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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工作中的岗位设置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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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在增强服务效能、推进组织目标实现方面意义显著。文章的目的是分析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及管

理里存在的问题，并给出针对性优化策略，以研究现有岗位设置机制及管理实践为切入，探讨怎样基于科学合理的岗位设置，

实现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高效运作，促进员工职业进步及组织绩效增进。文章结合实际案例，给出了一系列涉及岗位设计、

人员配备、工作内容设定的管理手段，以望为相关领域实践给予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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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enhancing service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the achievement of organizational goal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job setting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provide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tarting from the study of existing job setting 

mechanism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t explores how to achiev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based on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job settings, promote employee career progres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The article combines practical cases to provide a series of management methods related to job design, personnel 

allocation, and job content setting,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relevant field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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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我国事业单位改革持续深入开展，怎样在资源有

效管理达成的基础上，增强工作成效，变成各类事业单位

迫切需解决的关键事项。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基础工作的岗

位设置，直接影响组织内部工作流程及员工绩效的达成，

怎样科学且合理地开展岗位设置与管理，构成事业单位人

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课题。本文将以现状为起点，分析岗位

设置及管理工作里的问题，继而给出优化途径，以求提升

事业单位的整体管理绩效。 

1 岗位设置的基本概述 

岗位设置为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版块，

其直接涉及单位的运行效率和员工的工作成效。岗位设置

的核心意图是开展合理的资源规划与配置，保证每位员工

在恰当岗位上施展最大效能，同时维持工作流程的顺畅并

实现组织目标，岗位设置不只是简单地分派工作职责，还

涉及对岗位职责的合理划定、人员标准的明确界定、工作

内容的恰当安排以及各岗位间的相互呼应[1]。 

就事业单位而言，岗位设置往往会依照单位的工作目

标、职能要求以及资源配置来规划，跟企业单位不一样，

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更多顾及公共服务特质，所以岗位设

置需与社会效益和公共需求相契合，部分事业单位或许要

设立专门岗位，以承担政府政策执行、社会服务供给或公

益项目开展工作。在岗位设置过程中，还得顾及单位的工

作规模、人员数量、业务推进以及行业特点等因素。 

岗位能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以及辅助岗位，

管理岗位着重承担战略决策与工作调配职责；专业技术岗

位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担负起具体技术任务的完成工

作；辅助岗位开展的是支持性相关事务，诸如后勤支援、

信息管控等，不同岗位的设定应根据工作性质开展分类与

分配，以达成各岗位间的协作配合。 

岗位的设置也关乎岗位职能的分配与责任的划分。在

实际作业操作中，诸多事业单位会结合实际需要来进行岗

位的调整与优化，保证每个岗位职责任务清晰无歧义，防

止因岗位职责重叠、分工界定不明影响整体工作的效率，岗

位设计也应顾及员工的职业发展方向，设立合理的晋升阶梯

及激励方案，以维持员工的工作冲劲和岗位的连贯性[2]。 

2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岗位设置缺乏科学性和灵活性 

在部分事业单位里，岗位设置体现出较为突出的僵化

现象，岗位职责界定含混、岗位功能的重叠或缺失、职位

安排欠合理问题多见。某些单位未依据工作任务的实际情

况合理设置岗位，而是凭借传统岗位结构或者历史遗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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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安排，此类设定模式往往无法顺应社会发展和组织

变动的需求，引发岗位设置太过单一，少了灵活性，在某

些状况里，岗位职责未作清晰界定，导致员工的工作界限

不分明，进而降低工作效率并削弱员工积极性。 

某些单位对岗位设置评估未达充分，未能即刻调整岗

位设置以契合组织发展的变化，若单位职能或者业务范围

出现改变时，岗位设置未跟着变化进行调整与优化，导致员

工工作内容与岗位要求出现偏差，拖累了整体的工作成效。 

2.2 岗位职责不清晰，工作目标不明确 

在部分事业单位里，岗位责任区分不精准，工作目标

混沌难明，诸多岗位的职责定义太过宽泛或缺乏具体性，

导致员工在实际工作里缺少清晰目标与责任感，鉴于岗位

职责界定含混，员工工作时频繁处于“各干各事”的状态，

没有跨岗位的协作对接，进而影响工作效率以及团队合作

的成效，岗位职责界定不清极易造成责任推诿现象，弱化

单位整体执行动力[3]。 

在一些服务类事业单位当中，工作人员的服务目标、

工作任务未做明确的分配与量化，致使员工在执行任务时

存在随意性和模糊性，岗位目标缺少可量化的衡量标准，

员工不易精准评估自己岗位工作的实际成效，最终影响到

绩效考核以及人员的职业晋升。 

2.3 岗位设置与员工能力不匹配 

事业单位存在岗位设置与员工能力不匹配这一普遍

问题，在部分单位里头，由于岗位配置未充分考虑员工的

专业背景、技能水平及工作阅历，造成员工在不拿手的岗

位上干活，难以施展最大的潜力，有些单位也许会把技术

水平高的员工安排到行政管理岗位，却将长于沟通协调的

员工安排到技术强度过高的岗位上，引发其能力同岗位需

求的脱节。 

2.4 缺乏激励机制和晋升渠道 

在一些事业单位里面，岗位设置未配置相应的激励机

制与晋升通道，导致员工职业发展面临受限，该情况在基

层岗位表现得尤为突出，鉴于岗位配置的单一与固定情形，

诸多员工长时间于相同岗位劳作，欠缺晋升机遇与拓展空间，

缺失恰当的激励机制，造成员工欠缺提升自我的动力，引发

部分岗位工作效率欠佳，员工的工作热忱同样受到波及。 

鉴于岗位设置存在局限，不少事业单位未能构建完善

的职业发展通道及岗位晋升机制，员工于职场没有清晰的

成长目标及发展路线，未来职业前景模糊难辨，处于晋升

机会短缺的情况下，员工易陷入职业倦怠的泥沼，对工作

涌起负面情绪，甚至离职。 

2.5 岗位设置缺乏外部环境适应性 

部分事业单位岗位设置未能有效跟上外部环境变化，

尤其在社会需求变化和行业改革推进之际，某些传统岗位

的功能渐次失去意义，岗位设置未能及时对岗位需求的变

化作出反映，伴随着技术进步及社会服务需求的多样变化，

某些传统岗位说不定会被自动化技术或新型服务岗位替

代掉，只是在部分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依然停于旧有的模

式格局，未及时开展调整与优化工作[4]。 

3 优化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与管理的策略 

3.1 科学评估与合理设置岗位 

科学实施岗位评估是优化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首要

步骤，这不仅包含对既有岗位的分析，同样要顾及未来需

求的变更及组织发展方向，在实施岗位评估期间，单位可

借助多种渠道进行调研和反馈的收集，囊括员工意见、部

门需求的深入分析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趋势，应清晰掌握

岗位的职能、工作内容要点、责任覆盖界限以及对组织目

标的贡献价值，确保每个岗位皆可服务单位核心任务实施。 

岗位设置的科学性也体现于岗位结构的优化之中，伴

随事业单位职能转型，工作内容呈现多样化，岗位设置需

灵活跟上变化，针对部分传统岗位边界朦胧或功能单一的

情形，单位可再度定义岗位职责，明确各岗位的分工界限，

防止工作重复与职责交叉，采用优化岗位框架，恰当安排

岗位数量，让每个岗位都拥有明确的工作目标以及相应考

核指标，激发岗位设置的整体效能潜力。 

单位还得留意岗位设置的弹性空间，鉴于未来或许出

现的技术革新、社会需求变动以及组织战略的调整，设计

出具备一定柔韧度的岗位体系，让单位能根据外部变化迅

速实施调整与优化，该灵活性可以辅助单位更顺畅地应对

动态环境变迁，保证岗位设置始终与单位长远发展目标相

统一[5]。 

3.2 完善岗位职责划分与任务明确 

优化岗位设置的又一关键策略是厘清岗位职责，保证

各岗位的工作任务清晰明了，诸多事业单位在岗位设置期

间存在职责模糊或工作范围重合的现象，这间接拖累了员

工的工作效率，也极易造成工作当中的责任推诿与协调障

碍，事业单位实施岗位设置优化操作时，要将岗位职责进

一步细化，保证各个岗位具备明确的工作内容与责任界限。 

在规划岗位职责之际，单位须按照工作任务的实际要

求，明确各个岗位的核心任务，且杜绝职能相互重叠，面

对行政类的岗位，可清晰界定其负责事务范围，诸如文件

管理工作、会议筹备安排、人事业务处理等；若涉及技术

类岗位，应把其工作内容进一步细化，诸如设备的维护、

技术的创新、项目的管理等，靠着这种法子，对岗位职责

的划分可杜绝职能交叉，提升工作成效。 

单位还需留意岗位职责跟工作目标的对接，保证各岗

位任务与单位战略目标相统一，一些岗位也许会涉及和客

户或公众开展沟通与服务，此时岗位说明书里需明确服

务规范与沟通指标，帮助员工更透彻地领会自己工作任

务，进而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撑，也要定期对岗位

职责进行回顾、修订，以让岗位职责始终与单位的实际

要求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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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灵活的岗位晋升机制 

做好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优化，并非只是要达成岗位

设置的合理高效，也应重视员工职业的发展与晋升空间，

在诸多事业单位里面，鉴于岗位设置表现出单一局限，员

工可得到的晋升机会寥寥，造成员工丧失职业发展的动力，

进而对单位整体工作效率以及员工的工作干劲造成影响，

构建灵动的岗位晋升机制，是提高事业单位员工积极性、

推动组织进步的有效途径[6]。 

单位要依据员工的工作绩效、能力状态和岗位规范，

规划恰当的晋升门道，对于一些工作经验足、技术能力强

的员工，可借助岗位晋升或平级岗位调配等途径，为其提

供更多职业进阶机会；而针对一些潜力突显的年轻人员，

能够赋予更多培训良机，助力其借助学习与实践增强自身

能力。借此得到晋升契机，采用这种途径，单位不仅可点

燃员工的工作激情，还能保障岗位晋升的公平公正与透明

公开，推动员工的长远进步。 

晋升机制设计应体现一定灵活性，顾及不同岗位的性

质和员工的个人特质，若涉及技术类岗位，晋升机制可聚

焦于技术创新和项目管理等方面考核；若涉及管理类岗位，

可对管理能力、团队建设及决策实施等方面的表现加以考

量，依托这种灵活的晋升机制，不同岗位类型的员工可凭

借自身专长与优势获得晋升契机，进而维持员工的积极性

与工作干劲。 

3.4 加强岗位培训与能力提升 

优化岗位设置的又一策略是加强员工岗位培训及能

力提升，随着事业单位岗位需求的不断变迁，员工应持续

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及工作能力，以契合新的岗位标准与

工作安排，岗位培训不只是员工发展的关键路径，同样是

优化岗位编排的有效手段。 

单位应依据不同岗位的特点跟需求，制订具有系统性

的培训安排，就技术岗位的员工而言，可实施专业的技术

培训计划，协助员工习得最新的行业技术及操作规范；就

管理岗位的员工而言，可采用领导力培训、团队管理培训

等方式提升其管理与组织协调能力，也能实施跨部门的交

流与培训，帮助员工掌握其他岗位的工作内容及职能，增

进团队整体的协作水平[7]。 

模拟训练作为一种关键的培训手段，能让员工于仿真

场景中模拟工作里的实际操作，采用情境模拟，员工能够

在没有切实风险的情境里，经历与解决工作中或许面临的

问题，这样的方式可强化员工对工作流程及操作规范的理

解，还能提升其在压力状态下做决策和处理难题的能力。

特别是当面临复杂技术任务与突发情形时，模拟训练可助

力员工增强应变能力，增强其操作的熟练程度与精准度。 

经由参观同行业或同类单位，员工能更直观地认识先

进工作模式和技术手段，唤起创新思维并落实到自己岗位。

实地考察有助于员工掌握行业最新的发展状况与技术走

向，于是在工作中能更出色地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增强

工作效率，从事技术类岗位的员工可通过参观高效生产线

与先进设备操作现场，学到先进操作流程及管理模式，优

化其技术层次。 

案例分析作为培训的又一主要形式，通过剖析工作中

出现的典型案例，可协助员工从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案

例分析不光能协助员工理解具体问题的解决策略，还能增

进其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培训开展阶段，单位

可以安排员工围绕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案例展开讨论剖析，考

究问题形成因素与解决途径，此一互动式的学习手段，可促

进员工彼此的经验分享，提高团队整体应对难题的能力。 

4 结语 

对事业单位岗位设置与管理进行分析后，本文分析得

出现有岗位设置存有一定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岗位职责界

定不明、岗位配备不合理、激励机制欠缺等现象。优化岗

位设置与管理可采取科学规划岗位、强化岗位职责与绩效

考核关联、推进信息化建设等策略。依托有效的管理途径，

不但可提升事业单位的工作成效，还会协助员工更有效地

施展潜力，促进组织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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