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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的效率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线，介绍了人因工程的基本概念、方法，以及工作研究
中的方法研究与作业测定方法。
全书共9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程序分析；作业分析与动作分析；作业测定；人机系统中人的因
素；作业环境；作业能力与作业疲劳；人机系统设计与评价；知识工作及其效率。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工业工程、物流工程、项目管理等专业的工程硕士研究生教材，也可用于
本科和工学硕士的教学用书和参考书，还可作为企业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以及工业工程师认证的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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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果说20世纪是机器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知识的时代。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和企业间竞争的重心，已经从物质资本转移到智力资本，知识和智力是企
业核心竞争能力的真正源泉。
在20世纪，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的都是直接的产品生产或服务的工作，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大量人员从
事的则是知识生产与传播工作。
有学者研究指出其比例将增加到60％～70％，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工作方式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工
作方式。
企业中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主要依赖于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效率与业绩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
企业产出的数量与质量，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
100多年前，泰勒开创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核心是如何提高体力劳动的生产率，这一运动引发了传统管理
的革命性变化，进而形成了经典工作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至20世纪60-7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体力劳动的生产率问题已基本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工作的工作方式、工作特点和工作过程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过去稳
态生产环境下面向体力劳动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和手段、传统经典的“肌肉加骨骼”式的管理理论
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提高知识工作效率。
对此，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20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它的生产设备；21世纪组织机构
，不论是商业机构还是非商业机构，其最宝贵的资产将是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生产力。
20世纪中管理最重要、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在制造业里将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了50倍之多；21世纪
管理所能做的与此同样重要的贡献，是提高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工作研究与人因工程>>

编辑推荐

《工作研究与人因工程》是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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