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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知道：企业的“企”字，上面是个“人”字，下面是个“止”字；去掉“人”字，就剩下“
止”了。
这表明“人”在企业中的重要性，人在企业中处于首位，企业无人则止。
尽管“人”重要，但重要的“人”并不见得都能在企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人”管理不好则人不能
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人与岗不能得到最优匹配或人与岗虽得到最优匹配，但人的积极性不能充分
调动、人的潜能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很可能使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甚至会给社
会财富造成毁灭性破坏。
如何使人力资源得到最优配制（人、财、物得到最佳配置或人与岗得到最佳匹配），最优匹配后又如
何使人的潜能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符合社会需求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
构成人力资源管理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我国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书可谓种类繁多，每本书因作者的知识背景与实践经历不同而彰显
出不同特色。
正是这些书与特色，使实际从事人力资源的管理者、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有了其行动纲领，使人力资
源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显著提高。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丰富化、实践规范化的同时，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如：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制
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与艺术性结合问题，公共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同与不
同问题，组织外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与组织内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相通性问题等。
　　本书在作者有限的知识与视野范围内，力图解决组织外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与组织内人力资源管
理思想的相通性问题。
本书以市场是供求买卖双方相互作用而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手段与方式这一定义为主线，完成人力
资源管理理论研究的谋篇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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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力资源管理（宏微观人力资源管理相通探索）》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　　1．用市场是供
求双方相互作用而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手段与方法，将宏观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与微观人力资源管
理相统一。
　　2．把人力资源管理置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中，通过回眸经济管理理论明白人力资源管
理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使学习者知晓人力资源管理的来龙去脉与知晓怎么做与为
什么这样做的问题。
　　3．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组织体制一章。
使学习者与管理实践者知晓任何管理都是在特定的组织体制中，组织体制变化了相应的管理就应发生
变化。
　　4．在《人力资源管理（宏微观人力资源管理相通探索）》整体、各章、各节讲解中都力图首先
让读者明白这门课程、这一章、这一节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与围绕解决这一问题应包含的主要内容与主
要论述方法。
通过论述试图实现：（1）使学习者感到读这《人力资源管理（宏微观人力资源管理相通探索）》与
读别的书、听课与自己看书的不同；（2）在学习中为今后从事管理工作奠定好的思维即不论从事何
种工作还是做人都应该有明确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或解决这些问题须具备哪些条件或资源，在这些
条件与资源约束下有哪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些方法中那种方法能使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同时能
实现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的共赢。
　　5．实现了经济学、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渗透与融合。
管理学与经济学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所有的资源都是稀缺的假设之上。
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才存在着如何配置资源，方能实现用最少均花费取得最大收益的问题；正是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也才存在着对一定组织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实现组织目标与履行责任的动态创造
性活动。
前者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一般认为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后者对一定组织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
问题，一般被认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不论是如何配置资源还是资源的有效整合，也就是不论是管理学还是经济学其实质与共同之处都是研
究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所不同的是，管理学是通过“看得见的手”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经济学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
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看不见的手”失灵时需政府管理即需宏观的“看得见的手”进行管理；而当市场存在交易费用时
，产生了企业，在企业内部依靠行政权威协调资源配置即通过微观的“看得见的手”进行企业管理，
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的管理。
当“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都失灵时，需“道德”调节。
现实中是“看不见的手”与微宏观“看得见的手”及“道德”调节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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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管理学与经济学都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所有的资源都是稀缺的假设之上。
正训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才存在着如何配置资源，方能实现用最少的花费取得最大收益的问题；正
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也才存在着对一定组织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实现组织目标与履行责任的动态创
造性活动。
前者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一般认为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后者对一定组织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的
问题，一般被认为是管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不论是如何配置资源还是资源的有效整合，也就是不论是管理学还是经济学其实质与共同之处都是研
究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所不同的是，管理学是通过“看得见的手”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经济学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
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看不见的手”失灵时需政府管理，当市场存在交易费用时，产生了企业，在企业内部依靠行政权
威协调资源配置，实现企业管理，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的管理。
当“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都失灵时，需“道德”调节。
　　具体说，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
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
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
管理活动的历史可以被视为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
探索。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一些朴素的、零散的管理思想。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将管理思想加以提炼和概括，找出管理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并将其作为一种假设，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管理活动中进行检验，继而对检验结果加以分析研
究，从中找出属于管理活动普遍原理的东西。
这些原理经过抽象和综合就形成了管理学理论。
①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阶段和现代管理
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
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大知识体系和学科分支
的复杂学科。
　　任何一个初学者在学习管理学的时候，可能都会对这些众多的管理学流派感到头昏脑涨的，为什
么管理学会存在管理理论混杂，被孔茨称为“管理理论丛林”的现象呢？
我们该如何解决“管理理论丛林”问题呢？
　　孔茨认为，每一个学派都对管理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但他认为不应把管理方法与管理学的基本内
容混淆起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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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