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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和国际上人才战略研究现状

1.1 国际研究现状

早在 1954年，“人力资源”这一概念就被德鲁克提出了；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美国学者 J·Butler,G.Ferris和 N.Napier
表示：“人力资源职能的参与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略管理

过程能否成功，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比传统的人事管

理更深入、更具战略性的新型模式，它是有计划的人力资源使

用模式以及旨在使组织能够实现其目标的各种活动”[1]；进入

21世纪，人力资源这一概念已经基本被各国企业认定是企业

竞争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中国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和国家逐渐重视人

才战略。但是有关人才战略的研究很多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

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情况的研究较少，同时研究

对象更倾向于国企和大型企业。对于中小企业的研究较少，而

电子商务类企业就更少了。中国现在大多电商企业基本都是

借用国际上电商企业的运营模式，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背景下，由于政治背景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国际上的模式

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关于适合中国实际的

人才战略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为中国电商企业的发展壮大

以及未来走国际化道路打好理论基础。

2 电商企业人才战略存在的问题

2.1 人才观念落后

淤绝大多数电商企业喜欢立竿见影的效果，遇到问题常

常采用空降“能人”的方式解决。这导致企业内部员工的流动

性较差，同时没有给员工足够的成长时间，也造成内部员工的

挫败感和自卑感，没有体现自身能力和价值的机会，在重要的

决策和政策执行上没有积极性，更缺乏主导意识。

于电商企业大多采用“家长式”的领导模式，上升渠道狭

窄，从而导致员工积极性差，缺乏主人翁意识，没有动力付出

努力，对自己未来发展看不到希望，只关注物质回报，因而对

企业的发展问题漠不关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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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激励机制不健全

2.2.1 企业人才激励机制单一，缺乏层次性和多样性

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追逐利润的使命，但是“一切

向钱看”这一信条在人才激励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微乎

其微。目前很多企业的激励机制简单而粗暴，用物质奖励代替

一切奖励，忽视对员工的精神奖励和人文关怀，感觉自己只是

追逐利润的工具，极少分得一杯羹，员工成就感难以被满足。

2.2.2 缺乏公开、及时的绩效反馈机制

企业对于员工的业绩只是简单反映在工资单上，有业绩

就发奖金，出错了就扣工资。优秀员工的业绩没有得到公开，

没有明确的奖惩标准尺度，也没有公开奖惩细节，员工成就感

满足程度较差，对于自己正确和错误的行为无法判断。而出现

问题的员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作中的矛盾没有得到

及时调节，问题依旧存在，久而久之只会越积越多而难以解

决。

3 电商企业人才战略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由于意识与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差异，电商企业特别是

处于初创和成长初期的电商企业对人才战略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人才管理理念与人才投资理念也往往不一致，只是需求怎

样的人就招纳怎样的人，没有考虑到长远发展，导致中国部分

电商企业战略规划与人才战略并不协调，科学制定与企业相

适应的人才战略成为当前电商企业人才管理的一大难题[3]。

4 解决电商企业人才战略问题的策略

4.1 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

4.1.1 企业间进行合作建立培训中心

电商企业大多规模较小，资金问题是企业人才战略最大

的障碍之一。企业间可以选择合作进行强强联合，建立一个培

训基地。苏州软件园就和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立了一个电子

商务人才培训基地，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并不影响它们进行合

作培养专业人才和发展人才战略。电商企业要想持续发展离

不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将会缓

解电商企业人才匮乏的情况，为电商企业的腾飞提供了强有

力的动力支持，同时电子商务人才的丰富也会缓解企业间相

互挖人的情况，员工的归属感也不断提高，企业间的关系将会

向着良性发展[4]。

4.1.2 与高等院校合作建立实习基地

电商企业人才缺乏和高等院校教学与实际脱轨有着很大

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是企业与院校正确合作的结

果，因此两者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企业与高校合作对于帮助

院校优化课程结构也有着不言而喻的好处，同时也从源头处

解决了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可以说这

是一个双赢的方法。

4.1.3 建立行业内部的人才信息系统

这一方法是建立在前两个建议的基础上，电商企业利用

自身行业的特点，可以建立自己内部的人才信息系统。电子商

务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业模式，其从业人员大都为年轻人，这可

以说是电商企业人员流动性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间进行

合作成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平台，为培训中心和合作院校的

每一个学员建立工作诚信档案，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和施行诚

信体系，减少该类人才恶意跳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4.2 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

建立多跑道、多层次的激励机制。企业应该根据不同的历

史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激励

机制。激励机制不能是没有变化的，而是要根据市场、文化、环

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企业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多层次

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并且拓宽晋升渠道，采用多重激励机

制，这样员工才能安心留在工作岗位上。

4.3 建立完善的福利薪酬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一味压低薪酬不仅会阻挠

企业的发展，更会打击员工积极性，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学习和

利用现代薪酬管理知识，掌握薪酬管理的方法和艺术，在企业

内部建立一种公平竞争的氛围，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

动力[5]。

5 结语

总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企业要

根据实际情况对员工进行激励，充分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积

极性。同时企业要改掉落后的用人观念，结合自身特点树立特

有的企业文化，用文化软实力去吸引和留住人才。人才留住

了，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才有不断前进的动力，为企

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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