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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方法也需要不断更新，人力资源管理是在完全理解和尊重人的基

础上，按照人文化管理、人性化管理的原则，通过扁平化、宽带式等手段提升人力绩效管理水平，从而提高单位的总体竞争

力和适应力。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成绩的提高和任务

的完成，均由人力绩效的现状体现，故不断探索人力资源管理路径，提升人力绩效，并通过人力绩效的关系提高单位的业绩

和能力，才是单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才是发挥了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关系的灵魂。文章就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关系进行分

析，并对此提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路径 
DOI：10.33142/mem.v5i6.14494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Innovative Path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New Economic Era 
LI Yan 

Linzhi Hydrology Branch of the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Survey Bureau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Linzhi, Xizang, 
86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ode and methods of units also need to 
be constantly updat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based on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peopl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humanistic management and humanistic management, it improves the level of huma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rough flat and broadband methods, thereby enhancing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and adaptability of units. Especially the 
requirements for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put forward at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improvement of achievements and the 
completion of tasks are reflected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performance. Therefore, continuously exploring the path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 and enhancing the performance and ability of units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performance are the core task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nits and the sou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units, raises question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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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经济时代，面临全球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技术

进步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演变，促使单位在各

个方面进行创新，以维持竞争力实现战略目标，人力资源

管理作为单位的关键组成部分也必须顺应这些变化，进行

必要的创新和调整。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通常依赖

于固定流程和标准化操作，但这种方法无法满足新经济时

代对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能力的要求。探索人力资源管

理的创新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成为推动单位持续发

展和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本论文旨在分析新经济时代下

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路径，重点探讨如何通过优化管理理

念、改进招聘渠道、采用柔性用工模式以及运用信息化技

术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与效果。首先，将讨论新经

济环境下单位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挑战，并评估传统管

理模式的局限性。接着，将分析如何通过创新管理理念，

建立以员工为中心的支持性环境，以促进员工全面发展及

增强组织的创新能力，这一部分将被重点探讨。进一步将

探讨优化招聘渠道和柔性用工模式的重要性，论述如何通

过灵活的用工策略提高人才配置的效率和适应性。最后，

论文将考察信息化技术在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方面的

作用，先进技术如何实现数据驱动的决策及管理优化将被

探讨，通过对这些创新路径的详细分析，旨在为单位在新

经济时代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

实践指导。 

1 新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1.1 有利于提高单位适应能力 

在新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加剧促使单位必须在管理

理念和实践上不断创新，以维持可持续发展。往往专注于

事务性操作及短期目标的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可能难

以有效挖掘员工的潜力与创造力。通过实施创新的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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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策略，可以更精准地了解所需要的人才类型，通过

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进而显著提升员工

工作积极性和专业技能，同时完善激励机制与培训体系，

最终将提高单位的适应能力，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些措施

的落实，必将增强整体生产力和竞争力。 

1.2 有利于增强凝聚力 

在新经济时代，稳定发展是单位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单位的内部凝聚力，变得尤为重要。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

方法，通常集中于流程管理与绩效考核，却往往忽视了员

工个人价值观与单位文化的契合度。由此产生的忽视，可

能导致员工的归属感与忠诚度的缺乏。通过创新人力资源

管理方式，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组织文化，员

工的需求与价值认同被重视，从而提员工的参与感与归属

感。此外，优化沟通机制并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团队建设

活动，有助于增强员工间的协作精神与信任感，进一步促

进了整体凝聚力的提升。 

1.3 有利于与员工的协同发展 

在新经济时代，推动单位与员工的协同发展，对组织

的持续创新和进步至关重要。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通常侧重于短期的绩效指标与目标设定，这种方式往往忽

视了员工的长期职业发展与个人成长。因此，员工的动力

可能会不足，工作效率与忠诚度受到影响
[1]
。通过管理创

新，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具灵活性的职业发展路径及个性化

的成长机会，从而促进员工技能的提升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同时，通过建立公平透明的绩效考核机制，员工的贡献得

到了合理的认可与激励，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与责任感。 

2 新经济背景下市场所需的人才类型 

在新经济背景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更多元化

和高度专业化的趋势。适应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

单一技能型人才已经难以胜任。显著增加的是对跨学科复

合型人才的依赖，这类人才不仅在某一专业领域拥有深厚

的知识储备，能够进行跨领域思考与问题解决。特别是在

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他们能够在多个维度上推

动创新与变革。随着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核心需求转向了具备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

能力的人才。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单位的决策流程与工作

效率，这些技术型人才不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具

有高度创新意识与灵活应变能力的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

增长。敏锐地捕捉行业趋势变化，并迅速调整策略以应对

不确定外部环境，他们的能力也愈加重要。此外，情商与

沟通能力成为了关键因素，在全球化及单位组织结构扁平

化的背景下，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在现代职场中的

重要性愈加突出。 

3 传统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弊端 

3.1 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局限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单位管理中的局限性尤

为明显。通常，依赖此模式的单位，过度关注管理流程的

规范化与标准化，员工个体的多样性与长期发展需求常常

被忽视。以事务性操作为主的管理方式，难以充分激发员

工的创新力与主动性，结果是人才潜能未能被最大限度地

发挥。与此同时，传统管理模式的灵活性显著不足，自上

而下的指令传达方式过于依赖，限制了单位在应对环境变

化时的应变能力与组织效率。再加上信息化管理手段的缺

乏，单位在数据收集与分析方面显得滞后，精细化管理与

科学决策的实现难度较大。综上所述，传统人力资源管理

对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及长期发展目标产生了负面影响。 

3.2 人才需求与供给不匹配 

在单位的人才管理过程中，人才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

常常由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导致。随着单位的迅速发

展，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技术革新与市场变化

而持续增长。然而，传统的招聘方法通常依赖于固定的标

准和流程，灵活性与前瞻性却显著不足，结果难以迅速适

应单位不断变化的用人需求。此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过

程中，往往短期绩效被过度强调，而员工长期发展潜力的

挖掘则被忽视。这种做法使得现有的人才能够满足的仅是

当前的需求，无法满足未来业务的发展。由于缺乏有针对

性的人才储备与梯队建设，关键岗位上可能出现人员短缺

或能力不足的情况，从而削弱单位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及其

持续发展的能力。 

3.3 组织文化与员工价值观冲突 

在单位的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中，显著影响团队协作与

员工满意度的，常常是组织文化与员工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在传统模式下，通常对规范化和程序化的管理给予过多关

注，而对员工的个体差异考虑则显得不足。这种做法可能

导致单位核心价值观与员工个人价值观的不一致，结果引

发员工认同感的不足及归属感的减弱。例如，单位可能要

求员工严格遵循工作流程和固定的行为规范，而员工却可

能倾向于寻求更具灵活性的工作方式和个人成长机会。长

期以来，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可能会导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下降，流动性增加，最终对单位的整体绩效与凝聚力产生

负面影响。 

3.4 信息不对称导致管理效率低下 

在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中，管理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常

常是信息不对称。由于缺乏现代化的信息化工具，依赖逐

级汇报和纸质文件进行沟通及信息传递，信息流转的时间

被显著延长，同时在传递过程中失真或遗漏的风险也随之

增加。关键信息，如员工的能力、绩效及需求，往往无法

得到及时准确的获取与反馈。结果，单位在决策和人事管

理上出现了滞后和盲目，精准的人才配置与资源调配变得

困难
[2]
。信息不对称还可能导致高层决策与基层执行之间

的脱节，这进一步影响了团队的协作效率，最终降低了整

体管理效能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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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路径 

4.1 创新管理理念，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环境 

在新经济时代，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挑战，单位

必须通过革新管理理念来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环境。传

统的管理模式，通常专注于权威控制与流程化管理，容易

忽视员工的创造性与自我驱动能力。为适应这一新经济背

景，采纳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理念是必要的。这种理念着

重于赋能与支持，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协作及学习为核

心的工作环境。员工的个体差异应当被重视，个性化的发

展路径与灵活的工作方式需被提供，同时数据驱动的决策

支持系统应被利用，以实时分析员工的绩效与需求。整体

效率的提高不仅通过这样的调整得以实现，还能激发员工

的自主性与积极性，最终提升组织的整体效能。 

4.2 打造学习型组织，促进知识共享与创新 

在新经济时代，单位建设学习型组织已成为应对快速

变化与技术进步的关键策略。员工的持续技能提升与知识

更新，不仅在学习型组织中受到重视，还通过系统化的学

习机制与知识共享平台，推动了创新，并增强了整体竞争

力。构建一个支持学习和知识交流的环境，建立高效的学

习平台与知识管理系统，以便最新的信息与技能资源能方

便地被员工获取。通过定期开展培训、组织跨部门合作项

目及经验分享会，员工间的互动与学习被鼓励，从而促进

了知识的有效传递与应用
[3]
。市场与技术变革的迅速适应，

得以通过这样的环境实现，同时员工的创新思维与问题解

决能力被激发，团队的整体创造力得以提升。 

4.3 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 

在新经济时代，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并提升竞争力，

单位必须对激励机制进行深入优化，从而有效激发员工的

工作热情。传统的激励方法，通常依赖于固定的薪酬和奖

金体系，可能无法满足员工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与期望。一

个多层次、个性化的激励体系，单位应当构建满足多层次

需求的激励机制，其中不仅包括物质奖励，如绩效奖金和

嘉奖，也应关注非物质激励，如职业发展机会、工作成就

感及员工认可。明确的目标与反馈机制的设定，使得单位

能够实时评估员工的表现，并依据员工的贡献与努力给予

相应的奖励。此外，员工的自我发展与创新应当被支持，

更多的自主权与成长空间应提供，从而使员工在工作中实

现个人价值与职业目标。 

4.4 优化员工招聘渠道，采用柔性用工模式 

在新经济时代，提升单位灵活性与适应市场变化的能

力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优化员工招聘渠道及采用柔性

用工模式方面。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传统招聘方式，如校

园招聘、公开招聘及人才市场，常常面临，因此难以及时

吸引符合需求的优质人才。为应对这一挑战，拓宽招聘渠

道成为必要措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社交媒体招聘平

台、专业招聘网站及数据驱动的招聘算法，单位能够覆盖

更广泛的潜在候选人。此外，与高校及行业协会的合作关

系的建立，进行定制化的人才培养和储备，亦是一种有效

策略。柔性用工模式的引入，为单位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与适应性。传统的固定用工模式，面对市场需求变化时，

可能无法迅速响应，而柔性用工模式，如兼职、临时工、

自由职业者及远程工作，则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人员配置。

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降低固定人力成本，还能根据项目需求，

迅速调动具备特定技能的人员，从而提升工作效率与质量。

同时，经济波动及业务高峰期，柔性用工模式能够帮助单位

应对，提供灵活的用工解决方案，优化资源配置。 

4.5 立足单位实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在新经济时代，为实现长期发展与维持竞争力，营造

积极的文化氛围，单位必须从实际出发。员工的归属感与

凝聚力，充满活力的组织文化不仅能提升，还能激发创新

思维，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4]
。例如，定期开展文化建设活

动、奖励优秀员工、鼓励开放式沟通等措施，有助于在员

工中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明确核心价值观及文

化定位，并将这些理念深度融入日常管理与员工互动中。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文化建设策略，确保这些策略与单

位的发展目标及员工期望相符合，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留

住员工。 

4.6 借助信息化技术，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在新经济时代，高效运营的关键途径，单位已发现利

用信息化技术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的重要性。人力资源

管理的精准度与时效性，显著提高了信息化技术的作用，

不仅在数据处理、决策支持及业务流程优化方面发挥了关

键作用。通过引入先进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HRIS），员

工数据可以集中管理，招聘、薪酬管理与绩效评估的自动

化实现，从而减少了人工操作中的错误与劳动强度。同时，

深入挖掘员工行为模式与绩效趋势，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

能技术能够为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优化人才配置

与资源利用。迅速适应内部需求及市场变化，实时数据监

控与智能报告生成使单位能够，提升管理决策的灵活性与

准确性。 

5 结语 

在新经济时代，面对技术革新与市场动态的双重挑战，

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显得力不从

心。经过深入探讨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路径后，我们认识到，

提升管理效率与增强单位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包括：优化管

理理念、改革招聘渠道、实施柔性用工模式及运用信息化

技术。创新管理理念能够营造以员工为中心的支持性环境，

从而激发员工潜力并提升工作满意度；而招聘渠道的改进

则有助于更高效地获取与匹配优秀人才，以满足单位多样

化的需求；柔性用工模式使单位能够迅速应对市场波动与

业务需求，赋予了其更大的灵活性；信息化技术的应用，

在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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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管理的科学性与效率。实施这些创新路径，不仅是

应对新经济挑战的有效策略，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保障。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保持优势，单位必须不断

更新与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持续关注并应用这些创

新策略，将有助于单位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取得长期的

成功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立鑫.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路径分析[J].

中国集体经济,2024(25):129-132. 

[2]初晓菲.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经济管理的创新路径分

析[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4(2):45-47. 

[3]宋艳超.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经济管理的创新路径研

究[J].商展经济,2023(8):134-137. 

[4]马旭阳.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路径探析[J].

营销界,2021(7):33-34. 

作者简介：李岩（1993.11—），单位名称：西藏自治区水

文水资源勘测局林芝水文水资源分局，毕业学校和专业：

西藏民族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