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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国

当前很多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有限，信息化水平不足，难以很好的满足现阶段事业单位的发展要求。因此，应当基

于信息化技术，在事业单位中开展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提升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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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reform of management system in public instituti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s facing more and more pressure. At pres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level of many institutions is limited and 

informatization level is insufficient in China, so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institutions at this stage. Therefore, 

based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 should carry ou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improve overall leve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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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事业单位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分布于科研、教育、卫生等领域，其管理质量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服

务水平、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上意义重大。就当前事业单位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实际情况来说，由于存在诸多的问题，

所以在事业单位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为了有效的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充分的结合事业单位现实情况，运用有

效的方法对人力资源管理实施信息化建设，促进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为事业单位的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

好的基础。 

1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全面落实体制改革工作，打破以往管理理念的限制，这是事业单位内部实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核心

目标。运用信息化建设工作可以为事业单位提供全面的信息资料，从而为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1]
。在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管理模式与陈旧的管理模式相对比来说具有良好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信息

化管理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的合理运用来促进管理效率的不断提升，有效的规避工作失误的情况发生。人力资源信息可

以借助信息技术编制成电子档案，这样能够为信息的查找和利用创造更多的便利。 

2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应用现状 

2.1 对信息化管理认识不足 

管理人员缺乏对信息技术的认识，导致信息技术的采购和引入受到阻碍，严重限制着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

不利于事业单位发展。另外，在使用信息技术时过于片面，虽然都将计算机作为常用设施，但是仅用于个别工作，多

数工作仍使用传统方法，导致人力资源管理期间频繁出错，降低工作质量
[2]
。 

2.2 信息化产品少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产品数量、类型相对较少，而且还缺乏一定的品牌效应。

数据调查显示，我国 2013 年尚不存在 HPSM 供应商品牌，市场占有率不足 10%。同时，事业单位的自主开发程度大，未

形成属于自己的、有效的品牌效应。也就是说，HPSM 产品体系的应用和研发未建立统一体系，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实践。 

2.3 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沿海城市的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水平较高，但是整个国家的整体管理水平仍有待提高。尤其是西部的中心城

市，小型企业并未建立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同时还存在信息化普及率不高的现象，不利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

开展。 

 



 

2020 年 第 1 卷 第 1 期 

30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3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模式优化 

3.1 保持数据源一致 

第一，要严格遵照统一标准对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工作进行管控和规划，保证各项信息数据的准确性，从根本上

确保管理数据能够达到良好的标准，带动整个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 

第二，事业单位内部人力资源信息需要进行前期的筛选，这样才能保证管理方式能够满足实际需要，为事业单位

开展综合管理工作创造良好基础
[3]
。 

第三，因为信息需要进行维护工作，所以信息化管理工作务必要确保良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第四，为了能够从根本上提升信息的使用效率，事业单位务必要加大力度针对数据信息管理工作以及网络化管理

用作进行研究创新，促进各项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能够不断的提升。 

3.2 建设合适的软件 

第一，需要由专业人员针对工作实际情况，研发出适合使用在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工作中的办公软件，并利用专

业技术来对网络进行切实的管控，带动整体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 

第二，要不断结合实际需求，针对软件的各项性能进行完善核创新，促进信息数据的准确性的不断提高，并保证

信息化管理工作能够得到全面的落实。 

第三，加大力度全面推进组织结构，行政事物，薪酬福利等多项工作的管控，促进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全

面运用。带动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
[4]
。 

第四，针对各个领域创建完善的管理制度，优化控制管理各项工作流程，编制详尽的管理规范标准。 

综合以上阐述我们总结出，针对信息化管理工作流程进行全面的完善，能够有效的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整体水

平和效率加以提升，从而协助事业单位按部就班的开展各项工作。推进信息化管理基础模式的全面实施，有利于事业

单位对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情况加以准确度的了解，推动战略管理与数据信息化实现既定的目标。其次，人力

资源管理信息化模式的全面实施，可以对事业单位的成本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价，有效的节省单位的各项开支，从而促

进信息数据的完善，带动综合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 

3.3 数据集中化处理 

在针对数据信息化实施管理工作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数据不准确的问题，所以我们务必要充分的结合实际情况和

需求来对管理办法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创新，利用高效的管理软件，提升数据的管理效果和水平。其次，数据处理需要

从多个角度同时开展，确保数据信息的全面性，这样才能为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全面开展创造良好的基础。事业单位内

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需要拥有各类管理软件的操作技能，这样才能针对所有的数据信息进行集中管控，更好的落

实人力资源数据的完善工作，为信息化管理工作的落实给予协助。在全面实施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时候，往往需要利用

到部分涉及到人力资源方面的信息数据，并且要采用专业的方法对所有工作环节加以切实的管控
[5]
。 

3.4 信息化管理的立项实施 

第一，因为事业单位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人员缺少对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正确认识，导致信息化管理工作没有得

到全面的落实，最终导致信息化管理效果较差。所以我们务必要将信息化管理工作列入到工作计划之中，确保这项工

程能够有完整的执行方案。 

第二，软件性能水平与信息化管理工作实施的效果存在密切的关联，所以务必要对软件的实用性加以根本保障，

并不断的对软件的灵活性进行不断优化，促进信息数据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三，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工作并非是一件短时间的工作，其实质是存在于软件设计的所有工序之中的，务必要

从多个角度入手来对软件项目实施管理工作。 

第四，因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牵涉到大量的信息数据，怎样针对这些数据实时高效的管理工作，是当前我们需要

侧重关注的问题，之后结合各方面情况，针对数据进行优化控制，才能切实的提升管理效果。 

4 结束语 

总的来说，人力资源是事业单位能够保证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基础，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效率都与事业单位的经济

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存在密切的关联。在信息技术快发展的通视，我们需要充分的结合实际情况，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制定发展规划，并将信息化技术引用到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之中，促进人力资源管理效果和质量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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