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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近几年经济大环境的不断改善以及互联网技术

的迅速崛起，科技型企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阿里巴

巴、华为等大型科技型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又一

大支柱。然而过快的发展速度也暴露出科技型企业在人力

资源管理方面的弊病，有些科技型企业人才引进困难，人

员流动性大。

现代社会的竞争是人才竞争，科技企业若是没有一定

的人才储备，就难以在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因此，

科技型企业要改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吸引更多优秀人

才，提高企业实力。

2 科技型企业的特点

2.1 技术型员工比例高

科技型企业与普通企业相比，技术型员工所占的比例

更高，用于研发的费用占比更高。中国科技部认定高技术

企业的人员结构要符合大专以上学历的人要占员工总数的

十分之三或者更高，研发人员总数要大于十分之一，企业

的研发经费高于当年销售总额的百分之三。

2.2 企业利润来自新产品研发创新

不断研发新产品是科技型企业的利润来源，因此，企

业的研发人员是创造企业价值的主体，科技企业的发展非

常依赖这些研发人员，一旦中心科研人员流失，对于科技

企业是非常重大的打击。

2.3 行业进入与退出都有较高的壁垒

科技型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有生物与医药技术、电子信

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这些行业技术相对比较密集，需

要大量的资金支撑，进入行业比较困难；由于科技型企业

用于研发的投资已经转化为人力资本，无法进行回收，并

且企业用于研发、生产的设备具有专一特性，难以售卖，

因此退出行业也具有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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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企业的发展具有周期性的波动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在科技型

企业创新初期，企业面临大量的风险，此时企业的发展处

于“波谷”，当企业创新成功后会产生巨额利润，此时企

业处于“波峰”，在利益回报逐渐回落后企业进入平稳的

发展时期。此后再进入新一轮的创新周期。

3 科技型企业人力资管管理中的问题

3.1 缺乏创新性人才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人才流动机制尚不

健全，导致中国目前出现人才补给不足的问题。这样的形

势导致科技型企业缺乏创新的源动力，难以进行持续的发

展，有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消失在发展的“波谷”阶段。

3.2 管理理念落后

随着时代浪潮的快速推进，过去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

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企业，尤其不适用于走在科技最

前沿的科技型企业。但是中国有部分科技型企业并没有意

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不完善，长此以往，必将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影响。

3.3 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估制度尚不合理

中国有部分科技型企业领导者并没有掌握其与普通企

业的区别，使用传统企业的激励机制与绩效评估制度对人

员进行管理，导致很多技术型人员看不到发展前景，丧失

工作热情，甚至产生“跳槽”的想法，导致企业人才流失

严重，缺乏创新动能，最终影响企业发展。

4 加强科技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4.1 赋予人力资源管理新的内涵

在知识性经济的今天，知识型人才是科技型企业的发

展动力，对企业非常重要，科技型企业的管理层需要把人

力资源管理拔高到企业战略层面，并赋予其新的内涵：第

一，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参与到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中来，

根据企业人力资源特质为企业发展方向、产品研发、组织

机构的变革等建言献策，把企业发展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

实务统筹起来；第二，人力资源管理为企业赢得竞争优

势，为企业发展提供战略价值。

4.2 构建人才战略新模式

科技型企业的领导者要具有长远的眼光，加大对人

力储备的投资，并且敢于投资。高薪招聘应届毕业生，提

前做好人才储备，再海量淘汰不符合要求的员工，最终留

下最优秀的人才。此外，在进行人才选择时要抢占先手，

比竞争对手优先占据资源，进行人才掠夺，以打好人才基

础，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4.3 创新人才激励制度

为了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科技型企业可以适

当提高员工的股权份额，让企业成为所有员工的利益共同

体，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更加强大的动力。例如中国著

名的华为集团，据统计，集团内部有86％的员工持有整

个集团将近98％的股票份额，而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先

生持股仅1.42％，并且目前华为中层的员工年收入已经破

百万，华为集团丰厚的福利待遇让很多人艳羡不已。正是

这套“刺激”的期权激励政策为华为留住了大量的人才，铸

就了华为今天的成功。其他科技型企业可以效仿华为的成功

案例，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适当提高员工的期

权分红，从而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

4.4 设计战略性职级体系

科技型企业的职级体系必须考虑外部市场竞争对企

业人力资源知识能力以及组织结构的要求，以落实组织使

命为指引，通过职位分析、职类划分、设计和职位评估构

建战略性职级体系，科学合理设计职位，实现人岗匹配。

第一，进行职位分析，通过分解企业产品研发目标，确定

各层次目标工作内容、职责及评价方法等，编写职位说明

书，为员工的选、育、核等提供依据；第二，是职位评

价。运用定量和定性的因素比较法、工作排序法等确定

各职位等级的对应关系，为员工薪资和晋级提供标准；第

三，为职位体系匹配科学的任职资格，为员工构建技术、

管理等全面成长的多路通道。

4.5 完善企业的绩效管理体系

科技型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和产品特色，找出关键业绩

指标，构建一套完善的企业绩效管理体系，把企业的战略

目标分解，使其可操作，能度量，从而对科技型企业内部

的员工进行更加客观、公正的评价。业绩评价主要针对个

人绩效和部门绩效两个方面，既要对个人的工作能力、工

作态度进行考察，又要考察最终业绩成果，还要考察部门

的贡献量，最后综合考察所得数据能够真正反映出技术人

员的工作情况。将绩效的评价结果与薪酬联系起来，形成

以业绩为导向的企业价值理念。

4.6 改革员工考核模式

科技型企业可每年对员工进行一次考核，对于考核结果

排名后5％的员工进入到待岗培训的状态，在待岗培训过程

中，如果该员工表现良好，且待岗培训合格后，方可回到原

岗位继续工作；如果员工态度散漫或者培训不合格，则予以

淘汰。依靠着一定政策可以激励所有员工不断学习，不断充

实自己，从而推动整个公司进步。通过这样无依赖的市场压力

传递，可以使企业永远年轻，内部机制一直处于激活的状态。

5 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科技型企业越来越多，有的

企业创办的风生水起，获得了高额利润，有的企业则处于

倒闭的边缘，债务不断。同为科技型企业，结局却如此不

同，归根结底是企业的管理者是否具有长远的眼光，是否

“用对人”。科技型企业人力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

能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企业注入更多、更新鲜的血液，

使企业的脉搏能够持续跳动，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冯伟 , 谢波峰 , 谭荣华 . 科技型企业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体系构建 [J]. 现代管理科学 ,2014,04:93-95.

[2] 程海旺 . 浅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及改革建议 [J]. 河北企业 ,

2017,06:163-164.

[3] 黄敬涛 .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措施分析 [J]. 中小企业管

理与科技 ( 中旬刊 ),2017,01:2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