定的品级，一般三年一清定。
在清定调整中，中正或上级有权对所评定的人物，按其言行再给予升降。
这种定期复查考核的制度，有利于保证九品中正制中素质测评质量，有助于调动士人修　　养素质的
积极性。
　　九品中正之弊在于：实际上“中正”评定人物品级时，首先看重的不是被选者的实际表现，而是
他的家世，也称为“品”；然后才看被选者品德才能的“状”。
故形成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结局。
这样不仅使出身卑微的有德才之人难以得到重用，于国于民都不利，还会造成错误的人才发展导向，
因为品评等第惟重家世，牒谱，不讲才德。
士人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品德才能，而是如何使自己有一个尊贵的血统和族系。
此外，“中正”的方法和程序也有问题：例如，中正官一人决定一切的选士，是难以保证公正的，容
易出现利用职权结党营私，培植个人的势力，或偏听偏信的结果。
　　3．科举及其测评思想　　无论是察举，还是九品中正，都是集权于少数人手中的人举，既是人
举人，则就难免出现上述的种种弊端。
此外察举与九晶中正对个体品德的测评都比较有效，但是，它们对个体才能知识的测评却有困难，实
际上只有课试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测评一个人的知识广度和深度，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
因此，魏文帝对儒者试以“经术”，对文吏试以“文法”，课试制度由此兴起，成为隋唐及后来科举
考试制度的先声。
　　科举即设科举人，开创之始以品德测评为主。
科举的科目后来唐朝发展为常设科目，非常设科目和特设科目三类。
常设科中有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非常设科中有三传，三礼、童子、道举等；特
设科所包括的内容则不胜枚举，大致可分为文、武、吏治、长才、不迁、儒学、贤良忠直等七类。
科举的方法，开始为试策，后发展为口试、贴经、墨义、策问、诗赋、经义论与制义等。
　　科举注意汲取了自荐、选、荐举等形式的民主性，汲取了察举中保举律制的质量保证措施。
科举对象，唐代规定为生徒、乡贡和皇帝制举的人物。
科举的程序是：生徒先参加校内每年冬天的考试，再由国子祭酒或地方长吏挑选优秀者，送至礼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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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省试。
乡贡者，先是由本人向本县报名，由县令考选后送州，再由州复核，然后贡送到中央参加礼部省试。
应举者送至尚书省报到后，都要填写自己的姓名、三代履历和保结，先由户部审查，再将名册送往礼
部，然后由礼部定期命题考试。
　　从以上科举开始制定的标准、内容以及保质的措施来看，科举之法是有利于对道德知识与一些实
用学科的细识的测评的，这反映出人们对“知与能”和“知与行”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与重视。
这是人们对人的素质和素质选拔标准的一种进步。
但是后来科举考试的发展日益重视表面文词而轻实际德能，到明、清两代，取士则主要以八股文为标
准。
这种测评倾向不但危及了所选拔人才的质量，而且对社会与教育的发展也有消极影响。
从古至今的识人用人实践表明，以知鉴行不甚可靠。
而科举则重在“知”，而疏于“行”。
科举的这种发展把本来注重于德、能、绩、效全面测评的选拔制度逐渐地囿于知识的考试，舍本求末
，故不断遭到反对。
尽管如此，科举制度能够取代察举、九品中正和世袭等人才选拔制度而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
是有其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测量科学的基础的。
在人才选拔过程中，人们首先也是最为关心的是其公正性与公平性。
无论察举、世袭还是九品中正，虽然效度较高，能够选拔那些忠于朝廷能力不错的人才，但它们都表
现为人举人，夹杂着浓厚的人情爱憎色彩，侧重于人们后天无法选择的血缘与出身，人们觉得这既不
公正也不公平。
。
相反，科举则表现为考试举人，每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同样内容的考试，且
原则上没有出身贵贱的限制，具有平等竞争的色彩，人们觉得它既公正又公平，故得到普遍接受与认
可。
而且人们批判科举的是它所考的内容和方法的效度，科举制度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当然，科举制度代替察举、世袭与九品中正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并不足以证明知识考试可以代替素
质测评。
现代人员素质测评正是在测评内容和方法上提高了科学性、公平性和实践性，在信度和效度等保证测
评质量的测评指标上更为接近人们的实际要求，才为现代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为人才选拔实践
所接受。
　　总结我国古代的素质测评方式主要有选、举、考、用四种。
“选”的具体形式有“贤能制”、“禅让制”等。
“举”的具体形式有察举、荐举、贡举、保举等。
“考”包括考察、考试、考验。
它的具体形式有九品中正、科举制、考课制、试用、试事、军功制、比武竞技等。
“用”是一种实践考试形式。
它是用实际的职位任务考查任职者素质的一种具体形式。
试事是考验的一种形式，是古代常用的一种素质测评形式。
相当于今天的情景测验。
　　总结我国古代素质测评所采取的技术，主要是问、听、观、访、察、忖、论、试等。
这都是我们今天所用的面试、履历表资料调查、组织考察、外调、考试、演讲、情景辩论、工作模拟
等测评技术的早期表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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