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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力资源管理与结构分析：兼论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结构优化》用人才结构理论研究高新技术产
业的人才问题，以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结构理论与调整实践为研究脉络，建立人才结构理论，给出高
新技术产业人才结构调整的目标、条件和原则，在划分层次的基础上分析并评价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
才结构的现状，提出人才结构调整的战略，讨论政府与市场在人才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机制。
　　《人力资源管理与结构分析：兼论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结构优化》可供人力资源管理和研究人员、
高校师生以及政府决策和咨询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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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客观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而每一种物质都有自己的特定结构。
物质的结构决定着物质的性质和功能，物质的性质和功能又反映了物质的结构特征并反作用于物质的
结构。
正是由于物质结构的千差万别，才有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正是由于物质的运动和结构的演化，才有
客观世界的千变万化。
认识世界最主要的就是要认识物质的结构，改造世界最主要的就是要利用和改造物质的结构。
本书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延伸到人才学的研究，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领域。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由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有机地结合成的特定结构，从而具有不
同于各要素独立具有的功能。
人才结构分析体系正是由此出发，强调构建人才结构分析体系内各种要素、各种角色之间的相互联系
和合作关系结构对于实现效益最大化这一系统功能的突出重要性，这是才结构调整的根本理论依据，
因为人才效益的差异是由结构因素所决定的。
　　由于结构是一个既包含了事物的组成要素，又包含了组成要素之间在质和量上的差异，还包含了
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方式的确切概念，因而各门科学中所使用的结构概念，都有鲜明的物
质性和准确性，相应的结构分析方法也都表现出了科学的全面性、严密性和有效性，符合科学技术过
程的认识要求。
科学认识层次的深化带来了科学思想方法的进化，各方面的科学家都普遍认识到正是物质的结构才从
根本上决定着物质的性质和功能，认识客观事物必须以揭示其内在结构为最终目标。
这样，结构分析这一思想就逐步在其他各门自然科学中成为最基本的思想方法之一。
美国著名哲学家卡尔纳普（RudolfCarnap，1928）在他的《世纪的逻辑结构>>--8中得出结论，“一切
科学的解释从根本上说都是结构的解释”，集中说明了结构与时间、空间一样，都是物质存在的基本
形式。
　　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对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哲学的归纳，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除了译介西方结构主义和耗散结构理论之外，我国已有学者对结构概念和结构思想进行研究
，其中主要的是以自然科学中渗透的结构思想为基础，对一般意义上的结构范畴或“结构一功能”范
畴进行理论提升，以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结构属性的普遍性。
自然辩证法则要从哲学高度研究各种物质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从而找出其普遍性的规律和
必然性的内在联系，进而寻求打开自然奥秘的钥匙。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力资源管理与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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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