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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umulation Strategy of Accounting Archive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ian Liu
Jinan Technician College, Jinan, Shandong, 2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accumulation of accounting archives and material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good financial management. Accounting 
archives and materials are tools and materials for recording and storing financial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including various financial 
statements, vouchers, books, etc., which record the financi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creditor’s rights and debts, assets and liabilities, 
etc. A good accumulation of accounting archives and materials can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ovide effective basis for enterprise decision-making, and help to timely discover and solve financial problem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of strengthening the accumulation of accounting archives and data for good financial management. 
By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accounting archives and data, it explor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accumulation of 
accounting archives and data, and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accumulation of accounting archives a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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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archives; data accumula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高校财务管理工作中会计档案资料的积累策略
刘剑

济南市技师学院，中国·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

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是搞好财务管理的重要保证，会计档案和资料是记录和存储企业财务活动的工具和材料，包括各种
财务报表、凭证、账簿等，记录了企业的财务收支、债权债务、资产负债等信息。良好的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可以确保财
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有效依据，并且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财务问题。论文旨在探讨加强会计档
案和资料积累对于搞好财务管理的重要保证，通过分析会计档案和资料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当今会计档案与资料积累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加强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的针对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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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档案；资料积累；财务管理

【作者简介】刘剑（1976-），女，中国湖南隆回人，本

科，副研究馆员，从事财务档案数字化管理研究。

1 引言

财务管理在现代企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

良好的财务管理体系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有

效的成本控制、精确的财务预测和科学的决策支持。而会计

档案和资料作为财务管理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

目前一些企业在会计档案和资料管理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严

重影响了企业财务管理的效果和质量。

2 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
意义

2.1 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
会计档案和资料是记录企业财务活动的依据，通过积

累和整理这些档案和资料，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企业的收

支情况、资产负债状况和利润状况等重要财务信息。这些准

确的财务信息为企业的财务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帮助企

业进行科学的决策和合理的规划。

同时，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对于支持财务分析和决

策起着重要作用。这些档案和资料包含了企业的各种财务信

息，如财务报表、收支记录、资产负债表等，可以为财务分

析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通过对会计档案和资料的分析，可

以深入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方面的

情况。例如，通过分析财务报表，可以了解企业的销售收入、

成本结构、利润率等指标，从而评估企业的盈利能力。最后，

还可以分析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了解企业的资产规模、资金

结构、偿债能力等，为制定合理的财务决策提供支持和参考。

在进行财务分析和决策时，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可以提供

客观的数据依据，帮助决策者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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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还可以发现潜在的问题和风险，及时采

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和预防 [1]。

2.2 履行法律法规要求
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是企业履行法律法规要求的重

要环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需要保留并完整保

存一定期限内的会计档案和资料，以备审计、税务检查和其

他监管部门的查阅和核查。只有充分积累和规范管理会计档

案和资料，企业才能够顺利履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企业需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方式，保存会计档案和资料。这

些档案和资料包括财务报表、凭证、账簿、年度审计报告、

税务申报资料等。不同类型的档案和资料需要保存的时间也

有所不同，通常为 5 年以上。保存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目的是

满足审计、税务检查和其他监管部门的需求，审计机构在进

行年度审计时，需要查阅企业的会计档案和资料，以评估财

务状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2.3 保护公司利益和权益
会计档案和资料记录了企业的所有财务活动和交易，

是维护公司利益和权益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会计档案和资料

的准确记录和存档，可以防止财务数据的篡改和丢失，保护

企业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一方面，准确记录会计档案和资料能够防止财务数据

的篡改。会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和标准对企业的财务交易进

行准确的记录，将其反映到会计账簿和报表中。这样做可以

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防止恶意或错误修改财务

数据，维护公司利益和权益。另一方面，妥善存档会计档案

和资料有助于防止财务数据的丢失。企业应建立健全的会计

档案管理制度和档案保管措施，确保会计档案和资料的安全

存放，包括选择合适的存储介质、定期备份数据、设立存档

库房等。通过这些措施，可以避免因自然灾害、硬件故障或

人为因素导致的数据丢失，保护企业财务信息的完整性和可

用性 [2]。

2.4 促进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和管理是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

险管理的重要环节。通过建立完善的会计档案和资料管理制

度，加强对会计档案和资料的审核和监督，可以发现和防范

内部风险和经济犯罪的发生，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确

保财务管理的合规性和可靠性。

3 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的现状和问题

3.1 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现状

3.1.1 数字化记录增加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计档案和资料越来越多地以

数字化形式记录和保存。现在，电子会计凭证、电子账簿和

电子报表等数字化工具已经成为常态，并广泛应用于企业的

财务管理中。这种数字化记录的方式有效提高了会计档案和

资料的记录效率和质量。相比传统的纸质文件，数字化记录

不仅节省了空间和时间，还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检索和共享，

减少人为错误。

3.1.2 自动化和集成化系统
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正朝着自动化和集成化的方向

发展。许多企业采用了会计软件、财务管理系统等工具，实

现会计数据的自动采集、处理和存储。这些系统能够自动从

各个业务系统中收集财务数据，进行分类和整理，并生成准

确完整的财务信息。通过自动化和集成化系统，企业可以更

高效地管理和维护会计档案和资料，减少繁琐的手工操作，

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3.1.3 数据安全性加强
随着信息安全意识的提高，企业对于会计档案和资料

的数据安全性越来越重视。在保护会计档案和资料的过程

中，企业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其中包括数

据备份，将会计档案和资料保存在不同的地点和媒体上，以

防止数据丢失。

3.1.4 移动化记录
移动化技术的普及对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方式产生

了影响。会计人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随时记录和查看会计档

案和资料，无需局限于办公室环境。他们可以使用移动应用

程序来记录财务交易、上传凭证、查看报表等。这种移动化

记录的方式提高了会计工作的便捷性和灵活性，使会计人员

可以更有效地管理会计档案和资料 [3]。

3.1.5 数据分析应用
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也为数据分析应用提供了基础。

通过使用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企业可以更好地挖掘和利用

会计档案和资料中的信息。数据分析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财务

分析、风险评估、预测和决策支持。

3.2 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问题

3.2.1 管理制度不健全
会计档案的积累涉及多种类型信息资源的整合，唯有

实现对制度因素价值的充分开发，才可以保证会计档案的积

累工作拥有更加理想的基础条件。但是，从中国电子档案管

理工作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电子会计档案的作用未能得到

充分显现，大数据技术难以在电子会计档案管理工作中发挥

更大的价值，无法体现出技术因素在会计档案积累方面的应

用价值。

3.2.2 信息化程度不足
一些企业在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中仍存在信息化程度

不高的问题，依旧采用传统的纸质记录方式，缺乏电子化记

录和存储，导致会计档案和资料的归档、查阅和共享较为困

难，效率低下。

3.2.3 人员素质不高
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积累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支持，

但一些企业中的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缺乏相关的培训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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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更新，导致会计档案和资料的整理、记录和管理出现

错误和遗漏，影响财务管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2.4 安全隐患问题
会计档案和资料中包含大量敏感信息，如财务数据、

企业机密等。但在一些企业中，对会计档案和资料的安全保

护不够重视，存在数据泄露、篡改和丢失的风险，未建立起

严格的权限控制和安全审计等机制，容易导致安全隐患。

4 加强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的方法

4.1 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
要确保会计档案和资料的妥善管理，首先需要制定一

套全面、细致的管理制度。这个制度应该明确每个参与档

案管理的人员的责任和权限，详细规定档案的收集、整理、

存储、检索和销毁等各个环节的操作流程和标准。这样可以

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并遵循统一的标准和

流程进行操作。除了具体的操作流程，管理制度还应包括对

档案管理的监督和评估机制。这可以定期检查档案管理的效

果，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以保证档案管理工作的持

续、稳定进行 [4]。

4.2 定期归档和整理
为了防止档案和资料堆积过多，导致管理混乱，需要

设定合理的归档周期。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以按月、季度

或年度进行归档。在归档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分类和编号

体系对档案进行整理，确保它们的有序性和可查找性。通过

定期归档和整理，不仅可以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还能保证

档案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管理

活动。

4.3 运用先进技术手段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已经深入各个领域。

对于会计档案和资料的管理，也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积极

推广并应用数字化记录和存储技术，这不仅意味着告别传统

的纸质档案管理方式，更代表着效率和质量的双重提升。通

过建立电子化的会计档案和资料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信息的

快速录入、存储和检索。同时，电子会计凭证、电子账簿、

电子报表等工具的出现，极大地简化了工作流程，提高了会

计档案和资料的管理效率。

4.4 强化内部管理机制
在享受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捷之余，也不能忽视潜在

的安全风险。因此，加强内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包括

建立健全的权限管理制度、数据备份机制、数据安全审计流

程以及严格的访问控制措施等，确保会计档案和资料的机密

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在防止数据泄露、篡改和丢失的同时，

也为企业的重要信息资产提供了一层严密的保护，不仅有助

于维护企业的声誉和利益，更是对法规合规的积极响应 [5]。

4.5 定期培训和考核
为了加强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的管理，企业需要对会

计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和教育，以提升其专业知识和技能，

包括针对会计档案和资料积累相关的管理规定和操作流程

进行培训，使会计人员了解和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要

求、行业标准等，提高对会计档案和资料管理的意识和责任

感，会计人员可以了解最新的会计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会

计档案和资料管理的最佳实践，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除

了定期的培训，还应该进行考核评估，以促使会计人员持续

提高会计档案和资料管理水平。通过考核，可以评估会计人

员在会计档案和资料管理方面的能力和表现，并及时发现问

题和不足之处。考核内容可以包括对会计档案和资料的准确

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档案管理制度的遵守程度，数

据安全和保护措施的执行情况等。

4.6 建立奖惩机制
为了激励和推动会计人员积极参与会计档案和资料的

积累工作，企业可以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通过表彰先进、

评选优秀等方式来鼓励会计人员认真履行会计档案和资料

管理职责，并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在奖励方面，企业可以

设立先进个人或团队的荣誉称号或奖金，以表彰那些在会计

档案和资料管理方面表现出色的员工，激励其他会计人员向

他们学习和借鉴经验。在惩罚方面，对于违规或不按要求管

理会计档案和资料的行为，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例如，对于存储不当、篡改数据、泄露信息等违规行为，可

以给予警告、停职、扣减绩效奖金等惩罚，这样的惩罚措施

将帮助员工意识到会计档案和资料管理的重要性，并为其行

为负责。

5 结语

在企业的运营与发展中，财务管理始终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而会计档案和资料作为财务管理的基础，其积累

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管理效果。当前，许多企

业在会计档案和资料管理上仍存在诸多不足，如管理规定执

行不到位、操作流程不规范等，这不仅给企业的财务管理带

来隐患，更影响了企业的稳健发展。因此，加强会计档案和

资料积累不仅是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的需要，更是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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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us quo and improvement of employee welfare system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current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This study takes the current employee welfare system of publ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welfare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lfare policy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welf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welfare system has 
some problems in meeting the welfare needs of employees, improving employee satisfaction and retention inten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welfare system of employees in public institutions, including innovating the 
welfare pattern, raising the welfare standard, strengthening the fairness and rationality of the welfare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sound 
welfar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system. This study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employee welfare system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optimization of welfare system in Chinese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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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的现状及其改进是当前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本研究以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
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从福利制度的设定、福利政策的实施到福利满意度等方面进行深入分
析。研究结果显示现行福利制度在满足员工福利需求，提高员工满意度和留任意愿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基于此，论文提出
了改进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的策略，包括创新福利格局、提高福利标准、加强福利制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以及建立健全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等。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对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的改进有着重要价值，旨在为中国事业单位
的福利制度改革及优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事业单位员工福利；福利满意度；福利制度改进；公平性和合理性

【作者简介】郝丽霞（1980-），女，中国内蒙古凉城人，

本科，经济师，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1 引言

在现今的社会管理中，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占据着

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有效的福利制度能够在吸引和留住优

秀人才，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激发员工创新和工作积极性

上起到积极的作用。然而，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福利制度中

存在一些问题，相比之下，对于福利的设定和投放还是呈现

了一定的单一性和标准化，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员工

的实际需求。福利制度是组织中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策

略，中国的事业单位福利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

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围绕中国当前的事业单位员工福

利制度进行深入洞察和回应，大规模对一直以来的制度进行

全面探讨，以期提出创新和优化的路径和方法。在提供理论

支持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实践上对事业单位在人力资

源管理中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提供策略性的建议，从而推动

中国事业单位的持续健康发展。

2 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现状分析

2.1 中国现行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概述
中国的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是指国家和地方政府为

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和工勤人员提供的各类福利待遇和社会

保障 [1]。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体系，

涉及薪资福利、社会保险、医疗保障、节假日福利、职业发

展和职业培训等方面。

在中国，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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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薪资福利稳定：事业单位员工薪资福利相对稳定，

且随着工作年限和职务的提升而逐步增加。

②社会保险体系完善：中国的事业单位员工享有国家

提供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

伤保险。

③医疗保障健全：事业单位员工享有公费医疗和补充

医疗保险，可以享受一定的医疗费用报销。

④节假日福利丰富：事业单位员工享有带薪休假、节

假日福利和加班费等福利待遇。

⑤职业发展机会多样：事业单位提供了多样化的职业

发展机会，包括晋升通道、轮岗培训等。

2.2 员工福利需求和满意度现状
事业单位员工在福利需求方面主要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

①薪资福利：员工期望薪资福利能够与其工作表现和

工作贡献相匹配，希望能够有一定的薪资增长空间。②社会

保险：员工对社会保险的稳定性和保障水平有较高的要求，

希望能够享受到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险制度。③医疗保障：员

工对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和保险待遇有较高的期望，希望能

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④节假日福利：员工希望能够

有充足的休假时间和放假安排，并且能够享受到一定的节假

日福利待遇。⑤职业发展机会：员工希望能够有更广阔的职

业发展空间，通过培训和晋升机会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和

职位。

在员工满意度方面，现有研究表明：

①薪资福利方面，部分员工对薪资水平不满意，认为

薪资增长空间有限，不足以满足生活需求。②社会保险方面，

员工对社会保险待遇和稳定性持较高认同度，但也有一部分

人认为保障水平有待提高。③医疗保障方面，员工对医保政

策覆盖范围和医疗服务质量有一定的满意度，但仍有一些改

进空间。④节假日福利方面，员工普遍对带薪休假和节假日

福利表示满意，但也有一些员工认为福利待遇不够丰富 [2]。

⑤职业发展机会方面，员工对培训和晋升机会比较满意，但

也有一些员工对职业发展的路径和机会有所期待。

3 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改进策略提出

3.1 福利制度改进指向和目标设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员工对

于福利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当前中国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行改进。改进的指向是在坚持公

平、合理和可持续的基础上，满足员工对福利的需求，提高

员工的满意度和归属感。具体目标设定如下：

①确保员工基本福利的全面覆盖和公平分配。员工的基

本福利包括基本工资、职工医保、养老保险等。改进的目标是

让每一个员工都能享受到基本福利，确保公平性和可及性 [3]。

②提高员工福利的多样化和选择性。员工的需求并不

完全一致，所以福利制度应该更加灵活和多样化，提供多种

选择，让员工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进行合理的选择。这样能

更好地满足员工的个性化需求。

③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除了物质福利，事业

单位员工也非常看重工作环境和氛围 [4]。改进福利制度还应

注重改善和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和学习平台。

3.2 创新福利格局及提高福利标准方案设计
为了实现福利制度改进的目标，需要进行福利格局的

创新和福利标准的提高。具体方案设计如下：

①创新福利格局，注重非经济型福利的增加。过去的福

利制度主要关注员工的物质福利，而忽略了精神层面的满足。

应该在现有福利基础上增加一些非经济型福利，如员工培训、

健康管理、文化活动等，以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②提高福利标准，适应社会发展和物价水平。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物价水平也在不断上涨，员工对于福利水平

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需要适时调整福利标准，确保员工的福

利能够跟得上社会的发展步伐。

③建立灵活的福利选择机制，让员工能够按照自己的

需求和意愿进行合理的选择 [5]。这样能够更好地满足员工的

个性化需求，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④注重福利的效益评估和调整。对于福利制度改进的

方案，不仅要注重实施的效果，还要关注其效益和可持续性。

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并进行相

应的调整和改进，确保福利制度的长期稳定和有效运行。

3.3 提升福利公平性和合理性的策略探究
福利制度的改进不能只关注员工的满意度和需求，还

要注重公平性和合理性。为此，需要探究一些策略，以提升

福利公平性和合理性。

①建立公平分配的福利制度。福利分配应该遵循公平、

公正的原则，根据员工的贡献和表现来确定福利水平，避免

“一刀切”的现象。应该建立公开透明的分配机制，让员工

对福利分配有更清晰的认知。②加强福利管理和监督。福利

制度的实施需要有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机制，避免福利的滥用

和侵害员工的权益。应该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流程，确保福利

的合理分配和使用。③关注特殊群体的福利需求。不同岗位

和群体的员工在福利需求上存在差异，对于一些特殊群体，

如青年员工、女性员工、残障员工等，应该制定针对性的福

利政策和措施，满足其特殊需求，确保福利制度的公平性。

④加强福利制度的法制化建设。在福利制度改进的过程中，

应该把福利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范畴，明确权责和福利分配的

法律依据，提供保障和合理的制度安排。

4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的构建

4.1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作为评估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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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参考指标，对于提升员工福利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增

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的建立符合员工权益保障的基本

要求。员工作为事业单位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福利待遇的

满意度具有很高的关注度。制定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有助

于对员工福利制度的效果和可行性进行评估，从而保障员工

的合法权益和公平待遇。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可以客观评估福利制度的优劣。

通过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可以对事业单位的福利制度进行

客观、全面的评估，从而了解员工对福利制度的满意度，发

现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问题提出改善措施。只有

通过客观的评价体系，才能不断完善福利制度，提高员工福

利满意度。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可以推动福利制度的持续改进。

福利制度的改进需要有针对性的改革思路和科学的评价指

标，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测评方法。通过

对员工的满意度进行定量分析，可以明确福利制度改进的方

向和重点，指导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推动事业单位

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可以提升员工参与度和认同感。

事业单位员工是福利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和使用者，他们的意

见和建议对于福利制度的改善具有重要价值。建立福利满意

度评价制度，可以通过员工的参与和反馈，使员工在制度改

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增强员工对福利制度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提高其对组织的忠诚度和凝聚力。

4.2 福利满意度量化指标体系设计
福利满意度是评价员工对事业单位福利制度满意程度

的重要指标。为了科学地评价福利满意度，需要建立合理的

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福利内容方面，应包括基本福利、附加福利和个性化

福利三个维度。基本福利指员工享有的基本权益，包括工资、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附加福利指一些额外的福利待遇，

如年终奖、职工宿舍等；个性化福利指基于员工个体需求而

设计的福利，如弹性工作制度、培训机会等。针对每个维度，

可以设置具体的指标，如基本福利可以考察工资水平和社会

保险覆盖率等指标。

福利质量方面，可以从福利满足度和福利公平性两个

维度进行评估。福利满足度指员工对福利内容的满意程度，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或面谈等方式进行量化。福利公平性指福

利待遇在分配上是否公正合理，可以采用福利差距比例、薪

酬福利满意度差异等指标进行评估。

福利发展方面，应考虑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和与外

部环境的适应性。可持续发展指福利制度是否能够长期满足

员工需求，并能够适应组织和社会的变化。可采用福利投入

比例、福利更新率等指标进行评估。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指

福利制度是否能够及时调整以适应社会、市场等变化。可以

采用福利改革速度和福利制度适应度等指标进行评估。

4.3 健全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的途径与建议
要健全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首要任务是确保制度透

明和公平，有效沟通和参与员工对福利制度的看法。应定期

进行满意度调查，分析和解决问题。高层管理者应有意识地

参与福利决策过程，确保其真实反映员工的需求。为此，形

成切实可行的满意度改进措施至关重要，包括加大力度提高

基本福利满意度、调整福利的结构以提高附加福利满意度、

适度增加员工的个性化福利以提高福利满意度等。

5 结语

论文通过对中国现行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的深入研

究和探讨，揭示了其在满足员工福利需求，提高员工满意度

和留任意愿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

度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改进策略，包括创新福利格局，提

高福利标准，加强福利制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以及建立健全

福利满意度评价制度等。尽管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策略，但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何落实这些改进策略，使其真正发挥

效益，仍需要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努力。总的来

说，研究事业单位员工福利制度的现状及其改进，不仅可以

推动事业单位福利制度的进步，也有利于推动中国公共服务

的公平和高效。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为中国事业单位的福利

制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对于推动事业单位福利

改革和优化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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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sustained growth of economy,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all kinds of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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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and work enthusiasm of employees by changing the salary structure, so as to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of public institutions, it provides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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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员工薪酬管理的现状与改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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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类事业单位在中国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扩大。然而，尽管事业单位在中国的
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薪酬管理工作却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单一的薪酬结构、激励机制
的缺失以及薪酬管理制度的不透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满意度，进而影响到了事业单位的整
体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本研究针对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提出
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和改进建议，希望能通过改变薪酬结构，提高员工的薪酬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以实现事业单位工作效
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为中国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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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鉴于事业单位员工薪酬管理存在的诸多问题，本研究

通过调查和分析事业单位的薪酬管理现状，发现其主要问题

包括单一的薪酬结构、缺乏激励机制以及薪酬管理制度的不

透明等。引发员工工作积极性低下、不公平感的产生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论文提出了合理设置岗位工资水平、完善薪

酬激励机制以及增强薪酬管理制度的透明度等改进策略。通

过改变薪酬结构，提高员工的薪酬满意度，增强员工的工作

积极性，以求达到整体效益的提升。

2 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的现状

2.1 事业单位薪酬结构现状

事业单位作为公共部门的一部分，其薪酬结构与其他

行业有所区别 [1]。事业单位薪酬结构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事业单位薪酬结构相对较为单一。一般而言，事业单

位员工的薪酬由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等组成，其中基本工

资占据较大比例。这种单一的薪酬结构让员工难以获得额外

的收入，限制了其收入增长的空间。

事业单位薪酬结构缺乏激励机制。在事业单位中，员

工的薪酬主要与其从事岗位的级别、工作年限等因素相关，

而缺少与员工绩效直接挂钩的激励机制。这导致员工缺乏动

力去追求卓越，影响了单位整体的工作效率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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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薪酬结构的差距较小。在事业单位中，不同

岗位之间的薪酬差距较小，这也导致了员工间的收入差异较

小。虽然这种薪酬结构体现了相对公平和平等的原则，但也

容易导致一些高绩效员工因为收入差异较小而失去动力。

事业单位薪酬结构存在较为固化的现象。由于事业单

位的薪酬结构多受行政性规定的约束，很难灵活调整 [2]。

2.2 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制度现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在逐渐改革，比

如引进了薪酬改革试点，利用经济手段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但是，事业单位的薪酬管理制度也面临一些问题。在薪酬制

度设计方面，大部分事业单位的薪酬管理制度仍过于简单，

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这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在制

度执行方面，部分事业单位的薪酬制度执行不力，甚至出现

了违规问题。

3 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事业单位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

之一，其薪酬管理制度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效

率。在解析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的现状后，笔者发现了其存在

的一些明显问题。

单一的薪酬结构与缺乏激励机制是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事业单位工资结构普遍规定为基础工资加上奖金和福利，这

种单一的薪酬结构无法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

效率。因为这种工资分配方式并未与员工的工作表现和工作

成果直接相关联，对员工的激励效果有限。事业单位的薪酬

结构比较稳定，增长慢，这也往往导致员工没有清晰的职业

发展期望和动力。

薪酬管理制度的不透明性也是一个显著的问题。通常，

事业单位的工资发放方式、工资增长方式或奖金分配方式并

没有给员工进行公开和明确的告知，导致员工对自己的收入

情况和收入预期存在不明确、不清晰的认知。这种不透明性

不仅影响了员工的满意度，也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

作动机。

员工薪酬满意度低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由于事业单位

薪酬制度的各种问题，员工对自己的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速

度往往存在不满意的状态。这种不满意的情况，可能会影响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可能带来员工的流失，对事业单位

的正常运转带来不小影响 [3]。

4 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的改进途径

4.1 设定合理的岗位工资水平
设定合理的岗位工资水平需要考虑到市场情况和行业

特点。事业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其薪酬管理应与

其他行业相适应。需要深入研究行业内各个岗位的工资水

平，包括公务员、教师、医生等。通过对市场薪酬水平的调

研和比较，可以确定一个相对公平和合理的薪酬标准。也应

该根据事业单位的特点，如工作性质、工作要求等，对不同

岗位进行差别化的设定，使薪酬更加符合员工的实际贡献和

价值。

设定合理的岗位工资水平需要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人能

力和工作表现。事业单位的员工普遍经过专业培训和职业道

德的磨炼，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在设定工资水

平时，应该充分考虑员工的能力水平和个人表现，并给予相

应的工资激励。例如，对于表现出色且具有独特专业知识的

员工，可以给予一定的加薪或奖金，以鼓励他们的进一步发

展和提升。

设定合理的岗位工资水平还需要强调公正性和透明度。

事业单位作为公共组织，在薪酬管理中应该注重公正性和透

明度，确保员工的权益得到保障 [4]。在设定工资水平时，应

该建立科学、公正和透明的评估机制，避免任性或人为因素

对员工工资的影响。应该向员工公开薪酬政策和标准，让员

工明确知道自己的工资来源和发展空间。

为了进一步提高设定合理的岗位工资水平的效果，可

以采取以下改进途径：

①加强薪酬调研和比较，了解市场工资水平并及时调

整。定期进行行业调研和市场比较，掌握各个岗位的工资水

平，避免薪酬过低或过高。

②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将员工的个人能力和工

作表现纳入考量 [5]。通过绩效评估，确保薪酬与业绩挂钩，

公平激励优秀员工。

③加强薪酬政策的公开和透明度，让员工了解薪酬管

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公开薪酬政策和标准，提高员工对薪

酬制度的理解和信任。

设定合理的岗位工资水平是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中的重

要环节。通过考虑市场情况、个人能力和工作表现，设立公

正的评估机制以及加强薪酬政策的透明度，可以有效提高员

工的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推动事业单位的发展。

4.2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在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中，完善薪酬激励机制是解决问

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的薪酬激励机制存在以下问题：激

励力度不足、激励方式单一、激励效果不明显等。为了提高

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改进事业单位薪酬激励机制势在

必行。

应该建立差异化的薪酬激励体系，根据岗位的技能要

求和贡献度，对不同岗位员工设定不同的薪酬水平，以体现

不同职务之间的差异化价值。通过正当而合理的薪酬差距，

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提升工作效率。还可以引入绩效考核

制度，将员工的工作表现与薪酬挂钩，激发其追求卓越的积

极性。

激励方式应该多样化，不仅要关注经济激励，还要注

重非经济激励。除了提供薪酬奖励外，还可以设立职业发

展通道、技能培训机会等非经济激励措施，让员工感受到

实质性的成长和提升。开展个人表彰和团队合作激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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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激发其团队合作精神和创

造力。

应该建立公正透明的薪酬激励机制，确保激励的公正

性和透明度。在制定薪酬激励方案时，应该广泛征求员工的

意见和建议，并进行公开公平的评价和分配。加强薪酬管理

的监督机制，确保激励的执行和效果的评估。通过建立公正

透明的激励机制，既可以增强员工对薪酬激励的信任，也可

以提高激励的效果。

为了完善薪酬激励机制，还应该注重个性化的激励方

法。员工具有不同的需求和动机，应该根据员工的个人特点

和职业发展需求，设计个性化的激励方案。例如，对于追求

工作成就的员工，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挑战和晋升机会；对

于注重工作平衡的员工，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

遇。通过个性化的激励方式，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提高

激励的精准性和针对性。

4.3 增强薪酬管理制度的透明度
在改进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的途径中，增强薪酬管理制

度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目前，许多事业单位的薪酬

管理制度不够透明，导致员工对薪酬分配的不满，信任缺失，

影响了组织的稳定运行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为了增强薪酬管理制度的透明度，可以采取以下几个

措施：

①建立公开公正的薪酬决策机制，明确制定薪酬管理

的程序和标准，并向员工进行公示和解释。

②加强对员工薪酬的信息公开，及时向员工通报有关

薪酬调整和变动的信息，保证员工获得准确的薪酬信息。

③建立员工参与机制，充分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

提高员工对薪酬管理制度的满意度和归属感。

5 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的解决策略和改进途径

①针对薪酬结构单一、缺乏激励的问题，主张通过设

定合理的岗位工资水平，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具体来说，

可以依据行业标准、公司规模和职责等多方面因素调整其工

资标准，注重职责和职位的差异化，体现岗位价值。对于特

定的岗位或者是项目，可以实行项目奖金、岗位津贴等激励

形式，以进一步刺激员工积极性。

②针对薪酬管理制度不透明的问题，提倡通过完善薪

酬激励机制，提高制度的透明度。具体做法可以是，将薪酬

制度切实有效地公示，让每一个员工都清楚自己的薪酬组

成和计算方式，以增强其对制度的接受度。对于一些特殊岗

位，还可以考虑实行薪酬议价，尽量让薪酬与其岗位价值相

对应。

③针对员工薪酬满意度低的问题，尝试通过增强薪酬

管理制度的透明度，来提高员工对薪酬管理制度的满意度。

在此基础上，也要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及时了解员工对薪

酬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以作为改善薪酬制度的依据。再者，

要建立健全的申诉机制，使员工在对薪酬制度有意见时，能

够通过正当途径进行沟通和解决。

在提出这些改进措施的也要意识到薪酬管理并非一成

不变，随着市场环境、行业竞争和公司规模的变化，薪酬管

理制度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事业单位在调整薪酬制度时，

应将员工需求、公司发展、行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

实现制度与实际的良好匹配。

6 结语

本研究对中国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分析，凸显出的主要问题。例如，薪酬结构单一，缺乏有

效激励机制，薪酬管理制度的不透明都是引发员工积极性低

下、感觉不公等问题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合

理设置岗位工资，完善薪酬激励机制，增强薪酬制度透明度

的改进策略，期望能够解决现有问题，提高员工薪酬满意度，

增强工作积极性，提升整体效益。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尽

管这些策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

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如何合理确定岗位工资水平，如何

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如何提升制度的透明度等，都需要

结合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设计。因此，未

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一是对事业单位薪

酬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找出更加合理的薪酬结构；二是研究

和设计更具创新性的激励机制，以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三是研究如何加强薪酬管理制度的透明度，以减少员工的不

公感。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升事业单位的管理效率，提高员

工的工作满意度，从而实现事业单位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淑英,孙丽雅.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的改革与实践[J].中国管理信

息化,2018(2):110-113.

[2] 李梦瑶.我国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以辽宁省

为例[D].大连:大连交通大学,2019.

[3] 姜岩,庄丽君.基于事业单位的薪酬权益的研究[J].现代管理科

学,2020(5):78-81.

[4] 马良.我国事业单位薪酬管理制度的问题及对策[J].财经问题研

究,2020,39(1):72-77.

[5] 田素莹,李洪喜.事业单位薪酬管理研究: 回顾, 反思与展望[J].中

国软科学,2019(1):123-132.



10

DOI: https://doi.org/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2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10.12345/daglyqyfzyj.v2i3.16879

Reflection 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adr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Taking 
a Secondary Company of CCCC as an Example
Jingjing Ma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Rail Transit Branch,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powerful mea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dre talent tea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adre training has a huge impact on whether the cadre can truly grow and become a talent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mpany’s cadre education 
training work, to think about the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enterprise cadre education training system construction,to strength the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cadre training，and continuously to increase the application of cadre inspection, identification,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in cadre training, and  combine cadre training with cadre use to the greatest extent.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adre education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long-term incentive mechanism, improve the cadres ability to perform their 
duties,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adre inspection; recognition

关于国有企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思考——以
中交某二级公司为例
马晶晶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分司，中国·北京 100000

摘 要

干部培训作为推动国有企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手段，对能否真正实现干部成长成才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巨
大的影响。论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国有企业二级公司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思考优化企业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体系建设，强化干部培训全过程管理，强化干部培训考核和效果评估，不断加大干部考察、识别在干部培训工
作中的运用，最大限度地将干部培训和干部培养、使用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干部教育培训运行管理制度和长效激励
机制，全面提升干部队伍履职能力，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国有企业；干部教育培训；干部考察；识别 

【作者简介】马晶晶（1993-），女，中国河北人，硕士，

政工师、经济师，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1 引言

干部教育培训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干

部素质提升和能力培养离不开干部培训和高效运行的干部

培训管理机制。加快改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完善干部教育

培训体系，持之以恒地提升企业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

力，是国企特别是国企下属二级公司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通过分析某国有企业二级公司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现

状和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公司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的改进措施，通过完善建立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和长效管理机

制，实现干部培训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2 公司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现状分析

目前，公司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主要以上级集团公司

组织内部培训为主，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针

对性与实效性不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干部教育培训管理体系不健全

公司的干部培训工作主要由组织人事部门统筹，各部

门具体负责本业务的培训。实际工作中，由于管理体系不健

全，导致培训工作实施不到位，具体表现在：

一是培训需求调研不充分。没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需

求调研，对干部培训的真实需求不能有效把握，年度培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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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项目一成不变，未能及时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而有效及时调

整和增加，导致培训的内容不全面。

二是培训主动性不够。无论从培训学员还是培训组织

方来说，培训缺乏主动性，培训组织落实不及时，学员更多

被动接受培训，主动培训意识和培训意识不够，导致培训的

效果不够明显。

三是干部培训资源缺乏。其一是内部建立完善的培训

师资库，公司各专业领域的培训师资力量薄弱。一方面企业

内训师作为企业的内部师资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另一

方面公司自主培养的具有较强实践经验和善于钻研培训教

育的人员较少，更多的是邀请外部专家进行授课培训。其二

是没有搭建在线培训学习平台，缺乏有针对性地培训课程开

发和建设，在共享培训资源和实现干部线上培训等方面没有

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是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公司虽然对干部培训提

出了要求，但是缺乏约束性和激励性。公司的干部培训教育

没有强制要求，干部培训与否与干部使用没有紧密结合，干

部培训学习得好与坏对干部晋升发展影响不大，导致干部参

加培训的内生动力不足，培训学习压力也不足，培训学习积

极性未能充分调动起来。此外，对于主动学习参加培训，培

训期间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缺乏相应的激励，缺乏在培训教

育中发现和识别干部。

2.2 培训的需求和培训的供给不能有效匹配，干部

培训效果难以发挥
没有针对干部这一属性，有针对性的进行各层次、各

类别的分类培训，培训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对于干部培训

的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不能有效掌握和精准施策，培训内容

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够强，培训的供给与干部的实际需求难以

有效结合。与此同时，二级公司受限于培训资源等条件，导

致各方面投入不够，培训缺乏创新和与时俱进，干部教育培

训效果不明显。

一是干部培训目标与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不匹配。干部

培训工作更主要的从业务需要出发，缺乏对公司发展战略的

有效落实，培训工作的前瞻性、计划性和实效性不够，难以

匹配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干部

培训目标和企业发展目标没有统一起来，培训内容上的供给

与需求难以有效结合。

二是干部培训目标与公司培训资源的选择不匹配。目

前，公司干部培训工作目标是提升干部队伍素质能力，打造

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

力的干部队伍。但是在培训教育资源和培训师资建设方面不

足，缺乏对课程库、师资库和培训管理人员库的建立，干部

培训目标缺乏有效落实的资源保障。

三是干部培训的方式和培训的实效性不匹配。公司培

训的方式、方法单一，培训的效果不够明显。培训更多以授

课的形式开展，培训时间、空间受限。干部培训过程主要以

被动传输的方式接受，干部培训思维不够发散，缺乏思考，

培训后没有明显效果。要实现干部培训后的效果明显的目

标，就要有针对性的考虑培训对象的需要、培训内容适合的

方式、培训后效果的检验等方面，合理选择培训方式和培训

方法，将干部培训的方式、方法和干部培训的实效性有效结

合起来 [1]。

3 公司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原因分析

干部队伍是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和公司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少数，干部培训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但是，在公司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干部教育培训工

作未能有效发挥出明显作用，从公司目前管理方面分析，主

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3.1 干部培训工作的管理体系制度建设薄弱
干部培训工作没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缺乏对干部

教育培训的约束，干部参加培训的主动性不够。对在企业发

展中发挥重要关键作用的干部队伍，缺乏有效的教育培训

管理制度，干部培训的刚性任务没有明确。缺乏制度约束，

难以通过干部教育培训实现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升，也难以发

挥干部培训在干部选拔和干部管理方面的作用。只有将干部

培训制度化，才能有效发挥干部教育培训在企业组织塑造的

功能。

3.2 公司整体对干部培训工作的投入不够
人员投入不够。企业扁平化和人员编制的管控，往往

存在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管理人员身兼数职，企业中缺

乏专职教育培训从业人员，干部培训开展受困，干部培训工

作缺乏思考、缺乏统筹、更难以有效落地。这样从侧面反映

出企业干部培训工作人员力量薄弱。师资储备不够。教育培

训师资不足，没有高素质专业化培训教育管理队伍，公司内

部讲师库没有建立，缺乏对工作培训资源的统筹。域外师资

联系不够密切，没有针对本企业所处行业领域有针对性开发

和建立高端讲师资源库。缺乏经费投入，仍延续传统培训面

授模式，网络培训和在线学习在企业培训中占比较低。培训

缺乏创新性，缺乏与时俱进。在“互联网 +”时代，干部培

训未能有效利用运用网络平台，培训不能实现”数字化”，

导致培训的覆盖面、经济性、新颖性不够。

3.3 干部培训缺乏规范的考评、选育管用机制
干部培训工作中，企业往往忽视对干部培训的过程管

理，没有将了解、发现、识别干部运用在培训的过程中，对

干部培训的工作仅仅停留在传输知识方面，缺乏对干部培训

全过程管理、考评，缺乏对培训效果的检验、评估。对干部

教育培训过程也没有建立考核办法，对干部学习课时考勤、

学习态度、考察测试等方面内容缺乏记录和评比，干部培训

考核结果未能纳入干部考察识别，干部培训缺乏规范的考

评、选育管用机制。缺乏干部督学力度，没有在干部培训中

融入日常考察、谈心谈话等环节，在干部培训中不能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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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干部，干部培训工作缺乏规范性 [2]。

4 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改进措施

4.1 强化干部培训工作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
管理理念、制度体系和管理方式是实现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的重要法宝，持续完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各项重要因

素，引导干部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化被动为主动学习，推动

企业学习型组织建设，加快构建快理念创新，内容完备、组

织健全、运行高效的干部培训管理体系。

①持续完善培训管理。坚持干部教育培训与企业业务

发展深度融合的培训理念，切实发挥各部门、各单位在干部

教育培训中责任主体，明确责任体系，干部培训工作必须公

司“一把手”亲自部署、推动和支持，成立干部培训领导小组，

引导干部培训方向、设计宏观培训架构；培训主管部门切实

扛起建设制度机制重责；业务部门根据业务需求规划与实施

培训。各部门、各单位协同共进，促进企业干部能力素质提

升和组织能力成长。

②持续完善制度机制。从参训学员的角度出发，要切

实将干部培训的内生动力充分激发出来，将干部培训与任职

要求紧密联系起来，建立干部岗位培训制度，真正结合公

司和岗位业务的需要开展培训，强化训战结合、以考促学，

完善干部的教育培训、考核、使用等方面的激励约束机制，

促进培训与培养使用衔接，切实将干部培训中“被动培训”

局面扭转过来。就培训组织者的角度出发，要切实发挥培训

师资和培训承办方的作用，加快建立企业培训党校或干部学

院，创新培训的供给模式。壮大培训教学力量，促进培训服

务、课程、案例、题库等优质培训资源在企业内部有效统筹

并实现共建共享。进一步规范干部培训管理，通过进行有效

的培训需求分析，合理的培训方案设计、周全的组织实施和

及时的培训考核评估四个阶段闭环管理，推动建立规范、高

效的培训运行管理机制。

③持续完善资源保障。对干部培训的师资力量、教学

方式、培训阵地等方面重点研究，进一步加强核心师资人才，

建立培训课程案例，逐步建立企业党校或干部学院，潜心研

究干部培养机制，有计划制定培训课程、培训教材，充实培

训师资力量。通过评选内部讲师，鼓励领导干部上讲台等多

种渠道，逐步建立公司内部讲师库。加大课程开发，组织公

司内部技术专家开发专业课程。加大横向部门的参与度，让

各业务负责人统筹做好本专业的课程开发，把公司内部的资

源充分调动和利用起来。改进培训方式。充分利用新时代网

络技术和信息化，拓宽培训渠道和培训覆盖面。

4.2 增强公司目标与干部培训的供需匹配度
坚持干部教育培训战略定位，聚焦企业战略目标和中

心工作，制订培训计划，设置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分

类别、分层次、分岗位开展精准培训，不断推动干部教育培

训工作体现时代性、增强系统性、提高实效性。建立源头培

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做好干部培训的

全程管理，做好有针对性结合各层级的培训需求设计培训项

目，在训中做好培训记录，对参训学员、培训师资进行考核

评估，对训后效果进行及时检验考核，做到逢训必考。

①体现教育培训时代性。要密切联系企业发展中的重

点工作，将干部教育培训和企业发展和中心任务联系起来。

强化战略需要的培训导向，紧扣打造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分层分类开展立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业务能力培训。

②增强教育培训系统性。干部培训不是一朝一夕，不

是一蹴而就的，干部培训的内容是进阶式的系统性培训。培

训内容要覆盖思想理论、党性教育、专业能力、岗位职责等

方面，通过记录干部培训情况，把干部培训后的效果进行评

价，科学绘制干部的培训成长曲线和学习地图，推动形成干

部终生培训学习机制，促进干部与企业共同成长。

③提高教育培训实效性。增强干部培训实效，从根本

上要不断对培训内容进行完善优化、对干部的培训方式进行

改进和创新、对干部的培训机制进行有效完善。从培训内容

上要将培训需求和培训内容有效结合起来，准确无误地把握

干部培训需求、科学合理设计培训内容、精准有效确定培训

对象、精心挑选的培训师资，增强培训实效性。重视干部

培训实战性，结合案例教学、情景教学和实战化训练的模

式，把传统的课程授课与分组研讨、专题案例分析、现场

观摩、模拟实践、岗位轮换等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实现学以 

致用 [3]。

5 结语

新时期国有企业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新征程上应持

续完善递进式、系统化的高质量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不断增

强培训的时代性、系统性、实效性，才能真正建立和打造一

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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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business scope of enterprises has penetrated into various fields. In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if enterprises want to occupy a place with their own strength, they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daily management wor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are important aspects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Through detailed and in-depth communication, enterprise managers can gai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issues of the enterprise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actual need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y can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trategic plans, bring more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enterprise, and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mong enterprise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ir 
long-ter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necessity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Secondly,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Finally, research solutions to communication issues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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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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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企业经营范围渗透到各领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若想要凭借自身实力
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重视日常管理工作。人际沟通和交流，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细致深入的沟通，可以使企业
管理人员从比较全面的角度上了解企业发展问题，结合企业发展实际需求及时代发展特征，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方案，为
企业带来更多经济效益，促进企业发展。然而，目前仍有企业在管理沟通方面存在问题，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基于此，
文章首先总结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的必要性。其次，分析企业管理沟通存在的问题。最后，研究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问题
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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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需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沟通，掌

握企业发展现状及问题，及时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方案。沟

通，是人们交易的重要流程，也是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就

目前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传统的管理沟通方式已经无法满

足新时代企业发展需求。部分企业在管理沟通过程中，相较

于内部科学管理，更关注经济利益，导致企业内部沟通不足，

影响企业管理效率与效果。此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围绕时代

发展环境，从自身发展实际情况出发，转变管理沟通方式并

重视沟通内容。强化企业管理沟通工作，可以加快信息在企

业内部的传递效率，从而避免企业出现经济损失。从此种角

度来看，本研究有现实性价值和意义。

2 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的必要性

2.1 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基础

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是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基础。在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由众多普通员工组成的。若想要将

企业宏观目标转化为行动，就需要与员工展开沟通交流，增

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各部门具体工作，共同组

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1]。企业在发展期间，需要重视各部

门的团结与协作，通过科学有效的管理沟通，及时明确企业

战略发展目标的制定及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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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融入市场的需要
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是企业融入市场的需要。随着

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融合度不断提

高。而相较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变化在瞬息之间 [2]。企

业若想要稳定自身在市场的地位，切实融入市场中，就需要

持续与外部保持沟通。通过科学合理的沟通，及时了解市场

信息，紧密联系企业内部发展与外部市场环境，抓住市场变

化带来的新机遇。企业内部沟通时，要帮会员工掌握市场方

向，及时调整企业发展策略，规避市场风险。

2.3 企业达成目标的推动力
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是企业达成目标的推动力。良

好和谐的工作氛围，是企业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都比较渴望

的。和谐稳定的氛围，是企业目标实现的基础 [3]。通过管理

沟通，管理人员可将自己发展企业的意图告知员工，且能够

随时了解员工的想法，结合员工想法及时调整企业的发展方

案，并对员工予以相应的奖励支持，增强员工的工作动力，

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促进企业完成所制定的发展

目标。

3 企业管理沟通存在的问题分析

3.1 主动沟通意识相对淡薄
目前，企业管理沟通中尚存在主动沟通意识相对淡薄

的问题。在传统理念和思维的影响下，仍有不少企业发展中

存在等级观念。此种等级观念的存在，导致企业管理人员在

日常管理工作中，自认为高他人一等，对比他级别低的群体

有绝对领导权利。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并没有认识到管理沟通

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学习与管理沟通相关的知识，同时也没

有定期向各部门开展管理沟通的宣传教育，导致企业各部门

负责人对管理沟通的认知度不高。而且，不少管理人员的平

等沟通意识不强，在与他人沟通交流时，多以命令为主，没

有考虑员工的感受，也没有注意员工的情绪。普通员工对企

业管理人员不仅存在敬畏，也存在恐惧。因而在沟通时，通

常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或意见。主动沟通意识薄弱，会影响

内部沟通的通畅性，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3.2 缺乏健全的制度约束
通过对企业管理沟通现状的分析，发现管理沟通缺乏

制度约束，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基于传统管理思想，不少企

业在发展期间并没有结合管理沟通情况，构建完善的管理沟

通制度。而且，也未能健全管理沟通体系。此种现象，导致

企业管理沟通行为不规范，致使企业沟通难度大，普遍存在

沟通障碍，影响管理沟通的效率与效果。部分信息传递时，

有较大随意性。在某种目的的影响下，沟通者会随意增减传

递的信息，并将主观臆断加入信息中，致使沟通内容完全失

去原本意思。若管理沟通时所使用的言语不恰当，容易激化

企业管理者与员工的矛盾，从而影响企业团体协作。沟通反

馈机制不健全，对沟通内容机械传达，未重视沟通反馈，将

会降低员工沟通的意愿与积极性，限制企业发展。

3.3 沟通协商渠道管理薄弱
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沟通问题是沟通渠道管理薄

弱。就企业管理体系而言，通常可分成扁平化和垂直化两种。

企业发展期间不管采用哪种管理体系，其组织架构都比较复

杂。此种现象，也导致企业沟通渠道网络具有一定复杂性。

相较于沟通渠道，企业更倾向于搭建组织架构。最终，致使

企业沟通系统不完善，沟通渠道比较单一。其一，企业管理

沟通时，多以纵向沟通为主，由上级将精神传达下来，由下

级认真领悟精神，各自下达和完成指标。其二，企业管理沟

通时的横向沟通较少，也就是说部门与部门各自为营，员工

彼此间联系少，相互之间沟通不畅，缺乏团结协作。其三，

间接沟通多。企业内部信息传递过程中，多采用会议或是文

件的方式，很少有面对面的直接沟通。综合来看，企业管理

沟通中，管理人员与部门、员工间的沟通渠道有限，反馈渠

道不多，不利于企业凝聚力的增强。

3.4 重大战略管理沟通不足
分析企业管理沟通现状，了解当前企业管理沟通中的

重大战略管理沟通不足。通常来说，企业管理人员会针对具

体工作，与员工展开沟通。不过企业发展战略策划与具体实

施时，与员工的沟通则相对较少。对其原因展开分析，主要

是企业管理人员普遍觉得发展战略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普通员工的能力、素质及看待事物的思维有限，并不能够为

企业战略的制定提供较大帮助。而且，战略方案在企业发展

中，属于比较核心的机密内容。若让普通员工参与进来，可

能会有让发展战略方案泄露的风险，导致管理人员普遍存在

不可随意让普通员工知晓的心理。不少企业在战略决策执行

时，相较于战略决策的背景及意义宣教，更看重内容的宣贯，

致使员工并不了解战略决策的相关信息，执行策略时比较被

动，无法切实完成战略目标。

4 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问题的解决对策研究

4.1 强化企业管理沟通意识
在新的发展时期，企业解决管理沟通问题时应结合企

业管理沟通现状，强化企业管理沟通意识。首先，增强企业

管理者的管理沟通意识。从某种角度来讲，意识决定行为。

企业管理人员要深入分析当前企业管理沟通存在的各种问

题，明确管理沟通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自

觉主动学习与管理沟通相关的理论知识，提高管理人员的管

理沟通能力。定期组织各部门召开会议，向各部门负责人宣

传管理沟通的价值，从上至下地将管理沟通贯穿于企业发展

中。其次，企业管理者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企业管理人员

要在掌握平等沟通技巧的前提下，将强权压制理念摒弃掉，

以科学合理的沟通，平等待人，增强员工对其的信任度，从

而实现对管理问题的有效解决。与此同时，管理人员要起领

导作用，带领员工遵守管理沟通制度，以身作则地引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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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最后，增强员工的管理沟通意识。企业应鼓励员工参

与到管理沟通中，以奖励方式引导员工将自己的想法真实地

表达出来，借助电邮、开设意见箱等多种方式，为企业管理

者与员工的沟通创造条件。此外，员工在工作中要持续强化

自己的权利意识，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以合理的沟通方

式提出个人意见，切实发挥自己在企业中的作用。

4.2 完善管理沟通制度体系
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问题解决时，务必要完善管理沟

通制度体系。通常来说，制度体系具有约束性和规范性作用。

管理沟通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对于企业管理沟通效率有直

接的影响。企业依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明确的管理沟

通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沟通体系，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定

期对制度体系进行创新，可切实有效地促进企业管理人员与

员工的互动，实现员工与企业的供应。第一，规范沟通基本

信息。在管理沟通制度中，要以明文方式对沟通目标、内容、

方式、频率及原则等相关信息加以规定，全面地约束企业管

理沟通行为，确保企业管理沟通有据可循。第二，完善沟通

机制。从企业管理沟通的具体情况出发，对沟通责任、组织、

激励与监督等机制进行完善，对企业管理沟通中各部门和层

级的职责及义务加以划分，确保权责统一。在出现管理沟通

问题时，依据职责划分情况，追溯责任到个人，避免管理沟

通发生脱节。

4.3 促进管理沟通渠道多元化
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过程中需要促进管理沟通渠道

的多元化。企业管理人员与员工的沟通能力，关系着管理沟

通的效率和效果。而管理人员与员工的有效沟通，离不开沟

通渠道。沟通效率提高的基础，是从多元化角度创新管理沟

通渠道。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渗透到各行

业中。企业通过对网络技术的利用，可形成信息网络平台，

为企业管理人员与员工提供稳定沟通平台。具体来说，企业

管理人员可充分加强对 OA 办公平台的利用，构建沟通交流

模块。向员工发起沟通会话，与员工针对企业未来发展情况

展开沟通互动，及时反馈沟通互动结果，并评估沟通互动情

况，形成完善的管理沟通体系。同时，企业管理人员也要加

强对腾讯会议的利用，通过组织企业员工参与腾讯会议，随

时随地与员工展开线上沟通，打破以往开会的时间与空间局

限，提高企业管理沟通的效率。借助微信群或电子邮件，定

期与员工展开正式或非正式沟通，为员工创设轻松的沟通氛

围，提高沟通的效率。另外，企业管理人员要结合管理沟通

实际，构建与企业发展相符合的管理沟通模式，将传统沟通

机制与现代沟通技术相结合，促进沟通渠道的多元化。

4.4 进一步强化企业战略沟通
新发展时期，企业管理沟通期间应进一步强化企业战

略沟通。企业强化战略沟通，是以沟通方式帮助员工明确企

业的发展战略及方针，引导员工形成企业战略共识，在企业

战略目标实现中发挥作用。企业制定战略时，要基于管理沟

通制度，以科学的管理沟通机制，吸引企业各层级和各部门

参与进来，使企业人员对战略制定的背景、原因及价值等有

所了解。鼓励各层级人员表达自己的想法，管理人员要认真

听取各方意见，使企业发展战略源于群众、归于群众。通过

此种方式，使战略制定成为宣贯的过程，形成战略共识。企

业执行战略时，要充分凝聚各方力量，调动各方资源，旨在

完成战略目标。以科学管理沟通，使企业经营活动、部门和

个人间行为均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由此，低成本并高效

率地完成战略目标。此外，实行战略目标时，会受到内部和

外部环境的影响。为了避免企业经营活动偏离制定的战略目

标，可持续完善管理沟通方法，及时掌握偏离信息，为企业

战略方案决策制定提供依据。

5 结语

现代企业发展进程中，管理人员的努力与员工的积极

配合，是企业科学运转的基础。而员工配合的前提，是有效

的沟通和交流。从某种角度来讲，重视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

问题，可以构建稳定的信息传达体系，加快信息在企业内部

的传递速度，从而使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提高企业

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论文在明确企业管理沟通

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别从强化企业管理沟通意识、完善管

理沟通制度体系、促进管理沟通渠道多元化及进一步强化企

业战略沟通等方面，研究新时期企业管理沟通问题的解决对

策。期望通过本次研究，为日后提高企业管理沟通水平提供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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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elp rural development, excavate existing resources, especially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create characteristic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can expand the development space of rural areas,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e local income, and realiz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but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rocess, such 
as relatively scattered archives management, lack of perfect management mechanism,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s not in plac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grass-roots departments 
to pay more atten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manage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archives management, integrate the existing resources, and help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research work in this paper, the 
opportuniti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analyzed, and several effectiv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management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研究
孙云红

贵州省毕节市档案馆，中国·贵州 毕节 551700

摘 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助力乡村发展，挖掘现有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资源，打造特色档案管理体系，可以拓展农村的发展
空间，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当地收入，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开展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尤为重要，然而在具
体应用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例如档案管理相对分散，缺乏完善管理机制，信息化建设不到位，并不利于乡村振兴的进一
步推进。因此需要基层部门提高重视，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建设，发挥档案管理的优势，整合现有资源，助力于乡
村振兴。基于此开展论文的研究工作，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机遇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有效的
解决措施，加强档案管理。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

【作者简介】孙云红（1979-），男，中国贵州毕节人，馆

员（中级），从事档案文化、档案基础理论及管理、档案

信息化、档案鉴定与保护等研究。

1 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

地区都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展

乡村振兴工作，需要认识到乡村所包含的文化遗产资源，通

过充分挖掘合理利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份助力。这就需要

加强档案管理工作，提高群众和基层部门的重视，开展集中

管理，整合各项资料并开发数字资源，加强信息化建设，形

成专属的文化遗产档案内容，结合乡村的发展情况制定完善

方案，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增长。

2 乡村振兴对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机遇

2022 年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推进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坚持推进文化

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更加注重扎根

于基层，挖掘乡村的各项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加强保护

力度和文化传承工作，打造特色资源，也能带动经济增长，

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基于此，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制度，

引导乡村振兴开展特色资源保护工作，开发传统村落，整理

文化遗产，打造文旅融合模式，是当前的主要工作形式，也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1]。在此背景下开展文化遗产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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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建设，对于发展乡村经济推动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借助于乡村振兴，整合各项资源

发展文化遗产，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实现经济

增长的有效路径，是传承文化的必然选择。

3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中
的问题

乡村文化遗产档案是呈现中国乡村发展历程的重要形

式，是推进乡村振兴政策的重要依托。但是在乡村文化遗产

档案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管理意识薄弱、管理体制不健全、

信息化建设水平低以及缺乏人才支持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乡

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

3.1 管理意识薄弱
乡村振兴工作中，将文化遗产资源的整理和档案建设

作为重点内容，然而在一些地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对档案

的建设意识相对薄弱，使得文化遗产档案分散零碎，得不到

群众的重视，基层管理工作也难以发挥成效，并不利于文化

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地对文化遗产

的相关宣传不到位，群众认识不足，因此也会影响到档案管

理建设的推进。

3.2 管理体制不健全
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各地区呈现了不同的特色，在

进行档案管理时需要根据相应标准和国家要求完善档案建

设，归纳整理各项资源信息，然而目前来说，在一些地区的

档案管理整体建设并不健全，对归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其

中一些文化遗产的定义不明晰，因此在前期资料收集和调研

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会影响资料的收集和档案管理

系统的建设 [2]。而在该方面缺乏完善的管理体制。一般来说，

由当地主管文化的部门开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档案馆

的建设往往被排除在外。对文化遗产的界定不够清晰，导致

工作出现矛盾 . 相关管理制度并不健全，无法应用于实际工

作中，从而影响到前期调研和后期的保护发展工作。

3.3 信息化建设水平低
档案管理工作朝着电子档案方向发展，通过加强信息

化建设构建电子数据库开发数字资源，可以对资料进行备

份，加强保管，也便于合理利用，提高利用率。然而目前来说，

在很多农村地区经济并不发达，针对档案管理建设方面的投

入资金力度不足。缺乏足够资金的支持，大部分的档案管理

依旧采取传统的模式，虽然也进行了信息化建设，但整体水

平比较低 [3]。日常使用的相关软件功能滞后，信息的安全性

得不到保障，也会影响到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质量。

3.4 缺乏人才的支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开展文化遗产的档案管理工作，不

仅要档案管理人才的支持，同时还需要文化遗产的相关人

才，做好实地调查工作，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信息，

为档案管理提供重要依据。然而目前来说，在该方面工作中，

缺乏足够人才的支持档案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一

些工作人员的水平不足，观念相对于传统滞后。一些文化遗

产的传承人后继无人，很多资料和记忆早已失传，增加了信

息收集整理的难度。

4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
有效对策

基于上述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对问题

的细致分析，要想有效提升乡村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效

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推进乡村振兴的实现，就需要从强

化管理意识、健全管理体制、加强信息化建设以及做好人员

培训等方面入手，针对性地解决目前的困境。

4.1 强化管理意识，集中管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部门需要充分认识关于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的相关任务，强化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并

学习更多经验，结合自身情况，加强档案管理建设。在当地

进行了宣传，提高群众重视，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在当地进

行有效调查工作，集中整理各项文化遗产的资料，丰富档案

资料馆的相关内容，从而完善数据库的建设。地方政府还

需要成立专门的部门，开展组织规划工作，派遣专门人员，

在各乡镇基层开展深入调研工作，能够收集更多有价值的信

息，完善文化遗产档案的建设，改变以往分散管理的局面，

提高对文化遗产的利用率 [4]。例如民间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一种特殊的档案，只有通过鉴定确定价值才能开展更加

系统完善的收集整理。否则相对零碎，难以体现出该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在具体的收集工作中开展系统的梳

理，在当地的剧团档案馆、图书馆、非遗中心等整合各项资

料，了解民间戏剧类的具体内容和资源特色，要注意主题的

多样性和层次性，通过系统梳理对民间戏剧非遗建立一定的

理解认知，便于后续顺利开展资料的收集工作，实现档案的

集中管理，做好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4.2 健全管理体制，提高效率
为了确保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还需要地方政府提高重视，加强管理体制方面的建设，提高

各项工作效率。首先要完善关于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规章制

度，明确收集标准、档案人员的各项岗位要求等内容，弥补

原有档案管理的不足之处，能够形成对工作人员的约束和引

导。其次要加强各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配合文化遗产档案

管理工作。为文化遗产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传承保护等提供一

定助力 [5]。例如在开发整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要明

确相关的鉴定标准。一些文化遗产的鉴定标准并没有明确的

界限，界定不清晰，也会影响到资料的收集和档案的建设。

因此要明确各类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鉴定标准，衡量档案

的价值。注重前期工作的全面建设，仔细鉴定档案内容，划

分档案等级开展分类管理工作，进一步健全文化遗产的档案

资源库。例如，云南包含了各种文化遗产，并将其与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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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促进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更

加注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设，成立专门档案，挖掘整体特

色，开设不同的项目，打造特色景区。游客可以通过多种体

验来感受云南文化遗产的魅力。在这一过程中离不开各部门

的配合和支持，因此针对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工作还需要

健全管理机制，明确各部门的具体职责，通过相互配合，完

善档案管理建设，形成系统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

4.3 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发资源
信息化系统是开展档案管理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

要满足新时期的发展要求，因此档案部门要注重加强各方面

的建设，实现信息化系统的升级创新工作方法，更好地应对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政府资

金的支持，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

打造一体化平台，能够实现各部门的沟通交流上传信息，实

现共享。在该平台的支持下，完善档案数字资源库的开发和

利用，建立专门的网站收集整理关于文化遗产的资料，储存

其中，为相关部门的合理利用提供便利 [6]。数字化保护工程

的建设相对成熟，因此地方政府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应用数字

化保护工程，采集数字化样本，并形成更加精细的数字化资

源，在互联网中得到有效推广，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文化遗

产的内容。将文化遗产逐步打造为城市的名片，不仅可以实

现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还能实现文旅融合，促进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例如壮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十分注

重档案数字化建设，开发数字化资源，打造成为城市特色。

因此充分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开发多样化的数字化产品，建立

了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为传统文化的展示提供良好的平

台实现信息的交互。同时在各大景区建立了非遗 VR 体验馆，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为广大游客带来更加真实的体验，感受

壮族非遗的魅力。在档案管理建设方面，可以将非遗档案互

动体验与现代商业相结合，打造良好平台，实现壮族非遗在

互联网中的快速传播，获得更多受众，打造相应的文化消费

品并积极宣传城市旅游项目，逐步发展为当地的相关产业增

加当地收入。

4.4 做好人员培训，提供保障
文化遗产的档案保护工作，离不开人才的支持，为助

力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也需要更多人才参与其中，因此

在加强档案保护建设方面，也需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做好档

案人员、文化遗产保护人员等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档案人

员的综合素质，能够使他们转变传统观念，认识到文化遗产

的重要性，运用各种先进的手段收集整理，关于文化遗产的

资料内容，开展系统化的档案建设。也需要注重人才引进，

严格准入门槛，选拔优秀人才，为队伍注入新鲜血液。也需

要与当地的文化遗产手艺人及时沟通交流，了解文化遗产的

发展现状，总结其中的发展困境和整体特点，为档案管理提

供重要依据 [7]。加强资料的收集和档案管理建设，明确具体

的发展方案，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份助力。例如，基层职能部

门派遣专门人员深入各乡村开展调研工作，组建高素质的团

队。在人才的支持下，在乡村充分挖掘各类特色，寻找可以

发展的文化遗产内容，加强档案保护工作。可以发展传统村

落项目，结合当地的历史发展资料，民风民俗，非遗种类等

多项内容开展综合分析，形成专门的发展方案，在方案的支

持下，明确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重点，强化品牌发展战略，

打造特色品牌，改善村容村貌，构建文化故事，推动传统村

落与文旅相结合，从而助力档案文化的建设。

5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是中国十分重要的文化资源，各

乡村发展中需要提高对文化遗产的重视，通过加强资料的收

集完善档案建设，可以明确文化遗产的特点和方向，为乡村

振兴发展提供支持。开展系统化的规划工作，建设数字化资

源，能够为游客带来更多惊喜的体验，获得越来越多受众的

支持，助力经济增长也能进步，为档案管理建设提供资金支

持，指明未来方向，加强档案管理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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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work of water conservancy institu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work. Because of its own particularity, it is decided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fidentiality problem in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work, but also to give full play to its public service function. At present,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personnel system has also undergone certain changes. In this 
environment, the demand of water conservancy institutions for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work is also more and more large, in order 
to make the work smoothly and orderl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work standardized, and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norms to imple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efficiency, so that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better play its 
servic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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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如何推进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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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水利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工作中，需要对档案管理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既要
注意保密问题，又要充分发挥其公共服务性的功能。当前，有关事业单位在管理体制方面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事制
度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这种大环境下，水利事业单位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要使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地
进行，就需要使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并根据相应的规范来执行，从而提升管理效率，使档案管理更好地发挥其服
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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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来，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说明

档案管理方式没有进行革新，档案管理者没有正确地理解自

身的职责，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存在的问题。因此，为了推动

水利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规范化，需要研究与

之相适应的管理办法。

2 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性

通过对水利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的重要性的分析，可以

帮助有关人员更好地认识到档案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重

要作用，为提升和改进水利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打下良

好的思想基础。首先，档案管理在事业单位的运作中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高效地整理日常工作数据，建立健全

的痕迹管理机制，有利于贯彻执行各种文件精神和政策部

署。特别是在人事档案的管理方面，通过规范化和标准化的

管理工作，让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挖掘和培养工作有了有据

可查的记录，可以在人事档案中查阅有关的资料。其次，与

管理人员的日常表现相结合，对档案管理工作做出恰当的评

估，这将为以后的职务升迁、优绩选拔等工作的开展提供较

大的方便。因此，在水利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档案管理

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在逐渐增大，要保证档案管理工作能够继

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水利事业单位需要改变观念，把档案

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工作做好，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水利

事业单位的服务功能，推动其健康、有序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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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3.1 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不足
在水利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档案管理工作中，管理

人员的意识和管理水平相对较低，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还存

在内部控制体系的负责人，把保存档案的专业知识、物流能

力仅仅看作是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原因，是因

为档案保存不能反映事业单位的经营绩效，因而不能为事业

单位的财务工作带来一些效益，由于从事水利事业单位档案

管理的人员，大部分是退休年龄已近或业务能力不强的职

工，存在着档案管理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态度不认真等问

题，因此，在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中，难以有效地实现

规范化和标准化。

3.2 档案管理制度不完善
目前，水利事业单位的档案文件由于缺少有效的档案

管理体系，造成了档案资料管理的无序化，造成了档案管理

的效率较低。另外，由于缺乏一套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

档案部门的管理缺乏有效的制度，导致他们工作积极性不

高，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另外，水利事

业单位也没有实行科学的档案管理，由于其档案数量庞大，

文件档案种类繁多，因此，纸质化文件管理已经不能适应

不断增加的档案管理的需求，需要采用信息化的管理方式，

对这些纸质档案进行录入、存储和传输。由于纸质文件可以

大量保存有价值的历史凭证，但同时也有可能导致遗失和损

毁，所以，建立一个新型的档案管理系统，就成了一个迫切

需要解决的工作难题 [1]。

3.3 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在中国水利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中，以规范化和

标准化的内容规范为主导思想，但是由于管理者对该行业不

太熟悉，所以无法认真阅读规范标准的含义，无法使规范标

准在具体的档案管理工作中起到导向作用，从而影响了档案

管理工作的安全性。一些管理者往往忽视档案管理的必要

性，更没有认识到档案管理会给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带来不

良后果，所以导致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不高。其次，在目前

的档案管理工作中，档案管理人员也往往把规范化标准化工

作看成一种附属的管理，而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此外，一些

事业单位也存在着专业能力不足的档案管理人员，这会导致

他们的安全管理意识和专业水平较低，会对档案的保存质量

和安全性产生不利的影响。

3.4 档案管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信息技术已经被越

来越多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所以，为了提高档案管理的科学

化程度，水利事业单位同样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各单位要充

分发挥其自身的信息化特征，构建文件与办公信息相结合的

电子档案，其中，文件的修改、保存和传输都是由计算机完

成的，这也对文件的管理方法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

电子文件本身具有较强的优点，但很可能会被侵入和毁坏，

导致文件的遗失，从而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电子文件

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也成了档案管理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

问题。

4 加强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的有效策略

4.1 加强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
为了实现水利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需要采取有效管理方式，把有关的知识运用到档案管理

中去。首先，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对档案的管理，并能达到

对档案的实时监测，档案管理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做到规

范化和标准化，要把握好管理的经验，合理地使用和改进

档案工作资料，特别是在档案资料的撷取与利用上，同时，

也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使档案资料信息得到最大程度的利

用，使其更好地被人们使用。其次，从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角

度出发，加强对档案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的培养，加强

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认识，对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一定的意

义。作为一名档案管理者，应充分意识到规范化和标准化的

重要性，并加强其建设工作，正确理解档案工作的意义，在

思想上，树立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管理思想，才能更好地发挥

档案管理的作用 [2]。

4.2 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宣传与教育
要使档案管理工作达到标准化、规范化，就需要加强

宣传教育工作。首先，对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进行宣传，让他

们认识到水利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

于加强对档案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认识，而且还能为档案

管理工作的创新奠定思想、能力和行为的基础。其次，在宣

传教育工作中，档案管理员可以认识到自身与规范化、标准

化需求之间的距离，从而促使档案工作者和管理者积极主动

地去发展和创新，有利于提高档案挂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此外，在开展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让整个水利事业单位的

管理人员都认识到规范化和标准化档案工作的重要性，从而

得到他们对档案管理科学化和系统化的支持，实现事业单位

档案管理工作的理性与焦点，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发

展与提高。

4.3 加强档案管理制度的创新
目前，中国水利事业单位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是体制

与管理创新，同时也是档案管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的基本

方向。首先，水利事业单位应从管理机制、管理制度的改革

入手，健全档案工作制度，深化管理工作的细化，构建规范、

标准化的任命和权力机制。其次，以科学的分工和系统集成

为基础，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与品质，并进一步构建出

一套适合于规范化、标准化的档案管理新体制，使之成为一

种信息化、系统化的事业单位管理工作。最后，要充分发挥

档案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事业单位的档案工

作质量，实现广义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目标，在推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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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科学化、科学化的同时，也创造一个有利的机制与条件，

为水利事业单位构建更为合理的档案管理基础与平台。

4.4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立法机关应该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通过社会

调查等各种方式，寻找水利事业单位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

的不足之处，并将其纳入基层的意见当中，按照社会发展的

趋势，不断地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对流动人员的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通过法律保障流动人员

的权利，加强立法部门与执法部门的联系，通过有效的联系

来完善法律法规。因此，在中国，应该对档案所有权相关条

款进行立法弥补 [3]。

4.5 升级档案管理方式
水利事业单位在开展档案管理工作时，要将现代的信

息保存方法运用到极致，对文字数据、照片、视频等进行存

储，既能使档案管理工作更加高效，又能让档案管理和信息

查询变得更加方便和省力。首先，在档案管理时，需要对档

案资源进行保护，对重要文件进行数字化扫描，并备份重要

文件，同时，要严格按照国家档案管理工作的有关技术标准，

尽可能地对数字档案资源进行统一和规范化，推动档案资源

的共享。当前，国家档案局已经发布了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方

式，这对规范档案工作、推动档案信息化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所以，水利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部门在研发档案办公自动化

系统的过程中，应当以这个标准为基础，让事业单位的档案

管理者参加到 OA 系统的研发之中，根据档案管理工作的实

际特征和特殊要求，设计一套与档案管理软件进行无缝连接

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从而达到对事业单位档案文件的集成化

管理。

4.6 扩大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档案管理和水利事业单位的各项

工作都需要加强规范化、标准化，需要将信息技术融入档案

管理工作中，从而建立起一个规范化、标准化的档案管理工

作平台。将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中能够提升档案管理效率与

品质的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水利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工作

系统中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平台等相关领域的体系和

科学技术，以规范化、标准化为基础，有目标地提升各项工

作及档案管理的实际质量与效益。

4.7 培养信息技术人才
信息技术人才是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的基础

人力资源保证，由于水利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工作关系等

原因，使得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的信息技术能力有待提

高。首先，水利事业单位要进行档案管理与科技人才的优化，

以应用为依据，使信息科技在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程度得

以提高，一方面，要对水利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者进行信息

化教育与标准化培训，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档案管理者的规范

化、标准化程度，培养管理者的专业与服务能力，对档案工

作的信息化操作进行新的探索，为档案工作的规范化、标准

化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另一方面，把社会信息技术人才和

档案管理人才融入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去，推动事业

单位的组织与管理模式的变革，对档案管理工作进行新的改

革，使档案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从

而实现对水利事业单位的档案管理进行系统性、结构性的改

进和创新。

4.8 加强档案数据的精细化管理
从水利事业单位的角度来看，部分单位成立的时间较

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旧文件，而且这些文件的制作

过程并不精致，因此，做好档案卷宗的精细管理是非常必要

的。首先，事业单位应该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让档案

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也要对档案管理进行精细化管

理，目的是将资源被占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对于一些有收

藏价值的纸质档案，要尽快将其进行信息化管理，保证水利

事业单位档案的科学性，并不断完善档案信息管理体系。

4.9 加大对部分地区的经济扶持力度
目前，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设备、新技术在档案

管理工作中已广泛引用。因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

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一些基层事业单位，使得一些档案管

理设备还无法在这些地方继续使用，因此，各个相关的档案

管理部门都要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

利事业单位，特别是基层单位提供设备支持、技术指导，增

加对基层档案管理工作的经费投入，从而让经济落后地区的

基层事业单位能够成功地将档案管理规范化、标准化。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水利事业单

位的档案管理工作都要与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紧密地联系

起来，以规范化和标准化为主导，使之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

公众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同时这也是事业单位档案工作发

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途径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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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odern enterprise operation, archives management is the key link to ensure the orderly and efficient flow of information, but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enterprise archives management make this link face challenges. Not only includes the weak concept 
of file management, the imperfect work system, the quality of staff to be improved, but also involv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other new era issu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thes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solutions.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the proposal of 
solution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effective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a more sound and efficient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e the organization to better manage and apply archives resourc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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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档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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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企业运营中，档案管理是确保信息有序、高效流转的关键环节，然而企业档案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令这一环节面
临挑战。不仅包括档案管理观念淡薄、工作制度不完善、员工素质待提升等方面，还涉及数字化转型、信息安全等新时代
课题。论文主要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实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通过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现状的深入分析和解决方案
的提出，期望为企业建立更为健全、高效的档案管理体系提供有效的指导，推动组织在信息化时代更好地管理和应用档案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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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从事档案管理研究。

1 引言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企业档案管理显得尤为

关键。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信息量的急剧增加，档案管

理中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通过剖析这些挑战将为企业提供

有力的指导，助力其建立高效、安全的档案管理系统，从而更

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取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2 企业加强档案管理的现实意义

在城市建设中加强档案管理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涵盖

了多个层面，从提升组织效率到保障信息安全以及促进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优化档案管理有助于提

高工作效率，一个有序、高效的档案系统能够迅速提供所需

信息，减少查找时间，使员工能够更专注于核心业务，这不

仅节约了时间和资源，还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为企业创

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其次，强化档案管理对信息安全至关重要，

在信息时代的城市建设中面临着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和数据

泄露风险，通过建立安全的档案管理系统，企业能够更好地

保护敏感信息并防范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保障信息安全不仅

是企业责任的体现，也是确保长期可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 [1]。

最后，强调城市档案管理对法规合规具有积极意义，随着数

据隐私法规的不断完善，企业需要遵循相关法规并保护客户

隐私和敏感信息，规范的档案管理有助于企业遵守法规，减

少法律风险，避免不必要的法律责任，这不仅是对企业自身

的保护，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建立企业良好的法律合规形象。

3 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档案管理观念
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缺乏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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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观念，这导致了一系列挑战和隐患。很多企业没有树

立起对档案管理的深刻认识，将其视为次要或次生的工作，

缺乏对档案的价值和作用的充分认知，这使得城市建设档案

管理在组织层面缺乏足够的重视，从而影响了整个城市建设

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展开。另一方面缺乏档案管理观念也在

实际操作中带来了档案混乱和不规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档案分类、归档和检索制度，导致

文件难以管理、查找困难，甚至出现遗失或误用的情况，这

不仅浪费了组织的时间和资源，也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缺

乏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观念还表现为对信息价值的低估，很多

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档案中蕴含的丰富信息对于决策和发

展的重要性，因而在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中存在对信息的随意

处理，不重视信息的采集、整理和分析，从而错失了利用档

案信息进行战略规划和业务创新的机会 [2]。

3.2 档案管理工作制度不完善
许多企业缺乏明确的档案管理政策和规定，导致档案

管理工作缺乏明确的方向和框架，缺乏规范的城市建设档案

管理工作制度导致档案处理、保存和销毁等环节存在混乱，

增加了档案管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城市建设档案管

理工作制度的不完善表现为缺乏合理的档案分类和归档标

准，在没有清晰的标准指导下，各部门和个人对档案的重要

性和处理方式产生不同理解，导致档案的混乱存储和难以追

溯，缺乏标准的档案分类制度也使得检索和利用档案信息变

得困难，降低了工作效率。另外，档案管理工作制度的不完

善导致信息安全风险的增加，缺乏明确的档案保密制度和权

限管理规定使得敏感信息容易被泄露或滥用，企业在处理档

案时未能建立起严密的访问控制机制，这为内部或外部的不

法分子提供机会，对企业的信息资产造成潜在威胁。

3.3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工作素质有待提升
一些城市建设档案管理人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档案管

理培训，对档案管理的理论体系、法规政策等了解不深，影

响了他们对档案工作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在一些企业中城市

建设档案管理被认为是次要的工作，导致管理人员对档案工

作的重视程度不高，这导致工作人员对档案的管理不够主

动，对档案重要性的认知不足，影响了整个城市建设档案管

理工作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档案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和多

个层面的信息协调与整合，需要工作人员具备较强的沟通和

协作能力，如果档案管理人员在这方面存在欠缺导致信息传

递不畅、部门合作不协调，从而影响了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

作的整体效率。

4 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的解决对策

4.1 强化城市建设档案管理的工作意识
档案管理教育培训是加强工作意识的基石，企业可以

定期组织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培训，覆盖基本理论、法规政策

和实际操作技能，这种培训应该包括在线和线下的形式以满

足不同员工的学习需求，通过培训让员工将更全面地了解城

市建设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建立对其工作的自信心和责任

感。除了培训外，制定清晰的档案管理政策也是强化工作意

识的重要步骤，企业应该建立明确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包括文件分类、存储、检索和销毁等方面的准则，这些政策

需要被广泛宣传，确保每个员工都了解并遵守相关规定，通

过明确的政策使得员工更容易理解档案管理的工作意义，形

成自觉遵守的习惯。在组织内部可以创建专门的城市建设档

案管理团队，负责监督和协调档案管理工作，该团队应该由

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员组成，负责指导其他员工执行档

案管理任务，通过设立专门的团队更好地集中资源，提高城

市建设档案管理的专业性，从而引导整个企业形成更强烈的

档案管理工作意识。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采用数字化技术让

企业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精确性，员工将更加意识到数字

档案管理对工作流程的改进，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并支持这一

新兴的档案管理方式，数字化档案的便捷性和可追溯性将进

一步推动工作人员对城市建设档案管理的工作意识。此外，

高层领导应该展示对档案管理的高度重视并在组织中弘扬

正确的档案管理理念，通过领导的榜样作用让员工更容易理

解档案管理与企业长远利益的关联，从而在工作中更加主动

地投入到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中 [3]。

4.2 让企业构建档案管理工作体系
企业应制定明确的档案管理政策和规定，这些准则需

要详细覆盖档案的生命周期包括文件创建、分类、归档、检

索、保管以及销毁等环节，通过建立清晰的政策为城市建设

档案管理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方向，为了确保政策的有效实

施，可以设立专门的档案管理团队，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

负责制定、更新和监督政策的执行。同时应该引入先进的档

案管理技术，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的应用可以提高城市建设

档案管理的效率和精确性，这样的系统应具备多层次的权限

控制、全面的检索功能以及高度安全性的保障，通过利用现

代技术让企业可以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档案管理需求，

确保信息的便捷获取和安全存储。另一方面，企业可以考虑

设立专门的档案管理团队，这个团队的成员应当具备专业的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知识和经验，负责档案管理工作的指导和

监督，他们主要负责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档案管理工作，推

动档案的数字化和标准化，通过建立这样的专业团队使得企

业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推动档案管理工作的高效展开。最后要

注意建立完善的档案分类和归档标准，这涉及制定清晰的分

类规范，确保文件都有明确的标签和位置，同时制定归档标

准，明确文件的整理方式、档案盒的标注等细节，通过建立

这些标准化的流程让企业可以提高档案的整理和检索效率，

减少混乱和错误 [4]。

4.3 优化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工作模式
为了应对信息量日益增长的挑战并提升档案管理的效

能，企业需要优化其档案管理工作模式。其中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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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制定智能化的档案管理系统、强化数字化档案管

理、设立跨部门档案管理团队以及推动员工档案管理素养的

提升。

首先，通过制定智能化的档案管理系统来提升工作效

能，这种系统整合了先进的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

析，使得档案的创建、分类、归档和检索过程更为智能和高

效，通过自动化来实现档案管理流程的简化，从而减少人为

错误，提高工作效率，这种智能系统的应用将为企业带来更

加便捷和准确的档案管理体验。

其次，强化数字化档案管理，通过推动数字化档案管

理让企业可以减少纸质档案的占用空间，提高档案检索速

度，降低档案管理的整体成本，数字化档案的建立还能够加

强信息安全，通过权限控制和加密技术防范信息泄露的风

险，这一措施将有效提升档案管理的效能和安全性。

最后，推动员工档案管理素养的提升，定期培训和教

育提高员工对档案管理的理解和熟练度，培训内容应该包括

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政策规定以及数字档案管理系统的使

用方法，通过培养员工对档案管理的积极认知，让企业可以

建立更加健全的档案管理文化，推动整体工作模式的优化。

4.4 构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软件
在构建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软件时，首要的步骤是明确

软件的需求和目标，企业需要仔细分析档案管理的现有流

程、业务需求以及员工的实际使用情况，这意味着要确定软

件需要满足的功能，尤其是针对文件创建、分类、归档、检

索和权限控制等，同时企业还需要设定软件实施后期望达到

的目标比如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信息安全性

等。基于明确的需求和目标，企业应制定一个智能化的设计

方案，用于确定软件的架构、界面设计、数据库结构等方面，

重点是确保软件具备用户友好的界面，从而方便员工操作，

并且在设计数据库结构时要考虑到信息的高效存储和检索，

同时整合先进的技术如大数据分析等来提高软件的智能化

水平，进一步优化档案管理流程。在构建档案管理软件时引

入数字化技术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数字化技术可以极大地提

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企业可以考虑实现文档的电子

化存储，采用 OCR 技术实现文字识别使得纸质文件能够数

字化并轻松检索，此外数字签名、加密技术等也可以增强档

案的安全性，通过这些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企业可以更加高

效地管理大量档案信息。最后为了确保档案管理软件的安全

性和合规性，企业需要实施灵活的权限控制，这意味着不同

层级的员工应该有不同的档案访问权限，通过细化权限避免

敏感信息的泄露，同时保障员工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档案信息

的获取和利用，而且软件应该支持实时的权限调整以适应企

业组织结构的变化 [5]。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档案管理问题的分析中认识到了企业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解决档案管理中存在的观念淡薄、制度不

完善、员工素质待提升等问题不仅需要明确的政策指引，更

需要全员参与的文化转变。数字化档案管理的引入是迈向高

效运营的关键一步，但其成功仰仗于合理的系统设计和全员

的积极参与。在信息化时代，档案管理既是负责任的数据保

护，也是信息智能化的推动力。通过提出的解决对策，期望

企业能够建立起更为紧密、高效的档案管理体系，适应变革

的潮流，实现信息资源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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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libraries are important places that provide knowledge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rea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al 
reading. However, for visually impaired groups, accessing library reading resources has become a challenge due to the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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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民阅读视域下公共图书馆是为广大读者提供知识和文化资源的重要场所，然而，对于视障群体来说，由于视力障碍的存
在，访问图书馆的阅读资源成为一项挑战。因此，升级公共图书馆的视障群体阅读服务显得尤为重要。利用现代科技和创
新方法，可以为视障群体提供更加便利和多样化的阅读服务，促进其参与图书馆活动并丰富他们的阅读体验。基于此，论
文针对全民阅读视域下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阅读服务策略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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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图书管理员，从事图书资料研究。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共图书馆应当积极回应

视障群体的需求，并努力为视障群体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

升级视障群体阅读服务，图书馆可以消除视障群体在信息获

取方面的障碍，激发他们对阅读的兴趣和爱好，实现文化共

享和社会融合。因此，公共图书馆有责任不断改进和创新视

障群体阅读服务，以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并在推广无障

碍阅读方面树立表率。

2 全民阅读视域下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阅读
服务的重要性

公共图书馆作为社区的重要文化机构，通过为视障群

体提供阅读服务，可以推动社会包容性，让不同能力的人共

享文化资源和知识，促进社会融合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视

障群体同样有权利获得知识和信息，并参与社会文化活动，

公共图书馆作为知识和文化资源的提供者，应当为视障群体

提供平等的阅读机会，确保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和参与社会发

展。视障群体由于视力障碍，无法从传统的纸质书籍中获得

信息 [1]。而公共图书馆通过升级阅读服务，例如提供盲文图

书、电子书、有声图书等格式，可以有效地解决视障群体获

取信息的障碍，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提高视障群体的生活

质量：阅读对于视障群体来说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手段，也是

一种娱乐和享受。公共图书馆提供针对视障群体的阅读服

务，可以帮助他们拓宽阅读范围，丰富生活内容，提高生活

质量。全民阅读视域下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阅读服务可以促

进视障群体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阅读是个人成长和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提供适应视障群体需要的阅读

服务，可以帮助他们发展才能，拓宽眼界，增强自信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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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3 全民阅读视域下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阅读
服务现状

3.1 视障群体信息获取障碍
公共图书馆在为视障群体提供阅读服务时存在信息获

取障碍。传统的纸质书籍对于视障群体来说是无法阅读的，

而视障群体需要依赖盲文图书、电子书、有声图书等特殊格

式的阅读材料。然而，公共图书馆中这些特殊格式的图书资

源往往非常有限，无法满足视障群体多样化的阅读需求。这

导致视障群体在访问公共图书馆时仍然面临着信息获取的

困难，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各类知识和文化资源。他们无

法像其他读者一样自由选择阅读材料，并享受到全面了解和

学习的权利。由于无法获取适合自己的阅读内容，视障群体

的阅读兴趣和热情可能会逐渐减退，影响到他们的知识增长

和个人发展。无法获取信息也会使得视障群体在社交和交流

中缺乏话题和共同语言，导致他们与其他人的隔阂 [2]。

3.2 阅读环境不友好
公共图书馆在提供视障群体阅读服务的过程中，阅读

环境往往不友好。例如，图书馆内的设施和设备缺乏针对视

障群体的无障碍设计，如无声导航系统、盲文标记等。这使

得视障群体在图书馆内移动和定位时存在困难，影响了他们

的阅读体验。阅读环境不友好给视障群体带来了很多不便和

困扰。他们在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时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和努力，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不友好的阅读环境会使得视障

群体在图书馆内产生不安全感，降低他们到图书馆阅读的意

愿和积极性。

4 全民阅读视域下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的阅
读服务对策

4.1 加强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阅读服务文化
在公共图书馆，要对读书进行有效的引导，使其能够

自觉主动地阅读，提高读者对于书籍信息内容、知识性等方

面的理解，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专门为公众服务和管理而设置

相应制度来规范，可以设立“读者群体”专栏供大众查询自

己所感兴趣或不喜欢图书，定期开展一些关于阅读技巧以及

相关问题解答等活动让大家有机会在闲暇之余多进行读书

学习。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对视障群体进行科学合理的

引导，使他们能够正确对待自己所面对的大众文化大众化问

题，要积极主动地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优质、便捷和有针对性

强、趣味浓厚且能吸引其注意力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在大数

据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应该以“数字中国”为核心理念构

建全民阅读平台来提升图书馆人员与民众之间互动交流的

能力，让读者们切身感受到阅读是一种享受知识改变生活方

式的过程 [3]。

4.2 加强阅读活动，重视阅读宣传
要重视阅读宣传，这在进行全民教育的过程中能起到

很好作用，通过开展读书活动让人们了解和熟悉现代文化知

识与技能。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将一些优秀书籍、刊物推荐给

公众观看并分享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故事等方式，来提高大

众对公共读物及相关信息内容的关注度，也可定期举办读书

交流会或者组织志愿者们到社区居民家做亲子小摸底，宣

传阅读教育理念以及如何进行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开展好读

书活动和学习阅读笔记等等一系列有关于终身健康有益之 

事 [4]。图书馆应该加大对读者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并且定期开

展相关活动来提高大众对于“三书”知识及思想理念的了解

程度以及认识水平，同时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多举办一些

大型讲座或者是研讨会等形式来普及终身学习意识，以达到

全民阅读的目的与目标要求，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参与进来

并为读书而快乐、轻松。

4.3 提升图书馆视障群体阅读质量
改善阅读环境是提升图书馆视障群体阅读质量的关键

一步。公共图书馆应注重无障碍设计，为视障群体提供更便

捷和安全的阅读环境。这可以包括安装声音导航系统，设置

盲文标记，增加触摸标识等，以帮助视障群体更好地定位和

使用图书馆内的设施和资源 [5]。公共图书馆应提供适合视障

群体使用的阅读空间。这可能包括配置适合视障群体使用的

座椅和桌子，提供更宽敞的通道和光线，减少杂音和干扰

等。为了提供一个友好的阅读环境，公共图书馆还可以设置

专门的视障群体角落，提供特殊格式图书置放区域，并配备

相关辅助设备和软件。改善阅读环境对视障群体有着重要的

意义。将图书馆的设施和环境进行无障碍化设计能够提高视

障群体的阅读体验，减轻他们在图书馆中的困扰和不便，增

强其对图书馆的归属感和满意度。提升视障群体阅读服务质

量，首先要建立起完善的组织机构，在进行大数据时代下，

各图书馆间可以通过协作、交流等方式来构建一个“资源共

享平台”，这个平台由多个部门组成，比如说公益团体和非

营利性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就是一种互利共赢模式，而对于

公共图书馆来说的话就需要有专门负责其馆员工作内容及

服务质量监管方面任务，并对志愿者们提供专业培训与定期

考核等等一系列措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和目的。在全民阅

读视域下，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优质高效、便捷实用

为前提，要重视读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断提升

馆员素质，尤其是增强馆员的服务意识，让他们充分认识到

开展读书活动不仅仅是为了丰富知识储备。图书馆要加强对

员工进行培训工作，注重培养他们良好的沟通能力及解决突

发事件处理方式等方面，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和考核制度来激

发职员潜能、调动其积极性，使馆员在终身学习之余不断成

长为优质高效人才队伍 [6]。

4.4 加强公共图书馆人性化设计
公共图书馆在建设视障阅览室时就考虑到了视障群体

在寻找阅览室时存在一定困难的问题，将视障阅览室设在第

一层最靠近入口的一个阅览区，最大可能地为视障群体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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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提供方便；馆内还设置了盲道，方便视障群体在活动

区域行走；在离视障阅览室最近的地方设置了无障碍卫生

间；从停车场到各楼层都装有扶梯、直梯；志愿者服务站配

有轮椅、手杖，这些设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视障群体的出行

需求。为了能够使视障群体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可以

对一些现代化的视障阅读设备进行引进，从而提高图书馆在

视障群体方面的阅读服务水平。例如，智能听书机。其能够

直接将书面文字以语音的形式，读给视障群体；盲文刻印机。

该设备能够对点字和简单图形进行单独刻印，并能够调节各

行的间距，可以方便视障群体对阅读信息进行记录；盲文点

显器。其能够有效地帮助盲人进行阅读。将点显器与电脑相

连接，可以将电脑中的文本转换成盲文，使盲人能够自由地

对电脑中的文字资料进行充分的摸读；盲人笔记本电脑。该

电脑具备电子邮件收发和文档读取等功能，且可以对一二级

盲用点字进行使用。公共图书馆积极与各大出版社合作，引

进最新的视障读物，确保视障群体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阅读

资源。公共图书馆还设置了专门的视障群体借阅窗口，为视

障群体提供一对一的借阅服务，确保视障群体能够方便快捷

地获取所需图书 [7]。

4.5 创建视障群体专门的阅读平台
公共图书馆需要将现有的数字化信息资源充分整合，

从而为视障群体提供数字化阅读服务奠定基础保障。图书馆

需要搭建一个视障群体专门的阅读网站，并将适合视障群体

的阅读资源全面整合，然后放到专门的阅读网站中，以便于

视障群体进行阅读，使其阅读需求得到满足。相关网站设计

人员在创建的过程中，需要对网站受众对象的特殊性进行充

分考虑，最大限度地设计出一个能够使视障群体有效理解和

感知的平台，从而使视障人员可以从网络中顺利地获取到想

要的资源信息。视障群体日常中无法对书本内容进行阅读，

通过对专门的网站进行借助，可以实现无障碍阅读。除此之

外，公共图书馆还可以同相关设计单位合作，创建一个可以

进行讨论的阅读论坛，为视障群体的沟通交流提供平台，从

而使视障群体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以此提高视障

群体的阅读感受 [8]。

5 结语

全民阅读视域下公共图书馆视障群体阅读服务发挥其

在推动全民阅读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采取

开创性的推广方式。既要善用传统方式吸引阅读群众，也

要积极运用新媒体传播阅读理念。同时，还需要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群体和场景设计灵活多变的阅读服务方案。只有这

样，才能让阅读之花绽放在视障群体的生活中，如期达成全

民阅读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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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 ESG (environment, socie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ESG i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discusses the key factors of ESG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put forward the ESG perform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high quality path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the position and role i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related policy Sugges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prospect.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ESG concept, it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global economic 
pattern, enterprises increasing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long-term strateg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non-traditional financial statement indicators ESG (environment, society, 
governance) of enterprises. The ESG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actor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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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视域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周秉君   陈梦晞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中国·广西 来宾 546100

摘 要

企业的ESG（环境、社会、治理）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论文分析了ESG在企业环境治理、社会
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中的应用效果，探讨了ESG在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关键因素，提出了ESG表现促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路径与建议，包括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和作用、相关政策建议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和展望。通过对ESG理念的全
面分析和探讨，旨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企业日益重视长远战略和高质量发
展，政府和公众对于企业的非传统财务报表指标ESG（环境、社会、治理）越来越关注。企业的ESG表现成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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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SG 表现不仅关乎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和可持续发展，

也与企业的竞争力和长期价值息息相关。深入研究 ESG 对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路径，对于推动企业可持续发

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文主要探讨 ESG 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和路

径，明确 ESG 在环境治理、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方面

的具体应用效果，并分析 ESG 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增强

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因素。

2 ESG 理念及发展

2.1 ESG 概念和内涵

ESG 是指关注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绩效的投资

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而非传统财务绩效。环境方面关注企

业对环境的影响，如环保政策、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社会

方面关注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如员工福利、社区关系和人权

保护；治理方面关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如董事

会独立性、股东权益保护和公司透明度。ESG 理念强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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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经营过程中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兼顾环境、社会和治理

三个方面的责任，以提升企业长期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1-3]。

2.2 国际上 ESG 的发展现状
在国际范围内，ESG 理念逐渐成为投资者、企业和政

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相继提出了相关的

ESG 政策和指导意见，促进了 ESG 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推

广和实践。例如，联合国支持的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

致力于推动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考虑 ESG 因素，吸引了全

球范围内的投资机构加入并签署责任投资原则。国际上诸如

MSCI、Sustainalytics、FTSE Russell 等机构提供了 ESG 评

级和数据服务，帮助投资者评估企业的 ESG 表现并进行投

资决策。

2.3 中国 ESG 的发展现状
国内 ESG 理念的发展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中国政府积

极推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指导文

件，鼓励企业注重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良好治理。证监会

等监管部门也加大了对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

推动了国内上市公司 ESG 报告的编制和披露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和企业意识到 ESG 对企业长期发展的

重要性，开始将 ESG 因素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和投资决策中，

推动了国内 ESG 理念的深入发展。

3 企业 ESG 表现的战略优势

3.1 增加投资回报
ESG 投资理念在增加投资回报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高度关注 ESG 因素的公司往往在长期内实现更稳定和更高

的投资回报。这主要是因为高 ESG 评级的公司通常拥有更

优秀的资源利用效率、更健康的员工关系、更高效的公司治

理结构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能够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提

高盈利能力，还能够增强公司的竞争力，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和客户信任，从而实现更高的财务表现和投资回报。

随着 ESG 投资理念的普及和推广，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决策的考量范围，选择符合 ESG 标准

的资产和企业进行投资。这种投资行为不仅能够为投资者带

来长期稳健的投资回报，还能够促使更多企业重视 ESG 问

题，改善自身的 ESG 表现，推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2 规避投资风险
ESG 投资理念在规避投资风险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

高 ESG 评级的公司通常具备更加严格的合规制度和内部控

制机制，能够更好地防范法律风险、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

这些公司往往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具有适应

性和抗风险能力。

ESG 投资理念强调长期价值和可持续发展，避免了过

度追求短期利润和短视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投资者选择符合

ESG 标准的资产和企业进行投资，可以降低遭受市场波动、

行业变化和不可预见事件带来的损失。关注 ESG 因素的投

资决策有助于降低投资风险，提升投资组合的整体稳定性和

可持续性 [4]。

4 ESG 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4.1 ESG 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应用和效果
ESG 理念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体现了企业对环境

的责任担当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通过建立和执行环境友好

型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措施，企业可以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

响，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从而降低生产过程中

的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这种环保型经营不仅有助于保护

生态环境，还能够提升企业形象和竞争力，吸引更多环保意

识强烈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为企业带来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动力。

4.2 ESG 在社会责任履行中的应用和效果
ESG 理念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应用可以体现企业对

社会的关怀和贡献意识。通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益活动、

员工福利改善等社会责任项目，企业可以提升员工幸福感和

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还可以改善企业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增强社会信任

度，为企业创造更加稳定和谐的经营环境。

4.3 ESG 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和效果
ESG 理念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体现了企业对有序经营

和合规经营的追求。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

制机制、提升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水平等举措有助于提升企业

的管理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建立独立

审计和监督机制等措施，可以有效避免管理层权力滥用，保

护投资者利益，提升企业的整体治理水平和信誉度。

ESG 理念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

有助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还能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

企业形象，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创造提供有力支持。

5 良好 ESG 表现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因素

5.1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 ESG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企业应重视环境保护，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

消耗和环境污染，推动绿色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例如：实

施清洁生产技术、节能减排措施，优化资源利用结构，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等，都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提升竞争力的关

键举措。

5.2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 ESG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企业应关注员工福利、社会公益、社区发展等社会责任领域，

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通过建立员工培训机制、提供良好

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参与公益慈善项目等，企业可以增

强员工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推动社会共建共享，实现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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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治理因素
治理因素是 ESG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企业应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监督和管理，提

升信息透明度和披露质量，加强对股东权益和利益相关者利

益的保护。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内

部审计和合规监管等措施，企业可以提升治理水平，降低经

营风险，增强企业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

环境、社会、治理三个方面的因素是 ESG 促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全面考虑和平衡这些因素，形

成良性互动和协同效应，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的统一，推动企业和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6 企业 ESG 表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建议

6.1 ESG 表现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位置和作用
ESG 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实践中企业应将 ESG 融入整体战略规划中，将其作

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建立 ESG 管理体系，

制定 ESG 指标和目标，建立 ESG 绩效评价机制，形成 ESG

与企业战略的有机结合，推动企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

方面实现协调发展。

6.2 促进 ESG 表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强 ESG 信息披露要求：制定更加严格的 ESG 信息披

露标准和规范，推动企业加强 ESG 信息披露，提升信息透

明度和质量。激励 ESG 投资和融资：建立 ESG 投资和融资

的激励机制，引导资金流向具有良好 ESG 表现的企业，推

动 ESG 成为投资和融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强化 ESG 评价和

监管，建立健全的 ESG 评价体系和监管机制，加强对 ESG

评级机构和 ESG 数据的监督管理，提升 ESG 评价的客观性

和公正性。支持 ESG 研究和培训：加大对 ESG 研究和培训

的支持力度，培养更多的 ESG 专业人才，提升企业 ESG 管

理水平和能力。

6.3 未来研究方向和展望
深入探讨 ESG 对企业财务绩效、市场竞争力和长期发

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 ESG 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

应用情况和效果，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 ESG 管理的具体指

导和建议。分析 ESG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间的关系，

探讨如何通过 ESG 推动企业对 SDGs 的贡献和实现。ESG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建议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

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推动 ESG 理念在企业经营管理中

的深入应用，为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5,6]。

7 结论

7.1 研究总结和启示
论文探讨了企业 ESG 表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及关键因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通过分析

ESG 在企业环境治理、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应

用效果，发现 ESG 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在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治理因素等方面，ESG 都可以通

过不同途径和手段促进企业发展，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和长

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研究启示是，ESG 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

径之一，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优势，还

可以为社会和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应共

同推动 ESG 理念的深入实践，加强 ESG 管理和评价体系建

设，促进 ESG 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结合，共同推动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7.2 研究局限和展望
研究对 ESG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进行了初步

探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 ESG 在不同行业和不

同类型企业中的应用效果和路径尚未进行深入研究，需要

进一步拓展和细化研究对象。对于 ESG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机制也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

探讨。SG 评价指标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

规范化，以提升 ESG 管理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深入探讨

ESG 对企业不同维度的影响机制和路径，比如 ESG 对企业

财务绩效、市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ESG

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应用效果和最佳实践，为企

业 ESG 管理提供更具体的指导和建议；分析 ESG 与 SDGs

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机制，推动 ESG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

机融合和共同实现。通过不断深化研究和实践，推动 ESG

理念在企业和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为构建更加可持续的经济

社会发展格局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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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中国医疗行业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发展速度不断提升，但同时市
场也对医疗行业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医院作为一门专业性、技能性相对较强的行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也要
及时地跟随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步伐，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采取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提高医院内部的人力服务质
量，从而进一步地促进医院的快速发展，满足社会群众的看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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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医疗行业正处在发展的转型阶段，医院的工

作效率不断提升，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但随之而来的也出现

了一定的管理问题，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服务质量较差、

医患纠纷增多、医患矛盾仍然长期存在，甚至还会出现医疗

矛盾加剧的现象，导致医患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些现象

都与医院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息息相关。因此，医院管

理者需要在新形势下积极采取优化措施，创新医院传统的人

力资源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对医护人员

进行科学化的配置，加强员工培训，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2 目前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现状分析

2.1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过于僵化
目前，在医院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时，大部分的医

院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存在过多的行政干预。特别

是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管理方式、薪酬制度、晋升机制，都

与工作人员的工龄相关，而与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服务质

量的联系相对较少，大部分工龄较长的医护人员能够在后续

晋升阶段优先换岗、优先晋升，这对许多具有较强专业素质、

服务能力较好的医护人员来说，公平性不高，甚至很多具有

丰富专业经验的年轻人被限制了发展的空间，造成医院出现

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流失，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不到位，人事管

理体制过于僵化。

在医院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时，大部分医院管理者

将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医院的服务质量上，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用于购买医院内部的医疗设备，提高医院的治疗能力，

但忽视了人才培养工作，忽视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重要性。

人事管理体制过于僵化，仍然采用传统的薪酬制度，无法满

足目前快节奏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能够满足现代市场经

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利于提高人力资源的工作积极性，也

不利于提高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对医院的长远发展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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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影响 [1]。

2.2 薪酬制度不合理
目前医院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大部分的医院绩效考核标准不规范、不科学，绩效考核指标

不全面，大多医院还采用统一的绩效考核制度，对医护人员

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进行考核。不同岗位的医护人员在实

际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工作量以及工作难度各不相同，因此

采用同一考核方式，会缺少公平性和公开性，导致许多的工

作人员在后续考核过程中，考核结果不佳，难以保障薪酬和

实际付出劳动量的匹配，造成医院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

相对较差，缺乏针对化和人性化的绩效考核标准，增加了员

工的抵触情绪，增加了员工的不满声音，严重影响了医院的

快速发展。

薪酬一直是影响医院内部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

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绩效考核制度和薪酬制度不完

善，也会直接影响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积极性，造成

医护人员在后续工作过程中，工作不认真，工作敷衍了事，

服务质量不佳，将会严重影响后续的患病治疗，增加了医患

矛盾，影响了医院的服务质量，造成医院的发展前景堪忧，

严重地影响了医院的长期发展。

2.3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
在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时，通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

术，能够有效地分析目前医院各个部门的工作状态，明确工

作人员的工作档案，并根据工作人员的特长和专业情况进行

人力资源调配。但目前，医疗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相对

落后，仍然采取传统人工管理的方式，采用传统的纸质档案

和文档管理模式，造成人力资源档案资料相对混乱，档案利

用率不高，导致员工调配工作存在一定的问题，员工调配效

率不理想，严重地影响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部分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也会导致在

后续开展相关工作时，各部门的工作信息难以互通互联，医

疗信息不能够实现共享，人员调动以及人员档案资料也不能

够快速传播，在人员调动方面会存在较多的烦琐流程，导致

在调动和升迁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不

必要的管理成本和经济成本，管理效率大幅度地降低，严重

地影响了医院正常的运转，降低了医院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效率较低。

2.4 医院的管理人才优化管理意识不强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医院也逐渐采用了社会公

开招聘的人才招聘模式。有些医院在引入优秀的人才后，只

是对医院内部现有的空缺岗位，进行了人才补充，而没有从

人才角度出发，没有充分挖掘专业人才的潜能，没有从人才

的个人愿景以及专业技能方面进行岗位分析，导致人才的专

业技能和岗位要求不匹配，限制了人才的发展，也影响了医

院的可持续发展。

医院在开展人力资源招聘过程中，只是将员工招聘到

医院内部，而没有定期开展员工技术培训工作，也没有对在

职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导致老员工只能够凭借原有的工作经

验开展后续的工作，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

大部分的医院管理者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医院的运营和

管理上，没有对员工潜能进行充分挖掘，没有开展科学完善

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没有将医院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个人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相结合，导致员工对医院的忠诚度相对较

低，人员流动性较高，医院很难做到留住人才、关注人才，

造成医院存在大量的人员流失现象，人才储备不足，严重地

影响了医院后续的长期发展 [2]。

3 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优化措施分析

3.1 积极转变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为进一步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医患纠纷，医

院的管理者也要积极创新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挖掘员

工的潜能，减少对员工的约束，对人力资源进行充分开发、

充分利用，对人力资源进行良好的配置，充分地发挥人的潜

能，进一步地将员工的个人利益和医院的长远发展相结合，

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医院的管理者，只有充分挖掘人的

潜能，挖掘人的优秀力量，才能够切实地提高医院的整体水

平，才能够减少医院专业人才流动的现象，更好地提高医院

的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因此，医院的管理者要积极转变工作

重点，积极引进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理念，积极引入人

才、吸引人才，并落实标准，根据各个成员的专业素质，安

排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让各成员都能够做到学有所长，充

分地挖掘成员的潜能，进一步提高医院的整体服务质量。

医院的管理者也要积极开展员工培训工作，加大资金

投入，在医院内部建立优秀管理人才和医学人才奖励基金，

给优秀员工进行岗位津贴补助，并给予丰厚的物质奖励和精

神奖励，为专业人才后续的学习和提升，搭建平台，进一步

提高医院现有员工的专业素质，提高医院的整体服务质量。

此外，医院的管理者要积极采取优化措施，积极引进先进的

专业人才，要和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积极引进高层次的

医学人才，进一步地扩大医院的人才队伍，丰富人才储备，

提高医院在整个医疗行业的竞争力。因此，只有管理者明确

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施，冲破传统人力资源

管理理念的束缚，才能够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质

量，提高医院内部工作人员的管理意识，从而实现理想的人

力资源培训效果 [3]。

3.2 建立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医疗卫生事业也面临着严峻的市场挑

战。因此，医院的管理者必须积极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结合医院内部的资源，建立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人力资源

管理培训体系，要抓住市场发展的机遇，以自身的发展战略

为后续的管理导向，结合内部现有的人员和医院资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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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完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队伍，完善人力资源的管理

培训计划，要将医院目前现有的人员需求以及外部的人员需

求相结合，明确外部市场人才供给的现状，并实现医院内部

的供需平衡。同时，也要积极采取优化措施，解决后续医院

开展员工培训所产生的各项费用问题，并落实目标责任制，

明确各个科室的具体运转情况以及各个科室的项目预算，保

障医院内部各个科室能够有效运行。

医院的管理者也需要梳理医院内部的管理结构和组织

结构，明确医院内部的权责关系和工作关系，并对各个工作

岗位、工作部门进行详细分析，明确每个工作岗位和工作部

门的具体权责，对每个岗位进行详细的说明，并将医院的长

远的发展目标，落实到具体的各个岗位，落实目标责任制，

形成完善的责任目标体系，切实地让医院内部各个工作人

员，都能够明确自己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从而进一步地促

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医院的管理者也要在医院内部

建立健全公平、科学的竞争机制，要通过科学、公平、规范

化的竞争机制，增强员工的竞争意识，让员工能够争相上岗，

让有能力的工作人员能够实现岗位升级，提高有能力工作人

员的工资待遇，从而进一步提高医院的治疗能力。同时，通

过采取引进竞争机制的方式能够有效实现医院内部人力资

源管理工作的动态调整，能够切实地督促医院内部的工作人

员，积极采取优化措施，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提高自身的

综合实力，从而在后续市场竞争中，能够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让医院内部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实现良性的竞争，从而提高

医院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3.3 积极优化选拔制度和晋升制度
医院管理者在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时要积极建立健

全完善的选拔制度和晋升制度，切实地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采用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方法进行晋升候选人的选

拔和提升，结合医院各个部门的实际发展现状，选择医院未

来发展最需要的专业人才，进行岗位提升，从而提高人员的

专业素质，促进医院的长远发展。

医院管理者要积极加强人员引进机制的建设，积极加

强资金和人才投入，吸引先进的技术人才，并招聘具有专业

素质、具有较高社会信誉度的优秀医务人员，担任医院内部

的重要岗位，从而提高医院整体的服务水平。同时，在招聘

优秀人才队伍后，也需要定期地开展员工培训工作，并对员

工的培训内容进行绩效考核，明确员工的学习状况和员工的

专业素质掌握情况，从而在后续在工作岗位中具有较强的责

任精神和道德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医院的服务水平。此外，

医院的管理者要对医院内部的考核制度和薪酬制度，进行相

应的调整，根据不同部门、不同科室、不同内容、不同种类

的岗位进行分别考核，根据不同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进行多

元化的考核，并采取全面考核、全过程考核等多种方式，保

障薪酬考核机制的完善性和科学性。同时，医院的管理者要

加大资金投入，采用完善的薪酬制度激励员工，提高工作人

员的参与热情，并按照工作人员对医院的实际贡献进行薪酬

发放，从而让医护人员能够增加对医院发展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现象的发生，丰富人才储备队伍，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促进医院的发展，提高医院的服

务水平。

4 结论

综上所述，医院内部医疗科室较多，工作人员人数较多，

在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时难度较大，工作内容相对复杂。

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又会直接影响医院的服务质量，影响医

院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医院的社会信誉度。因此，医

院的管理者必须积极采取优化措施，更新传统的人力资源管

理理念，通过动态监督管理，优化人力资源培训，创新选拔

制度、优化晋升制度等多种方式，增强医务人员的责任意识，

落实目标责任制，提升医院内部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健全

培训流程，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优势，充分挖掘

医院内部的员工潜能，更好地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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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rapidly changing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re facing the changing challenges of human resources reform. The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in this process 
of change. It is not only an engine to promote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aculty and staff.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leadership in human resource reform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 feasi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status.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practical cases, we will share the successfu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education manager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ield of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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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军

三亚学院，中国·海南 三亚 572022

摘 要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教育环境中，民办高校作为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日新月异的人力资源变革挑战。领导力
的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显得尤为关键，它不仅是推动组织变革的引擎，更直接影响到教职员工的绩效与发展。本研究旨
在深入探讨领导力在民办高校人力资源变革中的意义，并通过对现有领导力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
通过实践案例的深入剖析，我们将分享民办高校成功的领导力发展经验，为广大教育管理者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民办高
校在人力资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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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办高校在培养人才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在这一背景下，干部领导力和团队协作变得至关重要，

它直接影响着学校的管理效能和人力资源管理 [1]。在高等教

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民办高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

阵地，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机遇。本研究聚焦于领导力

在民办高校中的关键作用，深入剖析现有发展状况，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策略 [2]。透过实践案例分享，我们追寻成功的领

导力发展经验，为高校管理者提供有效指导，助力民办高校

在变革潮流中展现领先优势。

2 民办高校人力资源变革中的领导力发展意义

2.1 领导力对民办高校人力资源变革的重要性
在民办高校人力资源变革的不断浪潮中，领导力的发

展显得尤为迫切且具有深远的意义 [3]。领导力被视为推动变

革的引擎，具有引领组织前行的独特能力。领导者的愿景、

决策和执行力不仅仅是对组织前进方向的明晰规划，更是对

变革速度的直接塑造。在教育领域的快速变化中，卓越的领

导力能够成为机构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带领团队敏锐应对

挑战，确保变革的有序进行。因此，建设强大而富有活力的

领导力团队成为民办高校人力资源变革中的当务之急。

2.2 领导力对提升教职员工绩效的作用
在民办高校人力资源变革中，领导力的作用不仅仅是

关键性的，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4]。领导者的指导和

激励对员工的工作动力和投入程度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能够通过明确的目标设定和激励措施，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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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从而提升

整体绩效水平。此外，领导力的发展为员工提供了明确的职

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机会。通过领导者的引导和支持，员工能

够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并获得适当的培训和

发展机会，从而激发其学习动力，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和工作

技能。

2.3 领导力对工作满意度和创新的影响
在民办高校人力资源变革中，领导力的意义不仅仅在

于推动变革过程，更深刻地体现在对教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和创新的积极影响。有效的领导力能够塑造积极的工作环

境，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投入度，从而提高工作满意度。

通过建立开放、支持性的领导风格，领导者能够激发员工的

创新潜力，鼓励他们提出新思路、尝试新方法，为高校的变

革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因此，领导力在人力资源变革中的

关键作用不仅体现在战略层面的推动，更在于创造一种积

极、创新的工作氛围，从而全面提升教职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和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

3 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现状分析

3.1 现有领导力发展模式及其效果评估
目前，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模式多种多样，包括培训、

导师制度、跨部门交流等。这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领导者

提供了发展途径，但其效果存在差异。培训课程普遍存在理

论脱离实际、实操性不足的问题，导致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

难以灵活应对。导师制度在理论传承方面表现出色，由于导

师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领导者的需求。跨部门交流虽能

拓宽视野，但缺乏系统性的培养计划。因此，亟须对现有模

式进行深入评估，弥补其不足之处，确保领导力发展更贴合

实际需求。

3.2 领导力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在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与挑

战。现有的培训模式往往偏重理论知识的灌输，缺乏实践操

作的机会，导致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应对挑战时缺乏应变能

力。其次，导师制度虽然能够提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

但受制于导师资源的有限性，无法覆盖所有领导者，导致发

展机会不均衡。最后，领导力发展缺乏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培

养计划，未能充分挖掘和发挥领导者的潜力和特长。综上所

述，要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需要创新培训模式，加强导师

资源建设，注重个性化发展规划，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以

全面提升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水平，促进组织的持续发展和

进步。

3.3 技术与社会变革对领导力发展的影响
在当前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的现状分析中，技术与社

会变革对领导力的影响愈发显著。技术的不断进步催生了新

的管理工具与沟通方式，领导者需要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管理

需求，善于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组织效率。同时，社会结构的

变化与多元化的价值观挑战着传统领导力模式，领导者需具

备更开放、包容的领导风格，以更好地适应组织内外部的多

元化需求。这种技术与社会变革的双重冲击要求领导者具备

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力，不仅要关注组织内部的运作，还

需要积极引领团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实现领导力在

不断变革中的持续发展。

3.4 领导力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中的体现
在当前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的现状分析中，领导力在

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体现愈发凸显。在人才培养层

面，领导者的激励与引导作用不仅体现在学科知识的传授，

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设立导师

制度、开展实践项目以及提供职业规划支持，领导者能够在

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塑造具有全面素养的人才。

在学术研究方面，领导者的引领与支持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学

术氛围和科研成果。因此，领导力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中

的体现不仅是对学校整体实力的提升，更是为未来社会培养

具有领导潜质的人才奠定基础。

4 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策略探讨

4.1 制定符合民办高校特点的领导力培养计划
在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中，制定符合特点的领导力培

养计划显得至关重要。首先，需充分考虑民办高校的办学理

念和组织文化，将培养计划与学校的独特特色相契合。通

过对学校定位、目标和价值观的深入了解，可明确领导者所

需的核心领导力素质，如创新意识、团队协作和变革能力。

其次，培养计划应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注重操作性和可

操作性。通过模拟案例、实际项目和行业合作，领导者能够

在真实场景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实践操作技能，从

而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教育管理环境。最后，制定个性化

的学习路径和发展目标，激发每位领导者的独特潜能，使其

在培养计划中获得最大程度地成长和收获。制定符合民办高

校特点的领导力培养计划，需要综合考虑学校文化、实际需

求和个体差异，以确保领导者在发展过程中全面提升核心素

质，推动学校领导力水平的长期进步。

4.2 建立有效的领导力评估机制
在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策略中，建立有效的领导力评

估机制是确保发展目标达成的关键一环。首先，评估机制应

结合学校的战略目标和领导力培养计划，明确定义领导者所

需具备的关键能力和素质。通过制定明确的评估标准，能够

量化和具体化领导者的发展方向，使其更明确自身发展的

方向和目标。其次，评估机制需要包括多维度的评价指标，

涵盖领导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通过 360 度评估、

同事评价和学员反馈等多方位的信息收集，能够全面了解领

导者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提高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最

后，建立定期的评估周期和反馈机制，使领导者能够在实际

工作中及时调整和改进。通过定期的个别面谈和发展计划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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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确保评估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优化的

循环。建立有效的领导力评估机制有助于民办高校领导力发

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为制定精准的发展策略提供科

学依据，从而推动领导者和整个组织的不断进步。

4.3 加强领导力发展与组织文化建设的结合
首先，在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策略中，加强领导力发

展与组织文化建设的紧密结合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领导力

应与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和愿景相契合，以确保领导者的行为

和决策与组织文化相一致。通过深入融合领导力培养计划和

学校文化，能够培养出更具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领导者，为学

校长期发展注入积极能量。

其次，组织文化的核心要素应贯穿于领导力培训的各

个环节。通过引入实际案例、教育理念的讨论和组织文化的

体验活动，使领导者深刻理解学校的独特文化氛围，从而更

好地引导团队实现学校的战略目标。

最后，强调领导者在组织文化中的角色定位，使其成

为文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通过鼓励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体

现学校价值观，构建积极向上的组织氛围，引领团队形成

共同的文化认同。在综合领导力发展与组织文化建设的过程

中，能够实现相辅相成、相互强化的效果。这种紧密结合不

仅有助于培养符合学校特色的领导团队，更能够促进组织的

整体凝聚力和发展潜力的充分释放，为民办高校在变革中走

向卓越奠定坚实基础。

5 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实践案例分析

5.1 某民办高校领导力培训项目的设计与实施
某民办高校成功实施的领导力培训项目为领导者提供

了全面而深刻的发展经验。首先，该项目在设计阶段充分考

虑学校特点，明确培养目标与学校战略方向相契合。通过深

入调研学校文化、领导力需求和组织目标，设计出符合实际

需要的培训内容，确保领导者在培训中获取的知识与学校的

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其次，实施阶段采用了多元化的教学方

法，包括案例分析、团队合作项目和实地考察等。通过这些

活动，领导者得以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培养解决问题的实际

能力，增强团队协作精神。培训项目还注重与学校的教学和

管理实际相结合，使领导者能够在培训后更好地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最后，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注重个性化发

展，通过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根据领导者的实际需求和发

展方向调整培训计划，使培训更贴近个体成长轨迹。

5.2 某民办高校领导力发展成功经验分享
某高校将领导力发展融入学校文化，确保领导者的行

为与学校价值观一致。首先，通过组织文化的深度融合，领

导者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更好地体现学校的理念，从而形成领

导力的文化共鸣。其次，该高校注重个性化的领导力发展路

径。通过系统的评估和深度沟通，根据每位领导者的优势、

潜力和发展方向量身定制培养计划。这种个性化的关怀不仅

使领导者在发展过程中感到被重视，也更好地满足了他们不

同的学习需求。最后，成功的经验分享体现在多元化的培训

方法上。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行业专家讲座和跨部门交流等

方式，领导者得以接触到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培养全方位的

领导力素质，提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一成功经验的核

心在于将领导力发展融入学校文化、关注个性化需求、采用

多元化培训方法，为民办高校提供了可复制和推广的模式，

为全面提升领导力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6 结语

在民办高校人力资源变革中的领导力发展研究中，论

文深入探讨了领导力的重要性、现状分析、存在问题与挑战

以及可行的发展策略。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发现个性化的培

养计划、有效的领导力评估机制以及与组织文化的结合，都

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民办高校在领导力发展中需注重贴近实

际、创新方法、个性化培养，以适应变革环境的需要。这一

研究为民办高校提升领导力水平提供了深刻思考和实践指

导。领导力的不断发展与提升不仅对个体领导者的职业成长

至关重要，更关系到整个组织的稳健发展。在未来，我们期

待民办高校在领导力发展方面能够借鉴研究中提出的策略，

持续创新实践，打造更为灵活、适应性强的领导团队，为教

育事业的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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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ety, big data technology is flourishing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has also had an impact on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 necess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in universities is elaborated,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guided by big data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on the efficiency, quality, decision-
mak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universi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as well as the difficultie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universi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enhance the scientificity of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help managers make 
more accurate decisions. However, universiti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ssues such as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as well as 
guidance for technological updat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is study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mproving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leve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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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社会中，大数据技术在各行业中蓬勃发展，也对中国高校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带来影响。一方面，阐述了高校人力资
源管理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及由大数据技术引导的转型研究背景。另一方面，采用理论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分
析了大数据技术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效率、质量、决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结果表明，大
数据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可有效提升工作效率，提高人力资源分配的科学性，帮助管理者作出更精准的决
策。但高校在实施过程中需注意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更新引导等问题。该研究对于指导中国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的数字化转型，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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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推进，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已经

渗透至各行各业，成为推动各项工作高效、精细化运作的有

效工具。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领域，对于人力资源的管

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

统在处理效率、决策精确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而大

数据技术的引入，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

能。大数据可以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

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也就

是说，大数据技术可以极大地推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

数字化转型。然而，大数据技术的引进并非没有挑战。数据

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问题，技术更新所带来的压力等，都是在

转型过程中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因此，论文以大数据技

术引导下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为主题，系

统研究了大数据技术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转型的影响

以及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期指导中国高校人力资

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

2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必要
性及背景

2.1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现状与挑战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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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转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传统的高校人力资

源管理方式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手工操作的工作流程效率

低下，导致人力资源部门无法及时响应和满足师生的需求。

数据管理存在问题，由于信息碎片化、信息难以获取和整合，

导致信息分析和决策的困难，无法为高校提供准确、及时的

人力资源决策支持。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性需要提高，需要

更加科学、精细、系统地进行管理。

2.2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其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

推动力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也

迎来了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数据获

取、存储、处理和分析能力的显著提升，为高校提供了更好

的信息管理和决策支持工具。通过大数据技术，高校能够收

集、整合和分析各类与师生相关的数据，包括招聘、薪酬、

绩效评估等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组织内部的人力资

源情况，为人力资源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3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

意义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必要

性和意义。通过数字化转型，高校能够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

效率和精确性。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优化工作流程、提高

数据管理和分析的能力，从而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和准

确性。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高校更好地了解和分析人力资源

情况，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布局，提升组织的整体绩效。

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提供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支持，为决

策者提供准确、全面的人力资源数据和分析结果，帮助其做

出科学的决策。

基于以上的必要性和意义，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

数字化转型呼之欲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

困难和挑战 [2]。论文将重点探讨大数据技术对高校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的改造以及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3 大数据技术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改造

3.1 大数据的引入和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

应用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是基于大数据技

术的，论文将讨论大数据技术如何改造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

大数据技术的引入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带来了新

的数据来源。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主要依靠员工的填写

和上报来获得信息，但这种方式往往存在信息不准确、遗漏

和滞后的问题。而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清洗

等手段，自动地从各个系统和平台中获取相关的人力资源信

息，实现信息的实时性和精准度。

大数据技术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主要包

括人才招聘、员工培训和绩效评估等方面。通过分析海量的

招聘数据，高校可以更精准地找到适合的人才，并通过大数

据技术预测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绩效表现。大数据技术可以

帮助高校构建个性化的员工培训计划，根据员工的能力和需

求推荐适合的在线培训课程。大数据技术还可以通过对员工

绩效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提供科学依据，支持高校进行绩效

评估和激励机制的优化。

3.2 大数据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效率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效率有

显著影响。

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高校人力资源部门快速准确地获

取各个系统和平台中的信息，消除了传统的手工填写和上报

环节，提高了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效率。

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和挖掘，提供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决策的依据。传统的人力资源决策往往依

赖于经验和直觉，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大数据技术

可以基于大量的数据进行模型建立和预测，帮助高校人力资

源部门做出更科学和准确的决策。

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数据可视化和智能化工具，提高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操作和分析效率。通过以图表和报表等

形式呈现数据，人力资源部门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各项指标的

情况，并及时进行分析和调整。

3.3 大数据如何优化高校人力资源的决策过程
大数据技术在优化高校人力资源的决策过程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对招聘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帮助

高校人力资源部门优化招聘策略和流程。通过分析候选人的

背景、能力和潜力等信息，高校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候选人的

适应性和发展潜力，从而优化招聘决策。

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对员工绩效数据的分析和挖掘，

帮助高校人力资源部门优化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通过分析

绩效数据，高校可以发现绩效优秀的个体和团队，从而制定

相应的奖励措施；也可以发现绩效较差的个体和团队，采取

相应的改进措施。

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对员工培训数据的分析和挖掘，

帮助高校人力资源部门优化培训计划和资源配置。通过分析

员工的培训需求和培训效果，高校可以针对性地提供适合的

培训课程和资源，提高培训的效果和满意度。

大数据技术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改造具有重要意

义。它不仅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还可以优化决策

过程，实现更科学和精准的人力资源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可

能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论文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4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数字化转型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

4.1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问题
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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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问题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由于数字化深

度管理的推广，大量的人力资源信息被记录和存储，包括教

职员工的基本信息、工作表现、培训记录、绩效评价等 [3]。

这些信息的泄漏或者滥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对员工的

隐私权产生影响，甚至可能涉及法律诉讼。而跨平台、跨数

据库的信息共享和传输，为数据保护带来新的难度。另外，

虽然大数据技术在处理和防护信息泄露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但依然不能 100% 承诺数据的安全。

4.2 技术更新带来的挑战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技术更新带来的挑战不容忽

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在引入并使用大数据技术后，必

然要应对新技术的快速更新和升级。在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发

展中，新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工具不断涌现，技术标准

不断提高，使得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

新的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应用于平台的改造和优化。

技术更新带来了一种新型并且复杂的问题——技术选

择困难。对于各种新出现的数据处理工具和分析模型，管理

者需要根据自身系统需求和数据特征做出最佳的选择。过于

繁多的选项容易造成选择困难，而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导致效

率低下，甚至可能对数据的分析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更新还导致系统整体落后的问题。由于新的数据

处理和分析工具的快速更新，现有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可能无法及时跟上，导致整体水平落后。例如，新的数据处

理工具可能更有效地处理复杂的、庞大的数据集，而现有的

系统可能无法支持这些新工具，这就需要对系统进行大规模

的升级和更新，使其能够支持这些新的工具。这无疑会增加

系统运作的复杂性和管理的难度，也将占用大量的人力和

财力。

除此之外，技术更新还带来了工作人员技能的挑战。

每一次技术更新都可能需要工作人员更新他们的知识和技

能，以适应新的技术。这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

行培训，而且也会对工作人员产生压力，容易导致人才流失。

以上所述，技术更新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技术选择、系统整体落后和工作

人员技能等方面。因而，高校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必须认识到这些挑战，并积极应对，以确保数字化转型的顺

利进行。“一切困难都不能阻挡发展创新”的精神，指引着

迎接技术更新带来的挑战，将其转化为推动进步的动力。

4.3 如何有效实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

转型
为了有效实现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

高校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也包括如何有效地构建和执行

数字化转型计划，如何选择和适应符合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

系统以及如何平衡老旧系统的维护和新系统的开发等。而这

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高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高校还需要注意到，数字化转型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

的问题，更多的还是管理和战略层面的问题，它涉及高校的

人力资源策略、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等多个领域，涉及许多

复杂的权衡和取舍。例如，高校如何根据自身的特性和目标，

开发出适应新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如何优化组织结构

和业务流程，以适应数字化的需求；如何在数字化转型的过

程中，能既注重效率，又不失公平性；等等。

总的来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高校以足够的沉着冷静和科学的思

维来面对和解决其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只有这样，高校才

能在大数据时代，更好地管理和发展自身的人力资源，以推

动自身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5 结语

通过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研究，

我们认识到大数据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可以有效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决策的精确性。然而，

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数据安全，

技术更新引导等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虽然论

文明确了大数据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价值，给

出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并对可能的困难和挑战进行了深度探

讨，但仍存在部分不足之处。例如，论文未就如何细化数字

化转型的实施策略，如何调度和培训高校工作人员来应对数

字化转型所需的技能进行详细分析。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为

中国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明确的指

导意见。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实证依据，如可以通

过问卷或实地调研等方式，更细致地了解实际操作中的困境

和需求。此外，大数据技术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如何

有效地融合新的技术在未来也会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总的来

说，通过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更

好的解决方案，以提高中国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数字化

转型程度，从而提高高效，精准的人力资源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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