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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z）教授发表《论人力资本投资》一文后，经济学的研
究思维和方法就逐步融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依托经济学的沃土，吸取经济学
的研究成果得以快速成长与发展，迅速成为管理学科体系中茁壮的一支.近年来，国内高校人力资源管
理、劳动经济、企业管理及工商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始以《人力资源经济学》《人事管理
经济学》或《人口与人力资源经济学》等名称开设课程，可见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已成为
劳动经济类和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运用经济学工具解析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实质上已成
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
　　我们较早地尝试给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及劳动经济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人力资源经
济学课程。
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我们发现人力资源经济学教学目标不明朗，课程体系不清晰，研究范畴不够明确
，教学内容主要取决于教师自己的学养和理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处于探索阶段。
国内既缺乏系统的课程规范和标准，也缺乏较成熟权威的教材与教学参考著作，甚至缺乏基本的教学
资料和文献。
基于教师的责任、迫于教学的压力，我不得不开始动手撰写有关教学资料，通过几轮课程讲授，在教
学过程中，对该门课程逐步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从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和管理工程专业角度看，该
门课程应归属于管理学科体系，侧重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学工具和方法分析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
管理各环节，优化人力资源质量、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落脚点还是管理问题，只是将经济学的工
具与方法导人人力资源分析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之中。
故此，我们将课程名称确定为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围绕着人力资源及其管理这一中心展开分析和
讲授。
这一改革颇受学生欢迎，也和专业培养目标融合一体。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劳动经济专业的培养课程体系中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即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
管理经济学课程内容边界模糊，教师讲授时重复问题突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

内容概要

本书从经济视角、运用经济学工具剖析人力资源市场博弈及人力资源管理各个模块，结合中国文化和
现行经济模式的特征，为中国企业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和运用提供崭新的理论分析
方法和实际操作工具。
本书既是一本经济学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上的应用性著作，也可视为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理论升华
的结晶，希求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较强的实际应用价值，以达到填补学术空白和满足教学需要的双
重目标。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同时也可作为经济和管理学专
业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供MBA、EMBA学员、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力资源管
理教学、科研爱好者学习和工作参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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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供求均衡关系即人力资源供求与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基本一致。
人力资源供求均衡是相对的，是在动态中实现的。
其现实标志是：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源处于就业状态，不存在长期的大量的求业人口。
与此同时，不存在长期的大量的缺乏人力资源的部门和行业的人力资源供求均衡状态，是国民经济顺
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既可以使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又可以保证人力资源自身的良
性再生产。
　　4）结构失衡关系即人力资源不足、人力资源过剩和两者兼而有之的结构性失衡。
一方面是产业结构方面的失衡。
近年来，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及新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商业及服务业就业人数持续增加，传统的农林
牧渔及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持续减少。
在高技术产业成为市场新宠之后，人力资源分布亦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产业的选择成为求职者
的首要考虑目标。
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愿意到传统产业当主管，而宁愿到高新技术产业去做普通职员。
被视为最能吸引入力资源的高科技企业七大行业为：资讯硬件业、资讯软件业、半导体业、网络服务
业、通信业、光电业、生物科技业。
这些高新行业中核心技术人员的供给短缺很严重，而行政、事务人员供过于求。
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正努力推动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大大促进空港物流、软件
外包、金融保险、法律服务、培训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必将拉动其用人需求，增加市场对物
流储运人员、航空运输服务人员、软件开发人员、金融保险业务人员、银行业务人员、财会人员、法
律专业人才的需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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