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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战略转型

1、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战略转型

• 以战略和客户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

应当把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当成一个战略性的业务单位，从而根据自己的客户
基础、客户需要以及满足客户需要的技术等来重新界定自己的业务。

人力资源
管理部门

高层战略
规划团队

员工

求职者

直线经理
人员

Ø 第一步：认准谁是客户

Ø 第二步：确认产品有哪些

Ø 第三步：通过哪些技术来
满足客户需要



一、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战略转型

1、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战略转型

• 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工作重心调整

变革活动
（5%-15%）

传统活动
（15%-30%）

事务性活动
（65%-75%）

变革活动
（25%-35%）

传统活动
（25%-35%）

事务性活动
（15%-25%）外包

流程
再造

知识管理
战略调整和更新

文化变革
管理技能开发

招募/甄选 培训
绩效管理   薪酬管理

员工关系  ……

福利管理
人事记录
员工服务



一、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战略转型

2、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的角色与胜任素质

•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扮演的角色

关注日常和运营

战略伙伴

• 对战略性的人力资
源的管理

变革推动者

• 对转型和变革的管
理

行政专家

• 对企业基础制度的
管理

员工支持者

• 对员工贡献的管理

关注未来和战略

过程 人

战略伙伴

• 对战略性的人力资
源的管理

变革推动者

• 对转型和变革的管
理

行政专家

• 对企业基础制度的
管理

员工支持者

• 对员工贡献的管理



一、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战略转型

2、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的角色与胜任素质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
的胜任素质模型（2017）

矛盾疏导者

总报酬
创建者

文化和变
革催化者

合规管理者

人力资本
促进者

分析设计和
解释者

可信赖的
行动者

技术和媒体
整合者

战略定位者

组织赋能者

核心胜任素质

交付推动者



一、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战略转型

2、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的角色与胜任素质

·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人力
资源专业人员胜任素质模型

胜任素质模型

关系管理能力
（4.人际能力）

顾问能力
（3.经营能力）

全球与文
化有效性

（4.人际能力）

沟通能力
（4.人际能力）

批判性
评价能力

（3.经营能力）

道德践
行能力

（2.领导力）

人力资源专家能力
（1.技术能力）

领导和指引能力
（2.领导力）

商业敏锐度
（3.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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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优化

1.循证人力资源管理

2.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优化的方式



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优化

1、循证人力资源管理

• 循证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

循证：做事要基于证据，而不是模糊的设想或感觉。

循证人力资源管理：运用数据、事实、分析方法、科学手段、有针对性
的评价及准确的案例研究，为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建议、决策、实践以及
结论提供支持。

“拍脑袋”
决策

个人直觉和
经验

教条信念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生
产率、流动率、事故数
量、员工态度、医疗成
本之间关系的数据

基于事实的合理决策

循
证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优化

1、循证人力资源管理

• 循证人力资源管理的路径

•经过同行评议或同行

审查的质量最好的实

证研究结果

•区分哪些证据可用，

以及如何使用

获取、使用最佳

研究证据

•将人力资源判断和决

策建立在对事实尽可

能全面和准确把握的

基础上

•可能同时涉及软性因

素和硬性因素

了解实际情况，

掌握事实数据 •有助于减少偏差，提

高决策质量

•借助一些经过论证和

实际使用效果很好的

决策框架或决策路径

专业人员科学思

考、判断

•必须考虑伦理道德因

素，权衡对利益相关

者可能产生的长期和

短期影响

考虑对利益相关

者的影响



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优化

1、循证人力资源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有效性评估

评估人力资源管理职能
有效性

人力资源管
理审计

战略性审计

对组织总体
战略目标的
贡献程度

职能性审计

实践活动的
执行效率和
效果

法律审计

实践活动是
否遵循法律
规定

人力资源管
理项目效果

分析

以预期目标
为考察点

以成本/收益
为考察点



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优化

2、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优化的方式

• 人力资源管理结构重组

绩效管理主管培训开发主管薪酬福利主管

人力资源经理

招聘配置主管

服务中心
信息技术

服务请求的处理

现场工作者
通用人力资源

管理者

人力资源经理

专家中心
报酬、招募/甄选
培训/开发、沟通

传统或变革活动 变革或传统活动 日常活动



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优化

2、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优化的方式

• 人力资源管理结构重组

人力资源专家
中心（COE）

人力资源平台
部（SSC）

人力资源业务
伙伴（HRBP）

腾讯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三支柱模型

战略参与
流程优化
制度制定
确定标准
文化培养

招聘管理系统
培训管理系统
薪酬管理系统
绩效管理系统
外包管理

制度落地
需求管理
业务支撑
员工沟通

制
度
规
范

问
题
反
馈

问
题
反
馈

方
案
支
持

交付服务

需求反馈

内部
客户



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优化

2、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优化的方式

• 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再造

流程再造：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尤其是关键或核心业务流程进行根本的再
思考和彻底的再设计，以提高工作效率，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或提供更高质
量的服务，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全面质量管
理

精益生产 工作流管理 工作团队 标杆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外包



二、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优化

2、人力资源管理职能优化的方式

• 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
信息系统

阶段

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

阶段

电子化人
力资源管
理阶段

•基本的员工信息

•人力资源管理辅助
系统

•基础性的人力资源
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扩展到人力资源管
理的所有智能模块

•增加了决策指导系
统和专家系统

•提高效率、节约成本

•提高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改变工作重心

•强化人力资源管理责任

Ø 能够适应网络化、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化

Ø 已成为当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以战略和客户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

• 把人力资源部当成一个独立的经营单位

• 以客户为导向、确认人力资源部门的产品、如何满足客户需要

人力资源专业人员的角色

• 战略伙伴、行政专家、员工支持者、变革推动者

循证人力资源管理

• 审慎地将最佳证据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

• 结构重组、流程再造、人力资源管理外包、人力资源管理电子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