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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Standardized Party Branch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Lei Wang
China Railway Taiyuan Bureau Group Co., Ltd. Datong Station, Datong, Shanxi, 037000, China

Abstract
Party branch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promote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reform, its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cohesion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y branch, enhance th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of the Party branch and the role of the Party members of the battle fortress.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he Party bran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necting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and condensing the strength. However, in the actual work, some enterprise Party branch due to the organization form is not standard, 
the activity content is single, the style is not real and other problems, resulting in the Party members participation is not high, the 
work effect is not obviou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Party branch on the track of standard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we must practice exploration and find effectiv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Keywords
standardization; Party branch construction; grass-roots Party construction; scientific level

创建标准化党支部建设，提升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
王磊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站，中国·山西 大同 037000

摘 要

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提高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党
支部的组织能力和党员队伍的战斗堡垒作用。党支部作为党组织的基础，发挥着承上启下、组织协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
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企业党支部由于组织形式不规范、活动内容单一、作风不实等问题，导致党员参与度不高，
工作效果不明显。为了推动企业党支部建设走上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就必须进行实践探索，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标准化；党支部建设；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

【作者简介】王磊（1995-），男，中国河北辛集人，本

科，从事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研究。

1 创建标准化党支部建设意义

党支部作为基层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具有重要地

位和作用。它是党在各单位和群众中的细胞，承担着贯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党员教育管理、发动群众、动员群众、

监督群众等职责。党支部是党的工作基础，是各个阶段工作

的基石。党支部的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党

的事业发展的关键。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所具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其分别为：①为其先锋堡垒作用的凸显提供保

障。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党支部属于连接党与人民的重要桥

梁以及党在基层组织中的重要阵地，为此，需通过针对基层

党建模式进行科学创新，并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结构体系的

完善性，从而为基层党组织价值的发挥提供充分保障。在此

背景下，党支部建设工作所面临的要求愈发严格。②提升基

层组织力的内在需求。目标与管理方式的统一属于党支部建

设与规范化管理两者间存在的主要联系，现阶段，党支部工

作本身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程序性与严谨性特征，而这类特征

便属于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所需落实到具体要求。

③通过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属于提升党建工作合理性

的重要基础。党建合理化及科学水平的提升属于党在现代化

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针对党的建设的科学、合理

化进行综合分析则能够得知，其本身指的就是党建工作的落

实需以我党呈现出的本质特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党建工

作需具备程序化、制度化特征。为此，需以党支部标准化规

范为基础，针对其建设方法展开深入探究，从而确保基层党

建工作成效能够从本质上获得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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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线上线下融合不深
由于线上和线下的党建工作缺乏有效衔接，导致工作

脱节。这种情况下，党建信息化往往更多地关注对外展示，

通过各种线上活动刷“存在感”，而忽视了对内党员群众的

实际需求，导致内部“满意度”上不来。这种问题主要源于

对党员群众客观实际需要缺乏深入分析，导致线上活动与党

员群众的实际需求脱节。同时，线上活动缺乏与线下活动的

有效对接，使得党员群众在线上参与活动后，无法将学到的

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影响了党建工作的实际

效果。

2.2 思想重视不够，工作推进不力
个别党支部、党员甚至党务工作者，把党支部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片面认为是“软指标”“虚任务”，临时性、阶

段性工作，谋划流于形式，落实被动应付，制度落实不严，

机制运行不畅，党支部工作缺乏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对支部书记的工作职责缺乏科学系统的量化分析，基层党建

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齐抓共管的党建工作局面没有全

面形成。

2.2 建设能力不强，思路举措不新
以铁路基层车间（站）为例，一线党支部书记和委员

均为车间（站）负责人或业务骨干，驾驭业务有余，承担任

务较多，造成时间不足、精力欠缺。思党务、抓党建工作热

情不高，思路举措不新，活动内容不丰，作用发挥不够。党

务知识培训渠道较窄，针对性不强，各党支部间推进质量和

效果不够均衡。

2.4 党务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不足
要全面贯彻落实国铁集团提出的构建“六个现代化”

体系目标要求，在勇当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火车

头”进程中争做排头兵，就要求铁路各级党组织在党支部的

建设中应配置高水平的党务工作人员。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些

问题，如干部职工工作执行力度不足、工作观念落后等，导

致党建工作无法顺利执行，且个别一线车间的兼职党务工作

者对党建业务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较低，开展工作方法死板，

面对党建工作无从下手，影响党支部建设水平的提高，工作

队伍的活力逐渐减弱。

3 创建标准化党支部建设，提升基层党建科
学化水平的策略

3.1 立足本职，探索党建融合路径
一是以构建贯通协同的党建责任体系为切入点，建立

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责任制，推动基层党支部书记在做好业

务工作的同时，坚决扛牢党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把党建作

为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安排，定期研究，形成党

建与业务工作齐抓共管的工作责任机制。二是以基层党支部

议事职能发挥为切入点，探索建立基层党支部议事“正负面

清单”，规定基层党支部必须前置研究事项，发挥基层党支

部在对口服务单位的业务推进、干部选拔等重大事项上的话

语权，引导基层党支部自觉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三是以

基层党建品牌创建为切入点，深化实施“一支部一品牌、一

站段一榜样”的创建活动，探索品牌实施的路径和方法，推

动支部品牌落地。

3.2 强化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工作的融合
基层党建工作开展中，需要对基层党支部示范点进行

构建，在此基础上推动基层党支部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以铁路行业为例，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中，铁路企业需

要促进党建与业务的融合，确保企业党建工作水平可以得到

明显优化，并将铁路企业中基层党组织的特殊功能与作用体

现出来。铁路企业需要明确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目标，对党建

与业务融合的制度机制进行合理制定，使得党建工作能够与

铁路企业发展实现紧密结合，以此来促进党建与业务实现有

效融合。铁路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方向对党建与业务融合

的规划与方案进行合理制定，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的方式部署

党建工作，制定针对性的党建工作机制，确保党建工作可以

得到有效落实，使得企业中党员干部以及工作人员的综合能

力以及思想道德水平可以得到有效改善，使其在提高企业基

层组织力的同时推动铁路企业党支部实现标准化规范建设。

在党建与业务融合过程中，可将党建工作中的引领性作用发

挥出来，以此来推动铁路企业中各项业务活动的有序开展。

企业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另一个关键方法

是强化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工作的融合。党建工作与企业业

务工作的有效融合可以使党建工作更加贴近企业实际、服务

于企业发展，可采取以下措施：制定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的

整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党建工作目标与企业发展目标的

一致性，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战略规划和经营管理中。加强

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工作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建立党建

信息化平台，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

平。开展党建工作与企业业务工作的联合活动，如组织企业

文化活动、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员工技能培训等，以提升员

工凝聚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强化党建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导

向作用，发挥党支部在决策协调、矛盾调解、风险防范等方

面的作用，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促进党建与企业业务工作的

深度融合是提升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水平的重要途径，需要明

确党建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关系，确保二者在方向上的一

致性和协同性。党建工作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更应

该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应推进党建

目标与企业战略目标的深度融合，通过细化、量化党建工作

目标，使其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有机结合。

3.3 贯彻工作条例，全面落实推进
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为遵循，以

行业关于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意见为指导，以系统

《党建规章制度手册》《党务工作规程手册》等多部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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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为依据，定期开展党务培训、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

员；围绕高质量发展中心任务，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立项攻

关、党内“三无”竞赛、主题实践活动等；确保基层车间党

支部要有特色鲜明的党员活动室，坚持“十个一”的建设标

准，要有一块党员活动室标志牌，悬挂一面党旗，有一块入

党誓词和党员义务权利等揭挂，有一个专用文件柜，有一个

党支部成果展示柜，有一份党报党刊，有一套党员电教设备，

有一面党员作用展示墙，有一套完善的党员活动制度，有一

本活动记录本。在此基础上，可结合自身实际，拓展教育功

能，营造浓厚氛围，组织体系设置、班子队伍建设、党员教

育管理、党的组织生活、工作载体搭建、活动场所建设、工

作运行机制、服务党员群众、基本工作保障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全面推进。以基层党支部、党小组、党务工作者、党员为“四

个层面”为主体，建立一个考核平台，开展四层多指标党建

绩效考核，从而实现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可量化、

可监督、易考核，为基层党建工作提供标准、规范流程、落

实监管。

3.4 强化典型选树，筑牢思想之魂
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从选树典型到推广典型，再

到关爱典型，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典型选树推广机制，使

各党支部、全体党员学有方向、赶有目标，引导广大党员在

爱岗敬业、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服务群众中走在前列、勇

当先锋。通过开展“重载文化线建设”“书香支部”“讲党

史故事”“季度党员之星”评选等活动，促使党员干部不断

地补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全面提高党员干部职工的业

务技能和综合素质，调动党员干部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营造互学互追的良好氛围。同时，将支部标准化规范化与中

心工作同频共振，使党员干部在生产实践中砥砺品质、增长

才干，成为推进中心工作的主力军。积极探索党员干部积分

制考核管理，把体现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方面的内容与党

员干部参与企业重大调研课题、重要改革创新项目、承担急

难险重任务等党员参与业务攻坚克难的内容作为加分项，更

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5 多渠道创新线上基层党建工作
基层党建要借助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收集网上数据，

培养世界眼光，保证基层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首先，充分发挥线上教育优势，

体现“数字党建”融入基层党建活动的生动性与实效性。巩

固“数字党建”融入基层党建的学习教育阵地，对内用微信

公众号定期推送党的理论成果，开设学习线上课堂，播放先

进人物事迹的微视频，上传优秀的党性教育视频课件资源。

对外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共产党员”教育平台等

新媒体平台开发的微党课，多方式、特色化开展党建学习教

育，增强思想教育的吸引力，从而促进广大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群众主动接受学习教育。

3.6 严格突出党支部政治功能
针对党支部进行综合分析则能够得知，政治功能本质

上属于党支部所具有的主要功能之一。为此，在党的政治建

设的指引下，全面强化政治要求在党支部建设中的贯彻力

度，从而实现良好的政治引领目标。在此过程中，党员教育

工作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用党的章程建

设党支部，进而确保党支部在维护党中央权威性等方面具有

的作用能够得以充分发挥。明确党支部所具有的政治本色，

并在落实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工作时为党员提供良好

的讲习平台，进而在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

基础上，确保党的思想方针能够有效传递到基层中去。总的

来说，需以党支部规范化建设为基础，为相关组织建设工作

的开展提供依据，并借此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社会参与等

制度体系，从而在全面强化党支部话语权的同时，提升党支

部与各类组织及群众之间的联系性，进而有效应对党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矛盾问题，最终为党支部凝聚

力以及基层组织力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4 结语

企业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是推动企业健康发

展和党建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举措。论文通过对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的必要性、路径和方法进行探讨，旨在为企业党建工

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促进企业基层党支部建设的规

范化和标准化水平不断提升，为企业改革发展注入强大的组

织动力。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和实践，相信企业基层党支部

将在党建工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和

全面进步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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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discusses how to strengthen state-owned enterprise party organization party leading 
role to improve the overall work quality and efficiency, mainly analyzes the quality in strengthen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party branch secretary, strengthen the team role and personnel training countermeasures, also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 are 
discussed deeply, through the practice case shows how to implement these measur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achiev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function and team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ystematic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assessment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rty construction has a remarkabl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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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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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了怎样通过强化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来提升其整体工作质量和效能，重点分析了在加
强制度建设、提高党支部书记素质、强化班子作用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对策，还结合具体案例深入进行了讨论，通过实
践案例展示了在国有企业中如何实施这些措施来达成党组织功能的有效提升和队伍建设的不断优化，研究结果显示系统化
的培训和科学的考核机制对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有着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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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

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党的十八大以

来，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论文通过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进行系

统分析，探讨如何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党建引领作用，旨

在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国有企业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的必要性

2.1 遵循党的历史发展规律
从党成立之初就在工人运动中建立党的组织，为推动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有企业成为国

家经济主体且党的组织在企业中领导地位逐步明确，从厂长

负责制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让党的领导作用在企业

管理中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党组织

建设相应调整主要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进入全面加强新阶段，党的建设逐步

纳入企业治理结构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确保党和国家方针

政策在企业有效执行，这整个过程既体现了党的发展步伐，

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2.2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面领导包括政治、思想、组织、监督、人才和

服务等多方面的领导。例如，在政治领导方面，党靠制定和

贯彻国家政策来确保企业发展方向符合国家利益；在思想领

导方面，党组织用思想政治工作统一职工思想并增强企业凝

聚力；在组织领导方面，凭借健全的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来

保障企业高效运作；在监督保障方面，通过依托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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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开展监督执纪来维护企业的合法经营和企业员工的廉洁

自律；在人才培养方面，利用选拔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来确保

企业有坚强的领导和员工队伍；在服务保障方面，党组织提

供各种支持以确保企业在运营中获得必要的资源和保障。

2.3 发挥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国家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不但推动经济增

长、促进科技进步，而且保障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通

过加强党建工作，国有企业可以更好地履行经济责任与社会

责任，党组织能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推动技

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进而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此外，党

组织还能通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来履行社会责任，增强企业

社会形象和影响力，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能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给企业持续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

3 国有企业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的现状与问题

3.1 党组织基础功能不到位
在很多国有企业里，有些基层党支部对于党组织的角

色以及功能认识得不准确，以至于没办法有效将思想教育、

政治引领、组织动员和服务群众这些任务给整合起来，而且

党支部建设跟行政组织建设之间出现脱节的情况，没能够形

成有效的工作机制，这就使得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没法充分地

体现出来，这种状况不但对党组织在企业里的核心作用有影

响，还对党组织的实际效能形成了制约。

3.2 党支部基础工作不扎实
党支部在基础工作方面执行得不扎实，尽管党支部普

遍都建立和完善了“三会一课”制度，然而在具体实施的时

候却存在着像党员基础信息管理以及党内活动开展不够细

致、不够经常等诸多问题。而且部分党支部在执行这些制度

时没能严格按照标准来，出现了丢项漏项的情况，基础工作

不够规范，这就致使即便有相关制度安排，也没能达到预期

效果，进而影响了党支部整体工作的质量。

3.3 党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不突出
党内活动跟企业战略目标结合得不够紧密，从而导致

党支部的工作和企业实际业务有脱节现象，党内活动还缺乏

针对性，没能有效地去支持企业的战略实施，党员的示范作

用以及活动效果也没能明显地体现出来，这种脱节不但让党

建工作在推动企业发展中作用有限，还影响了党建与企业中

心任务的有效结合。

3.4 党支部书记基础业务不过硬
党支部书记在基础业务方面有不足之处，特别是那些

从业务岗位转到党务岗位的书记，他们通常对党支部工作的

内容、任务以及职责掌握得不够全面，在实际工作中，这些

书记对上级党组织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安排领会不够深入，也

没能结合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去进行细化落实，以至于工作中

常常出现“中梗阻”“一刀切”的情况，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3.5 党支部委员作用发挥不充分
很多党支部委员对自己的角色和职责认识不清楚，政

治敏感性不够，没能有效履行“一岗双责”，他们在推进党

建工作时的作用显得虚化和弱化。对党建基础业务的学习以

及会议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没能够充分发挥出他们在党支部

里的纽带作用，这种状况削弱了党支部的集体智慧和工作效

能，对党支部的整体工作效果产生了影响。

4 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的对策
与措施

4.1 强化制度建设，实现支部管理“粗变细”
制度的制定要充分细化，像对党支部基本功能进行规

范、明确党内活动频次与内容、确定党员信息管理方式等，

这样才能确保党支部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通过制定详细实施

细则能让党支部工作更规范，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并达到

预期效果。而建立科学的检查和考核机制是制度建设关键环

节，定期自查和外部审核可及时发现党支部工作不足从而制

定改进措施，这样不仅能提高执行力还能防止问题积累扩

大。以某大型国有企业为例，其在实施党支部管理制度过程

中，先制定了详尽的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方案，明确了党支部

工作职责、活动频次、记录要求等细节，如党支部每月要

提交详细自检报告包括党内活动具体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

这些报告由专门审核小组审查确保真实性完整性，在一次季

度检查中发现某党支部在党员活动记录方面有遗漏，企业随

即对其进行针对性培训并要求重新整理完善活动记录提升

工作质量。此外，还建立了季度成果展示会制度，每季度末

所有党支部要展示党建工作成果包括活动开展情况、问题整

改效果等，在一次展示会上展示了通过制度化管理改善党支

部工作效果的成功案例，像某党支部通过细化管理流程和定

期检查显著提高了党员活动参与度和记录准确性，通过这种

方式既加强了党支部管理的规范性，又促进了经验交流与学

习，提高了整体党建工作质量。

4.2 强化检查指导，实现书记素质“低变高”
建立常态化检查制度是提升书记素质的基础，要制定

详细检查计划和标准，定期对党支部书记工作全面评估，通

过这种系统检查能及时发现问题给予反馈并提出改进建议，

且检查应涵盖工作记录、会议安排、党员活动等各方面以确

保书记工作按既定标准实施来推动素质提升。对书记的培训

与指导很重要，企业要定期组织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提升其理

论水平和实务能力，培训班内容包括理论学习、实际操作技

巧、问题解决方法等以帮助书记更好理解党建工作重要性并

掌握实操技巧，还应鼓励书记间交流与合作通过分享经验和

解决问题促进相互学习成长。建立综合评价和激励机制也是

重要措施，企业应设置年度评估制度对党支部书记工作全面

评价，包括对其推动党建工作表现、政策执行情况及解决问

题能力等评估，通过评价能识别优秀书记并奖励认可同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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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进行针对性改进，以某大型国有企业为例，其通过

建立定期检查和评估机制有效提升了党支部书记工作素质，

企业每季度组织全面检查包括党支部工作记录、党员活动情

况及会议记录等，检查小组不仅评分还提供详细改进建议，

如一次检查发现某支部书记组织“三会一课”有遗漏随即提

出改进意见并下次检查跟进，此外还定期举办党支部书记培

训班邀请党务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书记授课分享，一次培训中

党务专家讲解高效组织党内活动和解决实际问题技巧帮助

提高了实操能力，培训后参与者表示内容实用且工作成效明

显，最后企业建立综合评价机制每年对党支部书记工作全面

评估，年度评估中通过调查问卷、现场考察和工作成果对比

等评估书记工作表现，如最近年度评估发现一位书记政策执

行和问题解决突出就给予了表彰和奖励。

4.3 强化班子作用，实现政治功能“弱变强”
要提升党支部班子的政治功能，第一，要明确班子成

员职责和任务，让班子成员在党建工作中扮演的角色清楚，

这样才能确保每个人职责充分履行，制定明确职责分工和工

作任务能帮班子成员在决策和执行中充分发挥作用，此外班

子成员还得接受系统培训掌握最新政治理论和党内政策，定

期组织理论学习和实践培训有利于提高班子成员综合素质，

让他们能更好结合企业实际开展党建工作。第二，建立科学

考核机制是关键，通过定期工作评估和反馈能及时发现班子

在党建工作中的不足从而推动改进提升，评估内容要包括班

子在党建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政治功能发挥情况等以确保考

核结果能客观反映班子实际表现，有效的考核机制能促使班

子成员在工作中不断优化提升整体政治功能。以某大型国有

企业为例，该企业在强化党支部班子作用方面采取了这些措

施，首先企业制定了《班子职责分工方案》明确了班子成员

具体职责并通过定期班子会议讨论和决策重大党建问题，其

次企业组织了班子成员专题培训班邀请党建专家讲解，培训

内容包括在新时代背景下有效开展党建工作以及如何将党

建工作与企业业务相结合，培训后班子成员把所学知识用到

实际工作中，在企业战略规划中融入党建元素提高了党建工

作实际效果。

4.4 强化人才培养，实现队伍建设“软变硬”
强化人才培养是提升党组织建设质量的核心环节，目

的是把党组织的人才队伍从“软实力”变成“硬实力”，就

是不但得有高政治素养，还得有扎实专业能力和实际操作能

力。为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建立系统化培训体系，这体系

得包括理论学习、技能培训和实际操作这三方面，保证党员

和党务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跟上趟。其次，制定明确

人才培养计划，企业可以弄个《党员干部培训计划》和《党

务工作者能力提升方案》，对培训内容、目标和评估方式详

细规划，如可以设不同层级培训课程，按参与者工作岗位和

职责提供定制的培训内容，同时得明确培训考核标准，通过

考试、评估等检验培训效果，保证每个党员干部在培训中都

有收获还能把学到的用到实际工作里，以某国有企业为例，

这企业在人才培养上采取了好些有效措施，企业设了“党建

与业务融合发展培训项目”，每年组织好多期培训班，培训

内容有党的政策理论、组织管理技能还有业务实际操作等好

多方面，在培训时企业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像有一次培训通

过讲解公司咋在重大决策中用党的方针政策，就让参与者不

但掌握了理论知识还学会运用到工作中。最后，企业还实行

了“导师带徒”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个新入职的党务工作

者都会被指定一个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当导师，负责传授工

作经验和技巧，这种一对一指导方式有助于新党员快速适应

工作环境并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如新入职的党务工作者通过

导师指导成功完成了一个关于提高党员活动参与度的项目，

大幅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活跃度和影响力。最后企业建立了

“人才培养效果评估机制”，每个季度进行一次培训效果评

估，评估内容包括培训参与情况、知识掌握程度和实际应用

效果。

5 结语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强化国有企业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

的关键对策，像制度建设、书记素质提升、班子作用强化以

及人才培养这些，还通过具体案例展示，证实了系统化管理

和科学考核对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是有效的，国有企业得持续

优化党建措施，结合实际需求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以确保企业能在复杂环境里稳稳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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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企“三重一大”决策档案文件材料的管理工作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企业治理的规范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当前，该类档
案文件管理工作存在调研论证材料不完备、申报审批文件不规范、讨论记录不具体以及决策效果评价闭环不系统等问题。
为提升管理质量，应完善调研论证材料的归档标准，规范申报审批流程文件的管理，细化决策过程记录的整理与保存，构
建系统化的决策效果评价闭环档案管理机制，从而保障决策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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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企“三重一大”制度是企业规范管理和风险防控的

重要保障，涉及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及

大额资金使用。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有完整、规范的档

案文件管理作为支撑。然而，随着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增加，

“三重一大”决策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文件在归档、整理、保

存和利用上仍存在不足，影响了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本

文旨在分析当前国企“三重一大”决策档案管理的现状与问

题，探索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以提升档案管理的规范化和

系统化水平，从而为企业治理提供有力保障。

2 国企“三重一大”决策档案文件材料管理
现状

2.1 文件材料规范性不足

在国企的“三重一大”决策过程中，申报审批环节的

文件材料规范性直接关系到决策的合法性和合规性。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部分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存在不足。例如，某

国企在申报一个大型基建项目时，由于相关部门对材料规范

性要求理解不到位，提交的文件中缺少必要的签字和盖章，

审批流程记录不完整，甚至存在部分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现象。这种材料规范性不足的情况，不仅延误了项目审批

进度，还给后续的决策合规性带来了隐患。此外，在某些

国有企业的项目申报过程中，文件材料格式不统一、内容不

翔实等问题较为普遍。例如，在申报重大设备采购项目时，

某国有企业的采购部门提交的文件缺乏详细的技术规范说

明和市场比价记录，且不同部门提交的材料格式不一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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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审批部门的审查难度。由于材料准备不充分，审批部门

不得不多次退回修改，导致决策流程效率低下。这些问题暴

露出国企在“三重一大”决策申报审批环节中，文件材料管

理存在较大的规范性不足。这不仅影响了决策的效率和质

量，还可能引发法律和合规风险。为此，企业应加强对申报

审批文件材料的管理，制定并严格执行统一的文件规范，确

保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合规性，提升决策过程的规范化 

水平 [1]。

2.2 文件材料前期准备不充分
在国企的“三重一大”决策过程中，前期文件材料的

完备性直接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效果。然而，在实际操

作中，许多企业在决策前期的文件材料准备方面存在不足。

例如，在某国企进行重大投资项目决策时，虽然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提交，但由于时间紧迫和人员配置不足，

相关的市场调研数据、风险评估报告以及专家论证意见并未

充分收集和整理。这导致决策团队在讨论时无法全面掌握市

场变化趋势、项目潜在风险及其应对措施，进而影响了决策

的科学性。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缺乏系统化的文件管

理制度，导致相关部门在提交决策材料时，缺少必要的审批

流程记录和历史会议纪要等数据材料的支持。例如，在进行

大额资金拨付决策时，由于缺乏对过去类似项目的经验总结

和数据分析，决策团队难以做出全面、合理的判断，增加了

决策失误的风险。这些问题反映了国企在“三重一大”决策

前期文件材料管理中的现状，说明在决策前期，完善文件材

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流程是确保决策质量的重要环节。只

有通过建立健全的文件管理制度，确保决策依据的全面性和

科学性，才能有效降低决策风险，提高企业管理的规范性和

效率。

2.3 决策效果评价闭环的文件材料管理缺乏系统性
在国有企业的“三重一大”决策档案文件材料管理中，

部分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往往存在零散、分散

的问题，未能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系统的收集和分类。这种材

料管理的随意性，不仅直接影响了档案的完整性，也给后续

的整理、归档和查阅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具体而言，部分企

业未能及时对决策过程中的相关文件材料进行整理和归档，

导致这些文件材料在保存过程中容易出现丢失，从而影响了

档案的长期保存和可查性。此外，这种不规范的材料管理方

式使得在后续需要查阅或检索相关档案时，效率大幅降低，

相关人员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所需信息。

这不仅给日常管理工作带来不便，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影响决

策质量和管理效能。因此，文件材料管理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确保决策档

案的完整性、可追溯性和易于查阅性，以支持企业的长远发

展和高效运作。

3 做好国企“三重一大”决策档案文件材料
管理工作的策略

3.1 完善决策前期调研论证材料的归档标准
为确保国企“三重一大”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必须完善决策前期调研论证材料的归档标准。这一环节的材

料是决策的基础，直接影响后续的决策质量和效果。首先，

应制定明确的归档标准，规定哪些材料必须归档，包括但不

限于市场调研报告、专家论证意见、风险评估报告、法律合

规性审查文件、立项审批文件等。这些材料应全面、详细地

记录调研和论证过程中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结论，确保决

策依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其次，归档流程应规范化，明确

材料的收集、整理、审核和归档步骤，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有

据可依。在材料收集阶段，应对调研来源进行严格筛选，确

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材料整理和审核阶段，应由专

门的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对材料进行分类、编号，并核实其

完整性，防止重要信息遗漏。此外，还应建立调研论证材料

的电子档案系统，以提高管理效率和可靠性。通过信息化手

段，规范档案的归档、存储和检索流程，确保材料的长久保

存和便捷访问。最后，应定期对归档标准进行审查和更新，

适应企业业务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的需求，保持档案管理工

作的时效性和前瞻性。通过完善归档标准，不仅能够保障决

策过程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还能够为后续的决策效果评估和

责任追溯提供有力的依据，从而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和风险

防控能力 [2]。

3.2 规范决策事项申报审批流程文件的管理
为了确保国企“三重一大”决策的合法性，决策事项

申报审批流程文件的管理需要严格控制，防止因流程不当或

材料不全而引发决策风险。首先，应明确申报审批流程的各

个环节，确保每一阶段都具备清晰的操作指引和材料要求。

例如，决策事项的申报文件应包括详细的事项说明、必要的

背景材料、风险评估报告以及各部门的会签意见。对于重大

决策，还应附上法务部门的合规性审查意见，以确保决策的

法律依据充足。其次，要加强审批文件的逐级审核制度。每

一级审批都应当有明确的责任人和审核意见，并在文件中详

细记录审批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每一项决策的责任可

追溯，需要党委前置研究的事项严格按照党委会流程办理。

最后，严格执行逐级审批程序，防止跨级审批或越级上报的

情况发生。对于紧急决策事项，尽管可能需要加快审批速度，

但也应确保每个环节的文件记录齐全，避免因急于求成而忽

视必要的程序 [3]。

3.3 细化决策过程讨论记录文件的整理与保存
在国企“三重一大”决策过程中，讨论记录文件的整

理与保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决策的透明度和责任追溯。

为了确保决策过程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必须对讨论记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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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理和保存进行细化管理。一方面，应制定详细的记录规

范，确保讨论记录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每位参与者的发言

内容、意见和态度。讨论记录不应仅仅是决策结果的简单记

录，还应包括决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意见和讨论焦点，以便

为未来的回顾和评估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另一方面，针对

打包表决和条目式记录的问题，要求在讨论记录中逐项记录

每个议题的表决情况，并明确每位与会者的投票立场和理

由。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记录的可查性，还能确保在遇到问责

或责任追溯时，有明确的依据可循 [4]。

3.4 构建系统化的决策效果评价闭环档案管理机制
为提升国企“三重一大”决策的有效性和透明度，构

建系统化的决策效果评价闭环档案管理机制至关重要。这一

机制应涵盖决策后的效果跟踪、评估、反馈及修正等各个环

节，以确保决策的实施效果符合预期并能够及时进行调整。

决策效果评价机制需要在决策初期就明确评价标准和指标。

这些标准应根据决策目标和实施内容设定，包括经济效益、

社会影响、风险控制等方面。决策实施过程中，应定期收集

相关数据和信息，建立详细的效果跟踪档案。这些档案应包

括实施进度报告、问题记录、改进措施以及实施效果的初步

评估结果等，以便为后续的效果评价提供全面的基础资料。

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和改进决策措施，形成良好的决策

改进循环。此外，应对评价结果进行归档和总结，以备后

续决策参考。这些档案应分类整理，并按照规定的存档要

求进行保存，以便在未来的决策过程中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借鉴 [5]。

4 结语

国企“三重一大”决策档案文件材料管理的完善，对

于提升企业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具有关键作用。

通过对决策前期调研论证材料的归档标准、申报审批流程文

件的管理、讨论记录文件的整理与保存以及决策效果评价闭

环档案管理机制的系统化建设，企业能够更有效地规避决策

风险，增强决策的公正性和可追溯性。进一步深化这些策略，

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治理水平，还能推动企业在复杂多变的

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对档案管理的优化，是企业在新时

代背景下提升综合管理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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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for Engineering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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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may Mingxu Real Estate Co., Ltd., Karamay, Xinjiang, 8340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ngineering archives information security strategy i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researched. Firstly,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archives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ngineering archives information 
security is discussed. Then, the autho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blems and loophole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archives by using relevant theories, and puts forward a set of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reform of management system, the strengthening of techn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rsonnel quality 
education. Finally, taking a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ject as an example,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guarantee strate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appl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ategy meets the needs of engineering archives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ethod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concept and method for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guarantee of 
engineering archives, which has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eywords
engineering archives;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technical protection; personnel quality education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保障策略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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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主要对工程档案信息安全保障策略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首先，从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内涵与特性出发，探讨了工
程档案信息安全的理论基础。接着，笔者运用相关理论对工程档案管理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和漏洞进行了深入剖析，并
提出了一套实施策略，包含管理体系改革、技术防护措施的加强以及人员素质教育的提升。最后，以某实际工程项目为
例，应用了本文提出的信息安全保障策略，结果表明该策略满足了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需求，闯过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本
研究为工程档案的信息安全保障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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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信息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工程行业为例，工程档案信息的收集、存储、更新和分发

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对信息的广泛运用。工程档案信息，

又特指在工程项目各个环节中产生的记录性质的文献，其

内容包罗万象，涵盖了从设计图纸、施工计划等技术资料，

到合同、报告等管理资料。这些信息不仅直接关系到工程项

目的顺利进行，同时还影响到工程的质量和信誉。因此，工

程档案信息的安全管理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然而，在实际

管理过程中，工程档案信息往往因为种种原因而出现安全问

题，如档案丢失、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更改等，这些问题不仅

影响到工程项目的正常开展，也对企业的运营带来了极大风

险。基于此，便以工程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为研究主题，对其

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探讨和研究。

2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理论基础和特性

2.1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概念及内涵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是指在工程项目运行过程中，对工程

档案中的信息进行全面保护和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1]。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内涵包括对工程项目中涉及的各类电

子档案、纸质档案及其他相关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

性的综合要求。

2.2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特性和重要性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具有以下特性：

①综合性：涉及的档案信息种类繁多，包括设计文件、

施工记录、工程合同等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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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保密性要求高：涉及工程项目的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等敏感信息，需要进行严格的保密措施。

③完整性保障：工程档案信息应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防止信息的篡改、丢失或损坏。

④可用性要求高：工程档案信息应能够随时查询和使

用，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和可靠性。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保护利益：工程档案中包含了项目的商业秘密、知

识产权等重要信息，保障工程档案信息安全可以维护企业的

利益。

②法律合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工程档案信

息应当进行安全管理，确保符合法律的规定。

③提高效率：工程档案信息安全保障可以提升工程项

目的管理效率，减少信息流失和泄露的风险 [2]。

④保障可持续发展：工程档案是项目的重要资产，保

障工程档案信息安全有助于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3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理论探讨
①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制定详细的信息安全策略和规定，确保工程档案信息

的保护和管理。

②信息安全评估：通过定期进行信息安全评估，发现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进行修复和改进。

③信息安全技术：运用现代信息安全技术手段，如加

密技术、防火墙、入侵检测和网络监控等，提升工程档案信

息的安全性。

3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与漏洞分析

3.1 工程档案管理中的信息安全现状概述
工程档案作为工程项目的重要信息载体，涵盖了项目

的各个方面，包括设计、施工、质量等重要数据。当前工程

档案管理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工程档案管理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档案存

储和管理方式各异，安全风险无法有效控制。工程档案的采

集、整理和传输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信息泄露的隐患，危害工

程项目的安全性。工程档案管理系统的技术支持不足，无法

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和恶意篡改。

3.2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问题和漏洞分析

3.2.1 工程档案信息泄露问题
在工程档案存储和管理过程中，由于信息传输环节不

安全或者人为疏忽等原因，工程档案信息很容易被泄露。这

不仅可能导致工程项目的商业机密被泄露，还会造成重要

数据被篡改、丢失或滥用，给工程项目的正常运行带来严重

影响。

3.2.2 工程档案信息篡改问题
由于工程档案信息的价值和敏感性，一旦被恶意篡改，

将严重损害工程项目的可靠性和可信性。而在当前的工程档

案管理中，缺乏有效的信息完整性保护措施，使得工程档案

信息容易受到篡改攻击。

3.2.3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管理不规范问题
工程档案管理中的规范性和标准性问题也是信息安全

存在的漏洞 [3]。当前，工程档案管理中缺乏统一的管理体系

和标准，导致档案信息安全管理不规范、不科学。员工对工

程档案信息安全意识的培养和教育不到位，缺乏对信息安全

风险的认知，也是导致安全漏洞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3.3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问题的原因剖析

3.3.1 技术因素导致的工程档案信息安全问题
当前，工程档案管理系统的技术支持不足，存在安全

漏洞。缺乏有效的身份验证、访问控制和数据加密等技术手

段，使得档案信息容易被非法获取和篡改。技术设备的老化

和不及时更新，也会导致信息安全问题的发生。

3.3.2 组织管理因素导致的工程档案信息安全问题
工程档案管理中的管理体系和标准不完善，组织管理

层的重视程度不高，缺乏对信息安全风险的有效管理和控

制。员工对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意识薄弱，缺乏必要的安全

意识和素质，经常出现信息泄露和篡改的情况。

3.3.3 相关政策法规和法律法规不健全导致的工程档

案信息安全问题
当前，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法律法规

还不够健全，导致工程档案管理活动中存在一定的法律漏

洞。这使得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管理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和监管，进一步加剧了信息安全问题的发生。

通过对工程档案信息安全问题和漏洞的分析，可以看

出，工程档案信息安全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和风险。为了保

障工程档案信息的安全，需要在技术、管理和制度等多个方

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和策略。详细的研究和应用将在下一章节

中进行探讨 [4]。

4 工程档案信息安全保障策略研究与运用

4.1 管理体系改革提升工程档案信息安全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工程档案管理无法适

应新的需求，而工程档案的信息安全问题更是迫在眉睫。对

管理体系进行改革，不仅可以扩大工程档案的信息管理功

能，也可以加强工程档案的信息安全保障。在改革过程中，

可以把新兴的信息化技术与档案管理实践紧密结合，将档案

管理与档案利用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档案岗位的一体化、

集中化和专业化。引入信息化档案管理，采取全新的管理方

式和手段，比如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档案的远程管理和共享

服务，加强对档案信息的实时监控和随机审计，有效防止档

案信息的泄露和误操作。

4.2 技术防护措施强化工程档案信息安全
文件加密是强化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重要技术措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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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对档案进行加密处理，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保障档案的安全。为了进一步提升保密效果，可采用

不同层次的加密技术，如对于一般的档案信息，采用标准的

AES 加密方式进行保护；对于重要的档案信息，可以采用

更为复杂的 RSA 加密或者椭圆曲线加密方式，以此来提升

档案的加密强度。

对于档案的存储环境以及传输过程，也必须实现全程

的监控和控制。例如，可以采用分布式存储技术，将档案信

息分布式存储在不同的服务器上，避免单一服务器的失效导

致数据丢失。还应该利用网络隔离技术，对服务器与访问终

端之间的网络进行隔离，通过专用网络进行数据传输，防止

不必要的数据泄露。

在工程档案的备份和恢复方面，在应用备份和恢复技

术的还需要考虑到数据完整性和数据一致性，确保备份数据

的一致、安全，能够有效恢复数据。在备份的过程中，应采

用纠错编码技术，将原始数据与纠错码同时存储，这样在恢

复时即使备份数据存在一些小的错误，也可以通过纠错码修

复数据，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络安全措施也是保障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重要一环，

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包括防火墙、入侵

检测系统、防病毒系统等组成，并实行定期的网络安全审计，

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网络安全问题，确保信息的安全。

考虑到恶意软件或病毒可能对档案信息造成破坏，应

对所有电脑和服务器进行常规的病毒扫描和清理。安装防病

毒软件，并实时更新病毒库，以便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清

除新型病毒和恶意软件 [5]。应严格限制使用不明来源的软件

和电子邮件附件，防止恶意软件或病毒通过这些途径进入系

统，对档案信息造成破坏。

建设一个高效、可靠、安全的工程档案信息系统，对

于确保国家工程管理的正常运行，推动中国工程建设现代

化、信息化的发展，提高工程建设的效率及质量，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那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大大

提高工程档案信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从而为国家工程管理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4.3 人员素质教育提升工程档案信息安全
人的因素在档案信息的安全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要

通过人员素质教育加强档案信息安全保障。要定期进行信息

安全教育和培训，强化档案人员的信息安全意识。在具体操

作上，应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规范档案人员的

行为，使其能够正确有效地对档案信息进行安全管理。应选

拔专业的信息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对档案安全进行专项管

理。他们需要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

档案信息安全问题。为了更有效地执行这些任务，应建立相

应的激励机制，激发档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力，最

大限度地保障档案信息的安全。企业应在全员范围内弘扬信

息安全文化，使每一个员工都能认识到信息安全的重要性，

一起参与和担负起信息安全工作，共同维护档案信息安全。

5 结语

本研究以工程档案信息安全保障为研究对象，对工程

档案信息安全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探讨，深入分析了当前工程

档案管理中的信息安全问题，提出了一套全面的安全保障策

略。应用这套策略可以有效提高工程档案信息的安全性，改

善工程项目的管理效果。在实际工程项目应用中，这套策略

已经展现出了高效的实用价值，符合工程档案信息安全的需

求，并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然而，工程档案信息安全保

障面临的挑战依然复杂多变，如新型网络攻击、漏洞利用手

段的不断更新等，都对中国工程档案信息安全提出了新的挑

战。此外，随着工程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提高，工程档

案信息的分类、存储、检索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以提高其操作性和便利性。本研究仅针对一般性工程项目进

行了尝试和实践，研究结果需要在更多类型的工程项目中进

行验证和推广。而关于如何对个性化的工程项目制定具体的

信息安全保障策略，如何改进和补充现有策略，如何优化和

升级信息安全技术等，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未来，这将

是工程档案信息安全保障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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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managers occupy a vital position in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decision-making 
abilit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uccess of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enterprises and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manager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y not only 
need to possess excellent management skills and industry knowledge, but also need to balance the expectations of sharehold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is dual identity requires them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prise. The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restraint system are also helping professional managers to better perform thei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mote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move towards a more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direction.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professional managers, this paper reveals their criticality and necessity 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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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经理人在现代企业治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决策能力对企业的成功与否具有深远影响。近年
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愈发重要。他们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管理才能和行
业知识，还需要在治理结构中平衡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这种双重身份要求他们在维护企业稳定和促进发展的过
程中，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制度也在帮助职业经理人更好地履职尽责，推动现代企业治理迈
向更加规范化和高效化的方向。通过综合分析职业经理人的作用与责任，论文揭示了他们在企业长期发展中的关键性和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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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现代企业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不

断演变，以适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在此过程中，职业经

理人的作用愈加重要。职业经理人不仅是企业运营的实际掌

舵者，更是企业战略方向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的专业知

识、管理技能和决策能力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

展。职业经理人需要在复杂的治理结构中，平衡股东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确保企业的长远利益。此外，职业经理

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制度也是企业治理中的重要环节，直接

关系到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的整体绩效。论文将深入探

讨职业经理人的定义、特点及其在现代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

作用，分析他们如何在维护股东利益和推动企业发展之间找

到平衡点。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的

核心地位，还能为企业提升治理水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通

过对职业经理人角色的详细剖析，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他们

在推动企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2 职业经理人的定义和特点

2.1 职业经理人的特点与素质要求
职业经理人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特点和素质，才能在企

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职业经理人必须有很强的领导能力，

能够带领团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专业知识是职业经理人

不可或缺的，要对所在行业的市场、产品和竞争环境有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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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沟通能力也是一项重要的素质，职业经理人需要与

员工、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互动，确保信息的

畅通和协作的顺利进行。职业经理人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能够迅速找到解决办法并采取有效的

行动。适应能力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职

业经理人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和计划 [1]。

职业经理人要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对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成

长负有重要责任。创新精神也是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的，能

够不断寻找新的方法和机会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诚信和道

德是职业经理人的基本素质，只有在诚信经营的基础上，才

能赢得员工和客户的信任。总的来说，职业经理人的特点和

素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发展前景，他们的每一个

决策和行动都关系到企业的未来。

2.2 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和责任
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承担着多重角色和责任，他们的

表现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功与否。职业经理人要负责制定企

业的发展战略，通过分析市场环境和竞争对手，制定切实可

行的计划和目标。职业经理人需要监督和管理公司的日常运

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职业经

理人要为企业的财务状况负责，合理分配资源，控制成本，

提高效率，确保公司能够持续盈利。员工管理是职业经理人

的一项重要职责，他们要招聘和培训员工，激发员工的工作

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职业经理人还要与外部利益

相关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

确保公司的业务能够顺利开展。风险管理也是职业经理人的

重要任务，识别潜在风险，制定应对措施，降低可能对公司

造成的负面影响。职业经理人要有前瞻性思维，能够预测未

来的市场趋势，提前做好准备，确保企业能够在竞争中保持

优势。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和责任是多方面的，他们需要具备

综合能力和素质，才能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带领企业不断前

进，取得成功。

3 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与实践

3.1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和实践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和实践在当今商业环境中至关重要，

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确保企业的合法、合规和高

效运行。现代企业治理结构通常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和监事

会等主要机构，董事会负责制定战略和重大决策，管理层负

责具体执行和日常管理，监事会则负责监督和审计工作 [2]。

股东大会是企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股东通过投票权参与

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企业治理实践中，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尤为重要，企业需要定期向股东和公众披露财务报表和经营

情况，确保信息的真实和完整。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治理的

基石，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可以有效防范和控制

风险。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也是企业治理的关键，通过科学

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可以激励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促

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利益相关者管理在企业治理中占据重要

地位，与客户、供应商、员工和社区保持良好的关系，有助

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文化的建设在治理中起到润滑剂

的作用，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提升整体效率。现代企业治理不仅关注内部管理和控制，还

强调外部环境和社会责任，企业需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市场信誉。有效

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实践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能够增强企

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确保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中稳步前进。

3.2 职业经理人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职业经理人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承

担着连接董事会和企业日常运营的桥梁角色。职业经理人负

责执行董事会制定的战略目标，并将这些目标转化为具体的

行动计划。职业经理人需要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能够带领

团队高效完成各项任务。职业经理人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和

丰富的行业经验，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3]。

职业经理人的决策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他

们需要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作出明智的判断。职业经理人还

要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及时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以应对

市场变化。职业经理人需要协调内部资源，优化流程，提升

整体运营效率。职业经理人必须关注企业的财务健康，通过

有效的财务管理和成本控制，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职业

经理人还需要处理好与员工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激励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职业经理人扮演着企业文化建设

的重要角色，通过树立榜样和价值观引导，增强员工的归属

感和凝聚力 [3]。职业经理人在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

替代，既是企业战略的执行者，又是企业文化的传承者，肩

负着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重任。

4 职业经理人与股东利益的平衡

4.1 职业经理人的双重身份
职业经理人在平衡股东利益中的双重身份体现了他们

既是公司的管理者，也是受托于股东的代理人。职业经理人

一方面要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战略实施，确保企业持续发

展，另一方面又需要对股东负责，保障股东的投资回报。这

个双重身份常常带来复杂的权衡与挑战。比如在某科技公司

中，CEO 在公司高速扩展期，面对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

决定大量投资研发新技术，然而这一决定短期内会导致公司

利润下降，引起部分股东的不满。CEO 需要向董事会和股

东详细解释研发投资的长期战略意义，以及其对公司未来市

场地位的提升作用，确保股东理解并支持公司的发展规划。

此外，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内部要公平对待所有员工，激励员

工的工作热情，同时也要严格控制成本，避免浪费资源。通

过透明和有效的沟通机制，职业经理人可以将企业的长远利

益和股东的短期回报需求有效结合。例如，一家零售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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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 在疫情期间调整了供应链策略，尽管短期成本增加，

但确保了关键商品的供应，保持了市场份额，并最终获得股

东的认可。职业经理人的双重身份要求他们具备高度的职业

道德和专业能力，既要推动公司创新和发展，又要维护股东

的利益，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找到平衡点，为公司的长

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4.2 职业经理人如何维护股东利益
职业经理人在维护股东利益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需要在短期回报和长期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职业经理人通

过透明的沟通渠道与股东保持密切联系，确保他们了解公司

的运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计划。例如，在某家电制造企业中，

CEO 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升级，以提升产品竞争力，这

一决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为了获得股东的支持，CEO 向

股东详细解释了技术升级带来的市场优势和潜在收益，并提

供了详实的数据和市场分析报告。这样一来，股东们能够看

到技术升级对企业长期增长的积极影响，进而同意投入更多

资金。职业经理人在企业治理中必须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和审

计制度，确保企业财务透明和合规运作。某金融服务公司的

CFO 发现公司内部存在一些不透明的财务操作，立即采取

措施进行内部审计，并向股东通报了相关情况。通过这样的

举措，CFO 不仅清除了潜在的财务风险，还增强了股东对

企业管理层的信任。

职业经理人还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为企业争取

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例如，一家科技公司的 CMO 注意

到市场对智能家居产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果断调整营销

策略，加大对智能家居产品的推广力度，并迅速占领市场。

这一策略不仅提升了公司的市场份额，还带来了显著的收入

增长，股东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职业经理人必须注重企业文化和员工激励，提升员工

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从而间接提高企业的业绩和股东的回

报。一家零售公司的 COO 推行了一项员工持股计划，让员

工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

结果，公司业绩显著提升，股东的投资回报也随之增加。职

业经理人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和专业的管理，确保企业在稳健

发展的同时，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每一个管理决策都必

须以股东的利益为核心，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4.3 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职业经理人在平衡股东利益的过程中，激励机制和约

束机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激励机制通常包括股票期权、

绩效奖金和长远发展激励等，旨在使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与股

东利益高度一致。例如，一家科技公司的 CEO 被授予大量

股票期权，这促使他全力推动公司创新和增长，因为公司的

成功直接关系到他的个人收益。这种激励机制不仅提升了

CEO 的积极性，还大大增加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股东的

回报。与此同时，约束机制则通过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法

律法规来规范职业经理人的行为。某金融机构的 CFO 在一

次重大投资决策前，必须经过董事会的严格审查和批准，以

确保投资风险可控，决策过程透明。这样的约束机制有效防

止了职业经理人可能因短期利益而做出的高风险决策，保护

了股东的长期利益。在实践中，激励和约束机制相辅相成，

共同发挥作用。

职业经理人通过平衡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能够最大

化股东的利益，还能促进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每一个

激励政策和约束措施的制定，都需要在充分理解市场环境和

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和严格执行，以达到最佳

效果。这样职业经理人既能实现个人职业目标，也能确保股

东的投资回报，为企业的长远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5 结语

职业经理人在现代企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

他们通过专业知识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职业经理人不仅在战略制定和执行中发挥关

键作用，还在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方面展现出高度的灵

活性和适应性。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完善，进一步增强了他们

在推动企业绩效和治理效率方面的积极性。这些因素共同促

使职业经理人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企业需求的多样化，职业经理人

的角色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他们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素

质，以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对职业经理人的深入研究，

可以为企业治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推动企业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职业经理人作为现代企业的中流

砥柱，其作用和价值将在企业治理中持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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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terprise development model.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relevant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mbining with actual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HRM application in enterprise selection, training, performance 
appraisal, salary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b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Effectiv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f employees, but als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ientif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o cope with the rapidly changing market environment.

Keyword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new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employee creativity; marke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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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HRM）逐渐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以新型企业发展模式为背景，探
讨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应用和影响。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结合实际案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分析了HRM在企业选拔、培训、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等方面的应用现状与问题。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不仅可以提升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能够显著提升企
业竞争力，对于企业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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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社会，企业发展已逐渐摆脱了依赖于传统的生产

力要素，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进而人力资源管理

（HRM）的作用也更加显著。新型的企业发展模式对人力

资源的需求和管理已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使得人力资

源管理的应用不仅是企业制胜的一个关键，也是驱动企业

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力。本论文以新型企业的发展模式

为研究背景，从选拔、培训、绩效考评、薪酬管理等多方

面，阐述 HRM 在新型企业的应用及其对企业综合竞争力的

影响。笔者通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并借助多元化的研究方

法，通过分析实际案例，探讨当前中国新型企业中 HRM 应

用的现状和问题，目的在于找出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难题，

先期预警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借以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

策略，推动企业更好地应对急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旨在以此

为新型企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进一步提升企

业的竞争优势。

2 人力资源管理及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
要性

2.1 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和功能
人力资源管理（HRM）作为一个多维的管理领域，涵

盖了招聘、选拔、培训、绩效评估、薪酬管理及员工关系维

护等多个方面 [1]。在定义上，人力资源管理是指通过各种制

度和流程，有效地规划、选拔、发展、激励和维持组织内人

力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系列活动和措施。

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是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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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选拔，即通过科学的招聘流程和选拔标准，确保吸引并录

用具备胜任岗位所需能力和素质的员工。招聘与选拔的有效

性直接影响企业的人才质量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培训与开发功能旨在提升员工的工作技能和职业素 

养 [2]。通过系统化的培训计划和职业发展路径，使员工不断

适应和掌握最新的知识和技术，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率和创新

能力 [3]。培训与开发不仅有助于员工个人成长，也为企业的

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绩效评估功能通过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评估员工的

工作表现，以此作为晋升、奖励和发展决策的依据。绩效评

估的准确性和公平性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企业

的管理效率。

薪酬管理功能涵盖了工资、奖金、福利等各项报酬制

度的设计与实施。合理的薪酬制度不仅能激励员工提高工作

效率，还能增强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保留力。

员工关系管理功能则侧重于通过改善工作环境、促进

团队合作和化解劳动争议，维护良好的劳资关系和工作氛

围，为企业目标实现提供和谐、稳定的人力资源支持。

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和功能在现代企业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也是

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2.2 人力资源管理在现代企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HRM）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管理人员与员工关系的工具，更

是推动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通过科学有效的人力

资源管理，企业能够优化人才配置，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与生产力，有效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在今天快速变化的商

业环境中，良好的 HRM 策略能够帮助企业吸引、保留和激

励人才，为企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3 新型企业发展模式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
新型企业发展模式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企业选拔、员工培训、绩效考核以及薪酬管理等多个方面，

企业必须进行创新和优化。在人才选拔方面，新型企业更加

注重员工具有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传统的硬性指标考

核已不足以匹配企业需求，逐渐转向综合素质的全面评估。

员工培训需要与企业的创新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一个动态、

开放的学习平台，以提升员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增

强创造力和自主学习的意识。

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同样需要重新定位。透明、公平

且具有激励性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促进员工工作积极性，薪

酬策略也应更加灵活，部分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形成利益

共享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吸引高水平人才，也为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组织文化和员工参与度成为关键的新要求。塑造开放、

包容且推动创新的企业文化，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从而在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合作氛围和创新动力。通

过这些措施，企业能够有效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提升整体

竞争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3 人力资源管理在新型企业发展模式中的应
用现状和问题

3.1 人力资源管理在新型企业选拔上的应用现状和

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在新型企业的选拔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选拔是企业引入人才的第一步，直接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

和竞争力。当前，随着经济环境和科技进步的变化，新型企

业在选拔人才时普遍面临几个主要问题：传统选拔方法在新

型企业中显得逐渐滞后；传统的面试、简历筛选方式往往难

以全面评估候选人的潜力和适应能力，尤其是对于高科技和

创新型岗位的要求，传统方法已显不足以适应；新型企业的

选拔过程中缺乏系统化和科学化；缺乏科学的选拔工具和流

程容易导致人才错配，浪费企业资源和时间。

为解决这些问题，新型企业开始探索创新的选拔方法

和策略。例如，引入数据驱动的选拔工具和人才评估系统，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更精准地匹配岗位需求和

候选人能力。新型企业还倾向于采用多元化的面试和评估方

法，如行为面试、案例分析和团队互动，以全面评估候选人

的综合能力和潜力。随着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进步，可以预见

选拔过程将更加科学化和智能化，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更强

有力的人才支持。

3.2 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培训中的应用现状和问题
在新型企业发展模式中，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培训方

面的应用现状和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培训是提升员工技能、

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为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人才保障。当前，多数新型企业在培训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

度，结合岗位需求制定了相应的培训计划，包括职前培训、

在职培训和高层管理培训等，力图通过系统的培训机制提升

员工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培训过程也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培训内容与企业实际

需求脱节，一些培训项目缺乏针对性，不能有效满足岗位需

求；二是培训方式单一，主要依赖传统的课堂讲授，忽视了

多样化培训手段如线上学习、互动研讨等的应用，导致员工

参与度和培训效果不佳；三是培训评估机制不完善，许多企

业在培训效果评估上，仅停留在表面反馈层面，缺乏系统、

科学的评估标准，不利于培训效果的持续改进。上述问题的

存在限制了培训对员工能力提升和企业发展的贡献，需要企

业在未来的培训管理中加以改进和优化。

3.3 人力资源管理在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中的应用现

状和问题
在新型企业发展模式中，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作为人

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员工的激励与工作

表现。目前，许多企业在绩效考核中存在指标设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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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不公平等问题，导致员工对考核结果的公正性和公

信力产生怀疑；薪酬管理方面，一些企业薪酬结构设计不合

理、激励机制不足，难以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和创造力。

如何建立科学公正的绩效评价体系，以及设计符合企业发展

阶段和员工价值认同的薪酬体系，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

问题。

4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与企业发展的关系

4.1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企业员工的影响
在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优化的过程中，其对企业员工的

正面影响尤为显著。科学的选拔机制能够确保选出最适合的

员工，提升岗位匹配度，减少因不适应导致的离职率；这

不仅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还能增强企业的人才储

备。合理的培训体系则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的一大核

心，通过持续的培训，不仅可以提升员工的专业技能，还能

增强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绩效考核制度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亦是员工关注的重点。

一套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估员工的工作

表现，引导员工朝着企业发展的目标努力。这不仅可以激发

员工的工作激情和创造力，还能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有助

于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科学的薪酬管理策略也起着重要的

激励作用。通过合理的薪酬分配机制以及附加奖励措施，可

以有效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主动性，提升员工的职业满足

感和生活质量。

优化后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还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规

划。通过提供职业晋升途径和多样化的发展机会，激发员工

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期望和动力，进而增加员工在企业内部的

长期发展意愿。这样不仅能培养企业所需的核心人才，还能

降低人才流失率，保障企业人力资源的稳定性。

4.2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企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通过精准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计划，企业能够培养

具有创新潜力的人才队伍，推动创新能力的释放和持续创新

的发生。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员工的

创新动力，提升创新意识和创新质量。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

不仅可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还能促进员工对企业长期

发展目标的认同感，从而支持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4.3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是企

业在当今激烈市场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科学的人力资源

管理策略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减少员

工流失率。这种稳定性有助于企业积累知识和经验，保持持

续的竞争优势。高水平的员工满意度通常伴随着更高的生

产力和更好的工作质量，这对于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至关

重要。

优化的培训和发展计划能够提升员工的技能和能力，

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这不仅增强了企

业的内部创新能力，还使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变

化，从而保持市场竞争力。通过持续的职业发展和技能提升，

员工能够为企业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

企业的创新。

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企业能够构建一个具

有吸引力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形象，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这种良性循环使企业能够持续获得优秀的人力资源支持，进

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不

仅提升了企业的内部效率和创新能力，还为企业在快速变化

的市场环境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确保其长期竞争优势的

保持。

5 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人力资源管理在新企业发展中的应用，

并发现它在选拔、培训、考核和付薪等方面非常重要。通过

研究，我们找出了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使员工工作更积

极、更有创造力，也可以帮助公司成长和持续发展。我们的

研究还发现，好的人力资源管理能让公司在竞争中占优，这

对于在变化快速的市场环境中的公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

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限制。例如，我们的样本可能不

够大，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的分析方法可能存

在一些主观性；我们还没有深入研究公司的文化如何影响人

力资源管理的效果。所以，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这些方面进一

步进行。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研究，能为新型企业的人力资源

管理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的帮助，让它们在市场竞逐中取得

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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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employment fund 
management,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analyzes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enterprise employment cost contr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sourc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us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on a 
large number of sample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od human resourc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mployment cost of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have guiding value for the employment decision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uman resources of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benefits of enterprises.

Keywords
employment fund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nterprise labor cost;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就业资金管理中的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
张二平

内蒙古人力资源协会，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 要

在面临就业激烈竞争和各种风险日益增长的市场环境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研究以就业
资金管理为背景，依托人力资源风险防控视角全面深入地剖析其在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中的应用价值。我们运用多元回归模
型对大量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良好的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本研究的结果不仅对企业
用工决策具有指导价值，对加强企业人力资源风险防控，提升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就业资金管理；人力资源风险防控；企业用工成本；多元回归模型；人力资源管理

【作者简介】张二平（1984-），男，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

人，本科，中级经济师，从事人力资源研究。

1 引言

在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

争压力。面对这种压力，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降低企业用工

成本，无疑是企业追求效益的一种重要策略。而企业的人力

资源管理策略优劣，对企业用工成本具有深远的影响。在这

种情况下，关注和研究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在企业成本控制中

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当我们把视线投向现实的企业运作

中，会发现一个问题：就业资金管理的良好与否，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预防和控制人力资源风险，从而影响

用工成本的高低。具体而言，企业是否能够稳定员工队伍、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有效防控风险，

决定了企业在用工方面的投入情况。本研究将从人力资源风

险防控的角度，深入探究就业资金管理在企业用工成本控制

中的应用价值。希望我们的研究结果，能为企业提供一些行

之有效的策略，以降低用工成本，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2 就业资金管理与人力资源风险防控的关系

2.1 介绍就业资金管理的概念和发展
就业资金管理是指在一定的财务预算和制度约束条件

下，通过合理地筹集、分配和使用资金，以满足企业招聘、

培训和维持员工正常工作的需要 [1]。这一管理活动涉及多个

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招聘费用、培训资金、薪酬支付、福利

开支和风险防控等。在现代企业运作中，这一领域的管理正

成为决定企业竞争力和生存能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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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资金管理的概念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起初，

企业更多关注的是满足即时的人力需求，并注重短期的成本

控制。但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发现单纯的短期成本

控制已经无法满足长期发展的需求。就业资金管理逐步发展

为一种全面、系统的资金管理模式，其目标不仅仅是控制成

本，更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及防范各类风险。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风险防控逐渐成为就业

资金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风险防控有助于企业预见和应对

员工招聘、培训、离职和劳动纠纷等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

从而实现稳定的人力资源运营。通过系统的风险识别、评估

和控制手段，企业能够更好地预测和管理未来的用工成本，

进而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界定了就业资金管理的范围和深度。

从早期的被动响应转变为主动规划和精细管理，将风险防控

理念融入就业资金的各个环节，使得现代企业能够在变化不

定的市场环境中有效降低用工成本，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2 探讨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在就业资金管理中的重

要性
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在就业资金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

主要体现在其对企业用工成本的有效控制和优化。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和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企业面临的各类风险日益增

多，人力资源风险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如果企业

能够合理预见和防范这些风险，不仅可以确保人力资源的稳

定与高效，更能显著降低招聘、培训及因员工流失导致的空

缺成本 [2]。一方面，通过系统性的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可

以减少因员工流动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从而降低费用开

支。另一方面，严谨的风险防控策略可以提高员工满意度和

忠诚度，减少因工作环境不和谐或其他因素导致的突然离

职。通过细致的风险分析，企业可以在制定薪酬福利政策时

更加精准，避免资源浪费和成本高企，这对于企业定价的竞

争力和市场反应能力都有积极作用。总而言之，人力资源风

险防控作为就业资金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保持成本

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具有关键意义。

2.3 分析就业资金管理与企业用工成本的关联及影响
就业资金管理与企业用工成本紧密相关，通过合理规

划和配置就业资金，可以降低用工成本。就业资金的有效管

理能够确保招聘、培训、薪酬和福利等环节的合理投入，从

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员工的劳动力产出比。就业资金管理

还通过风险识别和评估，预防或减轻因员工流失、劳动纠纷

等风险事件所带来的间接和直接成本。这种综合性的资金管

理方式增强了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实现

用工成本的有效控制。

3 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对企业用工成本降低的
具体策略和方法

3.1 转变员工队伍，降低员工更迭率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更迭率的高企往往会对企业

的用工成本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高更迭率会导致企业在招

聘和培训新员工时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这不仅增加

了直接的招聘成本，还削弱了组织的稳定性和一致性。通过

转变员工队伍，降低员工更迭率成为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效益的重要策略。

为降低员工更迭率，企业需要从员工招聘和选拔阶段

入手，确保选拔到适合企业文化、愿意长期发展的员工。具

体措施包括：采用科学的招聘工具，借助心理测评等手段了

解候选人的性格特质和职业稳定性；通过多层面、多维度的

面试流程，全面考察候选人的适岗性和发展潜力。

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通过营造积极向上

的工作氛围和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和归属感。企业还应重视员工职业发展，提供清晰的职业晋

升路径和定期的职业培训，帮助员工提升技能和职业素养，

从而增加其对企业的忠诚度。

企业应定期开展员工满意度调查，及时了解员工需求

和反馈，并根据反馈适时调整人力资源政策，如优化薪酬福

利体系、改善工作条件、加强团队建设等。通过这些措施，

可以显著降低员工离职倾向，减少由此带来的用工成本。

通过综合运用上述策略，企业能够有效降低员工更迭

率，从长远来看，这不仅有助于削减招聘和培训成本，还能

提高组织稳定性和员工生产效率，进而达成人力资源成本的

总体优化。

3.2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用工

成本的关键一步。精确的人力资源规划可以有效识别企业内

部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避免人员冗余和不足，从而提高效

率。科学的职位分析和岗位评估可确保员工能力与岗位要求

相匹配，提升工作满意度和生产效率。通过实施灵活的工作

时间和工作地点安排，企业可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和效率，减少非生产性时间的浪费。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手

段，如人力资源管理系统（HRM 系统）和大数据分析，可

实现员工绩效的动态监控和管理，及时发现并解决资源配置

中的问题。培训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关键，通过持

续培训提升员工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使其能更好地适应

岗位需求和企业发展。合理调配资源和优化流程，不仅可以

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还能有效降低用工成本，最终为企业

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3.3 设计合理薪酬政策，激励员工积极性
薪酬政策的合理设计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关键的一环，

其对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效果直接关系到企业用工成本的优化。

合理的薪酬政策应该建立在市场薪酬水平和企业自身经济能

力的基础上，要考虑员工的实际贡献和绩效表现。通过结构

化的薪酬体系，公平和透明的晋升机制，以及有效的绩效奖

励制度，可以增强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减少因待遇不公

引发的离职率和内部矛盾，从而节约招聘和培训的额外开支，

提升整体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企业用工成本的显著降低。



21

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2卷·第 08期·2024 年 08 月

4 总结与建议

4.1 回顾研究主要发现和结论
立足于当前就业资金管理的大背景，深入探讨了人力

资源风险防控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得出了一系列显著的

研究结论。研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大量实证数据，结

果表明，良好的人力资源风险防控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用工成

本，其中主要有几点关键发现 [3]。

第一，通过稳定员工队伍来降低员工更迭率，从而减

少频繁招聘和培训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员工更迭率的

降低意味着企业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团队，这不仅节省了招

聘和培训新员工的耗费，也提升了现有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团

队协同能力。

第二，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科

学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够使每个员工都能在最合适的岗

位上发挥其最佳作用，从而整体上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降低了由于低效率工作带来的成本浪费。

第三，通过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

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不仅可以提升员工的行动力和工作热

情，还能有效地减少因工作消极或低效带来的资源浪费，提

高整体效率。薪酬政策的优化对用工成本的降低具有重要

作用。

第四，通过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防止或减轻因风险事

件导致的损失。提前识别并管理潜在的风险，使企业能够及

时采取应对策略，防止因突发事件或管理疏漏引起的成本增

加。这种前瞻性风险管理方法确保了企业在面对不确定因素

时的弹性和应变能力。

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在降低企业用

工成本中的重要作用，也为企业制定相关策略提供了有力的

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4.2 针对企业制定合理的人力资源策略提供的建议
通过分析，以下建议旨在帮助企业制定合理的人力资

源策略，以有效降低用工成本并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第一，应实施全方位的人才稳留措施，健全员工培训

与发展系统，确保员工忠诚度，以减少因员工流动造成的高

昂招聘和培训费用。第二，需进行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优

化人员配置，确保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劳动生产率，

进而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在薪酬政策方面，制定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建立

绩效考核与奖惩机制，以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能

力，避免资源浪费，提高工作效率。企业须建立全面的人力

资源风险防控机制，通过定期风险评估和监控，预防潜在风

险，减轻突发事件带来的经济损失。

企业通过实施以上策略，不仅能在用工成本方面受益，

还能提升管理效能，增强市场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坚实的保障。

4.3 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在揭示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对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方面提

供了宝贵的见解，但存在局限性。样本数据主要来自特定行

业，可能限制其普适性。仅应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忽略了其他潜在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涵盖

不同地区和行业，采用更为多样的分析方法，以进一步验证

和补充研究结论，并深入探讨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用工成本的

因素和机制。

5 结语

本研究以就业资金管理为背景，深入探讨了人力资源

风险防控在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中的应用价值。基于实证研究

结果，我们发现人力资源风险防控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用工

成本，这主要通过四个方向实现：稳定员工队伍，优化人力

资源配置，制定合理的薪酬政策以及有效的风险防控。本研

究结果不仅为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源风险防控和用工决策的

重要参考，同时也对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的实践意

义。尽管本论文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人力资源风险

防控在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中的深层次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仍

需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在当前风险日益增加，人力资源管理

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应如何进行有效的风险防控，如何通过

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企业效率，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我们希望本研究的发现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启示，也希

望能引起更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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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are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mploye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main need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employees in career plan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employee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enerally lack systematic career 
planning guidance, and suffer from unequal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and unfair distribution of training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career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argeted suggestion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sound career 
planning system, optimizing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training resources, etc.,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areer growth of employees a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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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国有企业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路径。通过对国有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研究揭示了
员工在职业生涯规划中的主要需求和面临的挑战。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员工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且在
职业发展过程中遭遇晋升机会不均等、培训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为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建议，包括建立完
善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优化晋升机制、增加培训资源投入等，以促进员工的职业成长和企业的长远发展。研究结果对于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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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

济的重要支柱，其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路径显得尤为

重要。然而，尽管国有企业拥有庞大的员工基数，但员工在

职业生涯规划方面普遍缺乏系统的指导和支持，这不仅影响

了员工的个人发展，也制约了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本研究旨

在深入探讨国有企业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现状及其面临的

挑战，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揭示员工在职业生

涯规划中的主要需求和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

业员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遭遇晋升机会不均等、培训资源分

配不公等现象，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员工的职业成长和企业

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为此，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

建议，包括建立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优化晋升机制、

增加培训资源投入等，以期促进员工的职业成长和企业的长

远发展。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

的实践意义，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数据

支持。

2 国有企业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分析

2.1 国有企业环境下的职业生涯规划特点
国有企业环境下的职业生涯规划具有独特的特点，这

些特点深刻影响着员工的职业发展方向和路径 [1]。在国有企

业内部，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往往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长

期性。由于国有企业拥有较为稳定的组织结构和较少的市场

竞争压力，使得员工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岗位上积累丰富的经

验和技能。

国有企业的传统文化和管理模式也对职业生涯规划产

生深远影响。在这些企业中，资历和工龄常常被视为晋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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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依据，员工的职业发展路径较为固定和层级化 [2]。这种

晋升机制虽然有助于保持企业内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也

可能导致晋升机会的不均等，限制了那些资历较浅但能力突

出的员工的发展空间。

国有企业在职业生涯规划中表现出对培训教育资源的

重视。这些企业通常设有完善的培训体系，旨在提升员工的

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一些员工可能难

以获得充分的培训机会，从而影响其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

总体而言，国有企业的职业生涯规划特点体现出稳定

性、层级化和培训资源重视等方面的特征。这些特点在为员

工提供稳定发展的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通过优化管理

机制和资源分配来加以改善。

2.2 员工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需求和期望
员工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需求和期望是国有企业职业生

涯管理中亟需关注的关键问题。许多员工希望通过明确的职

业生涯规划，获得清晰的职业发展方向和路径。他们期望企

业能够提供系统的职业生涯指导，以帮助其在职业道路上做

出正确的选择。员工普遍渴望获得更多的培训和学习机会，

以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在竞争激烈的职场

环境中脱颖而出。员工还希望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企业

能提供相应的支持与资源，例如职场导师制、职业咨询等，

以帮助他们克服职业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国有企业员工普

遍认为，透明、公平的晋升机制是职业生涯规划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他们期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贡献，能够获得公正

的评价和晋升机会。职业生涯规划不仅仅是个人发展的需

要，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和满足感的重要途径。满足员工的职

业生涯规划需求和期望，是提升员工满意度和归属感，进而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

2.3 面临的职业规划挑战与困难
国有企业员工在职业生涯规划中面临多重挑战与困难。

是缺乏系统和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使得员工在职业路

径选择上感到迷茫。企业内部的晋升机制存在不透明和不公

平的现象，部分员工因缺乏晋升渠道和机会而感到职业发展

受限。培训资源分配不均，不同职位和职级的员工在培训机

会和资源获取上存在显著差距，导致职业技能和知识得不到

及时更新，从而影响职业发展。人际关系和企业文化也在某

种程度上对职业生涯规划产生制约，一些员工因受到领导者

的偏见或工作环境的压力而难以实现个人职业目标。这些因

素结合起来，导致国有企业员工在职业生涯规划过程中面临

重重困境，无法有效实现个人职业成长和价值最大化。

3 国有企业员工发展路径的问题研究

3.1 晋升机会的不均与影响因素
国有企业员工在职业发展中普遍面临晋升机会不均等

的问题，这一现象既有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也有企业内

部管理机制的不完善所致。内部的晋升机制往往存在透明

度不足的问题，许多员工难以清晰了解晋升的具体要求和程

序，从而导致积极性受挫。晋升标准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使得

员工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晋升前景，这也间接

造成了信任感的缺失。

企业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存在“关系优先”的现象，有

些岗位的晋升更倾向于内部推荐或者是与管理层有密切关

系的员工，这对那些缺乏关系但具有实际工作能力和绩效的

员工极为不利。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还

可能导致人才流失，进而影响企业整体效能。

地域差异和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也是影响晋升的

一大因素。总部员工往往比地方分公司员工获得更多的晋升

机会，而核心业务部门的员工则通常比支持型部门的员工有

更多机会迅速晋升。这使得不同地域和不同部门的员工在职

业发展上的机会和资源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待遇，进一步加

剧了员工的不满情绪。

全面了解这些影响因素，有助于国有企业在未来的管

理和决策中，更好地优化晋升机制，实现公平、公开、公正

的职业发展环境。这样不仅能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还

能有效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管理效能。

3.2 培训资源的分配不公及其后果
在国有企业环境中，培训资源的分配不公现象对员工

职业生涯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部分员工因部门或职位的优

先级差异，享受了更多培训机会和资源，而一些关键岗位或

新入职员工则缺乏足够的培训支持。这种不平衡导致了企业

内员工职业能力发展速度的不均，部分员工因缺乏必要的培

训资源未能及时提升自身技能，影响了其在职业晋升中的竞

争力。培训资源分配不公还引发了员工对企业公平性的质

疑，降低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这种现象不但制约

了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对企业整体的人才培养和组织效能

也造成了不利影响。企业在培训资源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更

应合理分配现有资源，确保所有员工都能获得公平的职业发

展机会，从而促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合理配置培训资源不

仅能提升员工技能水平，还能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

诚度，进而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

3.3 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几个方

面：组织内部的晋升机制存在固有缺陷，职位晋升机会有限

且往往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导致员工晋升通道受阻。培训资

源分配不均衡，高层管理人员往往优先获得培训机会，而基

层员工难以获得有效的职业发展培训。企业内部的岗位调动

和轮岗机制不完善，员工难以通过跨部门的工作经历积累多

样化的技能和经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员工在职业生涯发展

中面临诸多限制，影响其职业成长和个人发展。

4 提升国有企业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的
对策

4.1 构建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
构建完善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对于提升国有企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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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应确立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目

标，为员工提供清晰的职业发展方向和路径。这可以通过制

定详细的职业生涯发展框架和职业等级图谱来实现，使员工

能够明确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要求 [3]。

企业需设立专门的职业生涯规划部门或指定专业人员

负责指导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该部门或人员应具备丰富的

职业生涯规划知识和技能，能够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职业发

展建议，帮助他们制定并实施符合个人特点和职业理想的职

业发展计划。

可通过定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和咨询活动，增强

员工对职业生涯规划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培训内容应包括

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方法和工具，以及企业内部职业

发展路径的解读和案例分享，让员工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具

体操作能力。

企业应建立健全的职业发展评估和反馈机制，定期对

员工的职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并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

利用绩效考核、职业发展面谈等形式，及时了解员工在职业

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和遇到的困难，调整和优化职业生涯

规划策略，提高规划实施的有效性。

促进职业生涯规划与企业战略目标的有效衔接，确保

员工个人职业发展目标与企业整体发展方向一致。通过上述

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还能

提升企业的人才保留率和竞争力，最终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双

赢局面。

4.2 优化晋升机制和公平性
优化国有企业员工的晋升机制与公平性是提升员工职

业生涯规划效果的重要步骤。应建立透明、公正的晋升评

价体系，通过制定明确的晋升标准和细化的绩效考核指标，

使晋升过程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引入多维度的评价手

段，不仅考察员工的工作业绩，还应综合考虑其综合素质和

潜在发展能力。定期对员工的职业发展意图和期望进行调

研，根据职业生涯规划的结果，合理配置晋升机会，确保公

平分配。

应加强对晋升过程的监督和反馈机制，通过内部审计

和外部评估，杜绝晋升过程中的潜在不公平现象。建立员工

申诉渠道，使员工有机会表达晋升过程中遇到的不公，确保

晋升过程的公开透明。

另外，应加大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领导力培训，提高

其管理水平和公平意识，以确保在实际操作中贯彻公平晋升

的原则。这不仅有助于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还能有效

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和竞争力。

4.3 增强培训资源的投入与效益
为提高国有企业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有必要加强培

训资源的投入和效益。应根据员工的实际需求，设计多层次、

多渠道的培训项目，注重技能提升和综合素质培养。建立科

学的培训效果评估机制，以确保培训内容与员工职业发展目

标相匹配。鼓励企业与外部教育机构合作，提供多样化的学

习机会。还需搭建内部知识分享平台，促进员工之间的经验

交流。通过均衡分配培训资源，提升员工的岗位胜任力和职

业发展空间。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国有企业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路径

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在系统职业生涯指导、晋升机会均等性

及培训资源公平分配方面存在的显著不足。结果表明，员工

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挑战包括职业晋升的不公和

培训机会的不足，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员工的职业满意度及

其职业发展的质量。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的洞见，并提出了改善建议，诸如完善职业生涯规划体

系和优化晋升机制等，但仍有一些局限性和挑战需在未来的

研究中得到解决。例如，如何在宏观政策和企业策略层面上

有效整合这些改进措施，以及如何评估这些措施的长远影

响，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广泛的

行业背景下进行，以验证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并深化对职业

生涯规划影响因素的理解。此外，研究可以探索职业生涯规

划与员工个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全

面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总之，通过对国有企业职业生涯规

划与发展路径的持续研究，可以为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成

长提供更有效的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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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在企业国际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阐述了企业国际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理
论；其次，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选择多家开展国际商务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其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再次，研究结果证明了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能有效促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包括提高决策效率、保证人才供应和激发员
工潜力等；最后，该研究提出了人力资源对于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策略建议，包括优化企业架构、强化跨文化管理能力、建立
全球视角的人才培养体系等。该研究可为国际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企业成功应对全球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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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进行，企业的国际化趋势日益

明显。如何在激烈的全球竞争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是每一

家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项日趋重

要的任务就是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它是企业发展的核心要

素之一，也是企业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力资源管理的

关键是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本决策，尤

其是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的

国际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理论，以及在实际应用中的现

状和问题，已有广泛的实证研究对象进行探索，但是国际环

境尤其是全球视角的人力资源管理灵活应对策略，还需要更

多研究工作。因此，论文主要探讨这一主题，希望借此为国

际化的企业提供更多有益的策略选择和应对全球挑战的有

效方法。

2 企业国际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

2.1 企业国际化概念与理论阐述
企业国际化是一种企业通过跨越国界，开展国际市场

经营活动、资源配置及企业管理的活动过程 [1]。其核心在于

企业如何有效应对不同文化、法律和市场环境所带来的挑

战，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佳配置与市场的最大化。企业国际化

理论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

化理论以及网络理论等。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企业通过拥有独

特资源或能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国际产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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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理论强调企业产品在不同阶段进行市场扩展的决策过

程；内部化理论主张企业通过内部化某些交易，降低成本和

风险；网络理论则关注企业如何通过建立和利用国际网络，

实现资源共享与市场扩展。这些理论共同为理解和指导企业

国际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2.2 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理论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涵盖多个核心领域，主要包括人才

引进、绩效管理、薪酬福利、培训与发展以及员工关系管理

等。人才引进理论着眼于如何根据企业需求进行高效的招

聘和选拔，以确保引进的员工具备符合企业战略的能力和素

质。绩效管理理论主要探讨通过设定目标、评估绩效和反馈

机制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贡献。薪酬福利理论关注通

过合理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措施，提升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

培训与发展理论强调通过持续地学习和能力提升，增强员工

的专业技能和职业发展潜力 [2]。员工关系管理理论则致力于

建立和维护积极的工作环境和文化，促进员工的参与感和归

属感。

2.3 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国际化中的作用
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国际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

方面：提高决策效率，通过优化组织架构和流程，确保决策

的迅速和精准性；保证人才供应，通过全球视角的人才招聘

和培养体系，确保企业在不同市场具备关键人才；激发员工

潜力，运用激励机制和职业发展规划，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增强跨文化管理能力，通过培训和文化交流，促进

不同文化背景员工之间的理解与协作，最终推动企业国际化

战略的有效实施。

3 企业国际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与问题
分析

3.1 国际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企业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避免

的趋势。通过对多家国际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的分

析，发现这些企业在多个方面展现了较为成熟的管理模式。

国际化企业普遍重视人才的国际化培养，设立了专门的培训

项目，以提升员工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和国际商务技能。招聘

方式更加多样化，不仅包括传统的招聘渠道，还利用全球招

聘平台和猎头公司寻找具有国际背景的高素质人才。国际化

企业还注重绩效管理与激励机制的优化，通过透明的绩效评

估体系和多样化的激励措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

能力。令人关注的是，这些企业逐渐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

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实现了人力资源信息的高效整合与共

享。这些现状表明，国际化企业正不断适应全球化竞争环境，

人力资源管理逐渐朝着系统化、国际化和高效化方向发展。

3.2 国际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国际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几

个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可能导致跨文化管理能

力的不足，进而影响团队凝聚力和工作效率 [3]。国际化企业

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才招聘和保留方面面临挑战，尤其是在竞

争激烈的市场中，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国际化企业往

往在薪酬福利体系和员工职业发展规划上缺乏统一标准，导

致员工满意度和归属感的降低。由于法律法规和劳动政策的

差异，国际化企业需要面对复杂的合规问题。

3.3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企业在跨文化融合中

的适应性不足，使其无法高效整合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员工；

国际化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之间缺乏协调，导致执行落

地困难；全球人才管理体系不健全，导致关键人才流失；培

训不足，使得员工缺乏应对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这些因素

共同限制了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有效推进。

4 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对企业国际化
的促进作用

4.1 优秀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企业国际化的积极影响
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对企业国际化的积极影响显

著，体现在多个方面。有效的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配置能够

显著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通过制定合理的人才

引进和培养计划，企业能够确保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保留高

素质的人才，从而为国际化业务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激励机制的优化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策略中的关键环节。

通过建立健全的激励和绩效管理体系，企业能够充分激发员

工的潜力和工作热情。特别是在跨文化团队中，针对性的人

才管理策略能够有效地化解文化冲突，促进团队合作，提升

工作效率。

通过加强跨文化管理培训，企业能够增强员工的全球

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员工之间的理解

与合作。这不仅有助于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还能够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扩展提供有力支持。

总的来说，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能够通过资源优

化配置、提升决策效率、增强员工激励和跨文化管理等多方

面的努力，显著促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4.2 具体实践措施及其效果分析
在具体实践措施方面，企业应着重打造一个具有多元

化和包容性的工作环境，有效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完善的

培训和发展计划至关重要，通过定期组织跨文化培训和全球

领导力培训，提升员工的国际化视野和管理能力。企业还需

建立灵活的绩效评价体系，以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

异；并通过激励机制，如股权激励、绩效奖金等，激发员工

的工作动力。实践结果显示，这些措施不仅提升了员工的满

意度和忠诚度，还显著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5 人力资源在企业国际化发展中的策略建议

5.1 优化企业架构，适应国际化需求
企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优化企业架构是关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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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建立以效率为核心的全球化组织结构，确保各分支机

构和总部之间的无缝沟通与协作。推行扁平化管理，减少层

级，提高决策速度和效率。国际化多元化团队的引入，需要

在组织架构中保持弹性，促进不同文化背景员工的融合与协

作。应设立专门的跨国管理团队，负责协调不同市场的运营，

从而有效应对各地市场的需求变化和法规要求。在企业战略

规划中，需明确各国际分支机构的职责与权限，确保资源的

高效配置与共享。通过动态调整组织架构，适应国际化扩展

带来的新挑战，确保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

5.2 强化企业跨文化管理能力
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强化至关重

要。跨文化管理涉及理解和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行为和

价值观，可有效减少文化冲突，提高合作效率。具体措施包

括实施跨文化培训，帮助员工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提高跨

文化沟通能力。建立一个多样化的管理团队，通过多元文化

背景的管理者来制定和执行国际化战略，还能提升企业的全

球竞争力。采取灵活的组织结构，使企业能快速适应不同市

场的文化需求，增强内部沟通的透明度和协调性。有效的跨

文化管理不仅能提升企业绩效，还能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满

意度，为企业长期国际化发展奠定基础。

5.3 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培养体系
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培养体系，在企业国际化过

程中至关重要。应建立一套完整的跨文化培训计划，帮助员

工理解并适应不同文化背景，提高跨文化沟通能力。企业应

通过全球人才交流项目，促进不同地区员工的相互学习与经

验分享，增强全球协作能力。应实施多元化的职业发展路径，

鼓励员工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经验，推动其职业成长。应注重

在全球范围内选拔和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领导力潜质的

人才，形成企业全球竞争力。

6 结论与展望

为了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压力，国际化企业在人

力资源管理方面需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优化企业架

构是其核心任务之一。企业应灵活调整组织架构，以适应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和文化背景。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决

策效率，还能更好地分配资源和明确各部门职责。创新组织

形式，逐步转向矩阵式、扁平化管理结构，以提高信息传

递的效率和反应速度，确保企业能够迅速适应国际市场的

变动。

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强化对于国际化企业至关重要。员

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在沟通方式、工作习惯及价值

观上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应定期开展跨文化培训，帮助员工

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从而减少文化冲突，促进团队协作。

聘请具有跨文化背景的管理者和专家，可以在提高企业管理

技能的更好理解和适应当地市场。

构建全球视野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关

键措施。企业需打造一套全面而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以满

足国际化发展的需求。这包括设计系统的职业发展路径、提

供多样化的培训课程和实际操作机会，以提升员工的专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实施全球轮岗计划，让员工在不同地区和岗

位上积累经验，培养其全球视野和适应能力。建立健全的绩

效评估体系，确保人才培养成果能得到客观、公正地评价和

反馈，从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7 结语

这次的研究讲的是公司在做全球业务时，怎么样去管

理和使用员工这件事。我们选了一些在全球做生意的公司来

看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管理员工的，然后也找出了他们在这方

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好的员工管理方法能帮助公司更好

更快地在全球范围内做生意，特别是在决定事情、找到好员

工和使员工发挥最大能力这三点上。我们对这个结果给出了

一些意见，如公司要调整自己的结构、提高在不同国家的工

作能力、做好员工的全球化培训等。但是，我们的研究也有

一些地方需要改进，如我们只看了一部分公司，还没能涵盖

全体公司，而且我们也还需要深化对员工管理和公司全球化

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总的来说，这次的研究可以给

在全球做生意的公司在员工管理上提供一些想法和原则，让

他们可以在全球市场上有更好地发展，也给以后的研究提供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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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the pillar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t only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but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China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market 
economic syste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also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a bearing o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publicity of advanced deed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workers, 
and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enthusiasm of employees, enhance team cohesion, and create a good corporate image through 
effective publicity method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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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不仅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
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自身建设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论文通
过分析国企先进事迹宣传对电力工人队伍建设的影响，探讨了如何通过有效的宣传手段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团队
凝聚力，以及如何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促进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国企；先进事迹宣传；电力工人；队伍建设

【作者简介】邓想林（1974-），男，中国湖北孝感人，助

理政工师，从事国际金融与政治研究。

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行业作为重要的能源

产业，其稳定运行和发展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企作为电力行业的主要力量，其

员工队伍的建设是确保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先进事迹

的宣传作为一种有效的企业文化建设手段，对于激发员工的

工作热情、提升职业素养、增强企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研究国企先进事迹宣传对电力工人队伍建设的影响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先进事迹宣传的作用与意义

2.1 激发工作热情
先进事迹宣传能有效地激发工人的工作热情，为企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对于电力工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是艰苦

而单调的，在工作中常常会出现不能适应环境或者是在工作

中受到一些委屈，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宣传引导，那么职工就

会对工作产生懈怠心理。通过先进事迹宣传可以使职工认识

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除此之外，先进

事迹宣传还可以让职工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使他

们对工作产生更大的热情。同时先进事迹宣传还能够吸引更

多的人关注电力工人队伍建设问题，激发他们为企业发展贡

献自己力量的决心。



29

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2卷·第 08期·2024 年 08 月

2.2 提升职业素养
先进事迹宣传活动，通过树立身边的榜样，让企业内

部的职工形成一种正确的思想观念，提升自身职业素养。企

业需要进行先进事迹宣传，通过正面引导的方式，让企业内

部的职工对企业文化产生认同与崇敬。同时，企业需要以先

进事迹宣传活动为载体，加强对电力工人队伍的思想政治教

育，让职工认识到自身岗位的重要性。同时，企业也需要在

先进事迹宣传活动中，让职工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并明

确自身未来努力方向。在先进事迹宣传活动中，可以对员工

进行思想教育、职业教育和业务培训。通过全方位的引导，

让职工认识到自身岗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2.3 增强企业凝聚力
先进事迹的宣传对于增强企业凝聚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方面，先进事迹的宣传能够激励企业员工，让他们感受到

自己为企业所做的贡献，进而对企业产生认同感，不断为企

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先进事迹的宣传能够为企业

员工提供一定的精神动力，让他们认识到自身在企业中发挥

的作用以及在团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通过对先进事迹的

宣传，能够使员工更加明确自身在企业中所处地位与角色，

从而有效增强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因此，先进事迹宣传

对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国企来说更是如

此。只有这样才能让员工更好地为企业贡献力量。

3 国企先进事迹宣传的现状分析

3.1 宣传渠道与方法
先进事迹宣传的渠道与方法是先进人物宣传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对先进人物进行宣传，

能够有效地增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员工更好地

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对于先进人物的宣传工作，需要制定

科学合理的宣传方案，要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的各种宣传渠道

和方法，将先进人物的事迹及时、准确地进行宣传报道。

目前，先进事迹宣传的主要渠道有以下三种：一是电

视媒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有相关的栏目针对先进人

物进行采访和报道。二是广播电视媒体，主要是指以中央电

视台、省级电视台为主的媒体，其采访形式多种多样，不拘

泥于传统的采访形式。三是网络媒体，其形式也比较多样化，

如论坛、博客、微博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电视媒体和网

络媒体。由于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很多先进人

物在互联网上都能及时得到报道。但在实际情况中，大多数

先进人物还是通过电视和广播进行宣传的，电视媒体和广播

媒体能够更好地展示先进人物的精神品质和事迹。

3.2 宣传内容的多样性
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高，所

以先进事迹宣传也要与时俱进。传统的先进事迹宣传是通过

新闻报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种形式虽然能够让人们了解

到企业内部所发生的大事，但对于企业内部员工来说，并不

能带来很大的触动和影响。同时，新闻报道的形式也无法满

足现在员工对于先进事迹宣传内容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要求。

所以，企业要想提高员工参与度，就要根据不同岗位和不同

工作性质对先进事迹宣传进行创新，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更

加多样化，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员工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还

要对先进事迹宣传进行改革创新，使其更符合当前时代背景

和社会需求 [2]。

先进事迹宣传的内容在不断创新，其中有关于企业员

工在工作过程中的个人经历和情感的内容，也有关于企业发

展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例如，某国有企业在员工事迹宣传

中，对于其工作内容和工作精神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强调

了该国有企业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此

外，该国有企业还对员工个人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

总结，并给出了解决办法和建议。对于先进事迹宣传内容的

多样性，不仅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使先进事迹宣传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才能吸引更

多的员工参与其中，也能让先进事迹宣传更有吸引力。

3.3 宣传效果的评估
先进事迹的宣传工作是一个长期且系统的过程，因此，

在先进事迹宣传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宣传效果评估。首先，

对宣传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能够保证先进事迹宣传工作的

效率，同时也能将国企先进事迹宣传的实际价值体现出来。

其次，对宣传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能够帮助国企在先进事迹

宣传工作中发现问题和不足，及时调整和改善工作。最后，

对先进事迹宣传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能够为国企未来开展

先进事迹宣传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综上所述，在国企先进

事迹宣传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宣传效果评估工作，确保先

进事迹宣传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对于先进事迹宣传的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能够帮助

国企了解先进事迹宣传工作的实际情况，并且根据评估结果

来进行调整和改善，以实现先进事迹宣传工作的最终目的。

在对先进事迹宣传效果进行评估的过程中，要对先进事迹宣

传工作的实际情况、先进事迹宣传工作开展的具体流程以及

先进事迹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评估。对

于先进事迹宣传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评估，能够了解到

先进事迹宣传工作开展过程中，国企所面临的困难和不足之

处；对于先进事迹宣传工作开展的具体流程进行评估，能够

了解到国企在开展先进事迹宣传工作时所采用的具体方式、

方法和途径。

4 先进事迹宣传对电力工人队伍建设的影响

4.1 员工工作态度的改变
企业通过宣传先进人物的事迹，能够让员工们从内心

里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使其从思想上积极地投入工作

当中。在宣传先进人物的过程中，能够让员工们意识到自己

的责任与义务。企业的先进人物事迹都是通过长期的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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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而总结出来的，在工作当中他们始终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能够看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从而促使

其积极地学习。在先进事迹宣传活动当中，会有很多新员工

加入电力企业当中来，在他们看来自己只是一名新员工，没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通过先进事迹宣传活动可以让

其感受到电力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4.2 职业技能的提升
先进事迹的宣传，促使员工产生学习动力。在公司中，

员工的业务水平以及职业技能的提升，主要通过对员工进行

培训来实现。通过先进事迹的宣传，能够使得员工意识到，

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本职工作。并且在工

作中可以利用所学知识，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以及专业技

能。在对先进事迹的学习中，员工可以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

的不足，同时也可以通过学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来发现自

身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还能够从先进人物身上

获取宝贵的工作经验。这样一来，员工在开展工作时便会变

得更加游刃有余 [3]。

4.3 团队协作的加强
在电力企业中，先进事迹的宣传不仅可以推动个人的

职业发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电力企业的团队协作。

先进事迹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员工之间的团结协

作。每个人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也是员工共

同成长的地方，企业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员工也

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先进事迹的宣传

中，员工之间不仅可以相互学习和交流，还可以在交流中找

到自己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对自己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

善，这对团队协作来说是一种良性循环，从而推动企业更加

稳健地向前发展，因此先进事迹宣传对电力工人队伍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先进事迹宣传的优化策略

5.1 创新宣传方式
先进事迹宣传要从传统的“面对面”式宣传向“键对

键”式宣传转变，由单向的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在先

进事迹宣传中，可以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平台，建立先进事迹

宣传网络平台，将先进事迹的学习资料、相关视频等通过网

络平台发布，让更多的电力工人能够获取信息并进行学习。

除此之外，还可以建立“网络故事会”这一平台，将先进事

迹中的先进人物或英雄人物进行展现，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

的事迹和精神，从而引导电力工人们积极向先进人物学习。

同时，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起新媒体与电力工人之间

的桥梁，通过互联网技术收集电力工人们的意见和建议，从

而提升先进事迹宣传的效果。

5.2 丰富宣传内容
在先进事迹宣传的过程中，要丰富宣传内容，要能够

将电力工人的工作业绩和日常生活记录下来，突出电力工人

的个人特点，形成独有的个人形象。在对先进事迹进行宣传

时，要加强对电力工人的挖掘和关注。首先，要注重对先进

人物的培养，加强对一线员工的培养，保证每一个电力工人

都能够掌握自己所从事行业的专业知识。其次，要重视对先

进人物事迹的宣传，在宣传过程中，可以结合不同员工的性

格特点和工作经历，将不同人物进行对比，突出电力工人的

个人特点。最后，要将先进人物和一线员工结合起来进行宣

传，提升员工们对先进事迹的理解能力 [4]。

5.3 加强宣传效果评估
先进事迹的宣传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对先进事

迹进行宣传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对先进事迹进行总结、提

升。为了进一步推动宣传工作的开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入手：一是通过对宣传材料进行分析，对先进事迹的效果进

行评估，通过收集和整理工作中的相关资料，从实际角度出

发，分析和研究先进事迹宣传工作对电力工人队伍建设工作

的影响，从中找出不足之处。二是在宣传过程中加强与职工

群众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沟通交流活动，了

解职工群众所需所想。通过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总

结先进事迹宣传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进 [5,6]。

6 结语

国企先进事迹宣传在电力工人队伍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有效的宣传不仅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升职

业素养，还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因此，国企

应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加强宣传效果评估，

以确保先进事迹宣传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电力工人队伍建设，

推动电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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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逐渐成为各行各业高效落实工作的可靠助手。在此背景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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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致力于解决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岗位职责、精准招聘、科学评价以及文化体系建设为主的人力
资源管理机制，旨在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作用，全面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效果，助力高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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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大数据技术作为采集、

储存、加工、分析、传递数据资源的先进技术，可激活数据

潜能、挖掘数据价值，促进组织发展质量变革、动力变革 [1]。

为此，高校可从实际出发，将大数据有机结合于人力资源管

理，强化管理成效。

2 大数据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意义

2.1 提高管理工作效率
大数据的正确应用，能够显著提升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水平，提高人力资源数

据信息的采集、整合、应用效率，将工作人员从以往复杂、

繁琐的人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例如，不再需要人工统计、计

算、分析高校教职工离退休等各类人力资源数据等。以此整

体强化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落实效率，并规避因人工失

误，妨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正常推进。

2.2 推动高校健康发展
高校应用大数据，能够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供更为

精准、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源。在此基础上，高校可通过对

这些数据资源的合理使用，辅助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科学决

策，间接助力高校稳定发展。例如，操作大数据技术，分析、

掌握教职工的学历结构、年龄分布、职称比例、资历背景等

要素，筛选出优秀教职工，给予其落实高校党建、深化教育

改革等重任，促进高校蓬勃发展。

2.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高校可操作大数据技术，根据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数

据资源，系统构建预测模型，及时、精准地发现高校教职工

的流动情况，随即做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加强高校优秀人

才队伍建设 [2]。例如，建设教职工离职预测模型，提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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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教职工的离职趋向。并采取人才激励、福利发放、提高

薪酬等方法，挽留这些教职工。避免因优秀人才的流动，对

高校的基金项目、学术研究、教学科研带去负面影响。

3 大数据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问题

3.1 岗位职责模糊、人岗不相适宜
因缺少数据分析、情况调查，高校暴露出了教职工岗

位职责模糊、工作分配不当等人力资源管理现象，随即衍生

出责任空白、工作重叠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将致使

教职工不能明确日常工作的方向、目标，难以捕捉工作中的

重心、要点，使得工作实效提升缓慢。此外，高校在配置教

职工岗位时，若未能使用大数据，把握其职业素养、专业能

力，将其安排于与之不符的岗位中，则不仅埋没了人才，还

将导致工作出错。

3.2 招聘存在漏洞、人才应用不当
由于高校未能深入剖析各学科发展数据，掌握学科发

展新需要，导致高校在教职工招聘中，无法依托量化依据，

精准招聘所需人才。例如，高校未操作大数据技术，分析某

一学科研究热点的变化，致使在人才招聘中，不能设计出与

该研究方向相关的招聘条件。而盲目招聘的人才，也将无法

真正发挥自身专业、职业优势，在教学、科研、管理中发光

发热。最终造成高校人才资源的浪费，且将削弱人才的工作

热情。

3.3 忽视人才评价、薪酬分配不均
当高校淡化了人才评价的重要性，未能依托大数据，

常态化开展人才评价工作，或是使用了不合理、不科学的人

工评价方法，将导致人才评价结果“失真”使得人才无法全

面掌握自身在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中的表现，难以针对

性地弥补短板、发挥特长。此外，薪酬、福利是人才留在高

校任职的关键因素之一。若高校未能应用大数据，优化薪酬、

福利的分配，将致使人才对高校衍生出“不满”的情绪，产

生“流动”想法，造成高校损失。

3.4 忽略文化建设、风险管理滞后
文化建设决定高校氛围，良好的工作氛围，往往能够

敦促教职工高效完成日常工作任务，维护高校稳定的运转秩

序 [3]。此外，如今，高校间的竞争日渐激烈，优秀教职工人

才炙手可热。当高校未能依托大数据，推进文化建设、开展

风险管理，将导致文化建设效果差强人意，制约教职工工作。

且在此状态下，优秀人才较易“出走”，而这将对高校的竞争、

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3.5 缺少培训教育、素养有待提升
若高校未能常态化举办培训教育活动，且未操作大数

据技术，评价教职工学习情况，整合、分析教职工对培训教

育提出的建议，将导致教职工不能及时接收、学习教育领域

最新提出的理论、要求。高校也将无法参考教职工提出的建

议，优化教育培训，造成培训教育流于形式，效果不佳。

4 大数据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4.1 明确岗位职责、科学分配工作
高校应用大数据推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能够精准把

握各个岗位的工作特点，以及岗位对人才能力、素养、专业

的需要。从而明确各个教职工的岗位职责，并实现职能义务、

工作内容的科学分配。具体要点有：

一是数据处理。即应用高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

算法，采集教职工的各类数据信息，如基本信息、科研数据、

教学评价、论文发表等，多维度分析其业务能力、工作表现。

二是职责划分。即操作大数据技术，剖析教职工在教学、

研究等方面的数据，划定教职工岗位的主要职责，如实施教

学、创新科研、教育改革等。同时，分析岗位的工作量、工

作程序、工作效率等数据，调整岗位职责。如结合实际，为

行政岗增设政策研究、创新管理的工作职责。

三是工作分配。即运用大数据技术，深度分析教职工

以往的教学、科研成果，明确其能力素养、天赋特长。并结

合岗位职责的要求，进行与之契合的人岗匹配，保证“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另外，高校应合规建立动态化的教职工

工作分配制度，以便按照高校教学、科研、管理项目的变化，

灵活调整教职工的工作内容。

4.2 实现精准招聘、加强人才应用
数据时代，高校在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时，不应忽

略大数据技术的正当使用。通过大数据，高校可实现人才的

精准招聘，加强人才应用。具体重点有：

一是分析各学科发展趋势。即高校可运用大数据关联

规则、时间序列等技术，跟踪式地分析各学科在学术研究、

就业上岗、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例如，在课程思政

大背景下，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需融入部分思政内容。这

样一来，高校在人才招聘过程中，应重点考察应聘者的理论

知识、政治素养、职业道德。确保应聘者可高效落实课程思

政任务，优化学生思政能力。

二是掌握应聘者素养能力。即高校需操作数据挖掘技

术，开展聚类分析，把握应聘者的基本能力。例如，高校通

过聚类分析，在教育背景、文凭学历、所学专业、工作经验、

获奖情况、技能特长等方面，对应聘者加以科学分类。在此

基础上，准确筛选出符合岗位需要的应聘者。防止高校所招

聘的人才，无法胜任该岗位工作，妨碍教科研工作的有序推

进，并产生优秀人才资源浪费的现象 [4]。

三是预测应聘者工作表现。即高校可系统构建决策树

模型，掌握哪些因素，能够精准预测出应聘者在未来工作中

的表现情况。以教学岗位为例，考评结果、学生评价、学生

成绩等因素，则是预测应聘者今后教学成果的核心因素。随

后，高校即可依托此结果，预测应聘者未来工作情况，进而

分析其与岗位的匹配度，与高校的适宜性。

4.3 开展人才评价、优化薪酬分配
高校合规应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对教职工进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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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的点评。并依照点评结果，对应配置教职工的薪酬及福

利待遇。继而激励教职工，端正工作态度，认真推进教学、

科研、管理等工作任务。具体措施有：

一方面，是人才评价。即高校可运用大数据技术，健

全建立起覆盖多样评价指标，且可跟踪、动态化评价的人才

评价体系。从而在教学考核、科研产出、论文发表、获奖情

况、工作表现、学生满意度等方面，对教职工人才加以综合

评价。在此前提下，高校还应在每一学期的期末，定期开展

人才评价工作。并将评价结果，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确

保教职工能够清晰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不足、优势特长，主动

进行查缺补漏、自我提升，不断加强教职工职业能力，提高

工作质量。

另一方面，是薪酬分配。即高校可操作线性、多元回

归模型，系统分析高校绩效数据与其他高校的薪酬标准，推

出符合教育领域发展趋势，且科学、合规的高校教职工薪酬

政策，保证教职工的工作付出能够与其工作回报相契合。另

外，高校还可采用“一对一”谈话，或是集中会议等形式，

掌握教职工对福利待遇的建议，如提高住房补贴等。并使用

大数据技术，对这些“建议”进行归纳、分析，计算出可行性、

合理性最强的建议，着手实施。

4.4 深化文化建设、推进风险管理
由于高校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可决定教职工工作实

效，且风险管理能够有效避免优秀教职工的流失。所以，不

论是文化建设，抑或是风险管理，均需高校重点聚焦，应用

大数据技术，高质量落实。具体方法有：

一是深化组织文化建设。即高校可运用大数据技术，准

确捕捉教职工的道德素质、行为习惯、价值观，对标检验高

校组织文化建设情况。例如，应用 NLP 技术，分析教职工在

人际交往、团队互动中的观点想法、情感态度，感知其对高

校组织文化的接受度、认可度 [5]。另外，高校需借助大数据

技术的优势，动态监测高校内，与文化建设有关的指标变化，

如廉政高校等，掌握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并加以合理解决。

二是系统推进风险管理。即高校需应用大数据技术，

收集、整合、分析教职工的绩效、考评、学生满意度等工作

数据，站在前瞻视角，预测、警惕、应对优秀教职工的流失

风险。例如，运用历史数据，建立预测模型，提前掌握教职

工离职的可能性。同时，分析教职工工作压力、心理状况、

工作总量等信息数据，识别其流失的核心原因，并加以应对。

进而预防人才流失，为高校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基础。

4.5 定期培训教育、提高职业素养
教职工的培训教育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高校需常态化开展教职工的培

训教育活动。并依托大数据技术，掌握教职工对培训教育的

看法，不断改进培训教育，逐渐加强职工职业素养。具体方

法有：

一是定期举办培训教育。即高校可运用大数据，收集

职工对培训教育的需要，如培训内容、教育形式等。并将此

作为前提，开展培训教育活动。例如，高校可在“两微一抖”

等热门新媒体平台，注册官方账号，以图文、短视频的形式，

面向教职工，讲解高校管理规定、政策文件要求。且可通过

网络直播，由权威学者，在线解答教职工的疑惑、问题，促

进学术交流。

二是开通学习反馈渠道。即高校可运用大数据技术，

提取教职工在教育培训活动中，频繁提及的主题词，掌握教

育重心。且可依托“微信群”“抖音评论留言”等载体，鼓

励教职工，对培训教育活动提出改进建议。如组建培训教育

微信交流群，为教职工提供交流平台，并引导教职工，在微

信群内，表达自身对教育活动的看法，如“丰富培训主题”

等，促使高校可以此为依据，调整培训内容。进而逐步提升

高校培训教育实效，推动教职工成长，有利于其为高校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5 结语

论文立足高校视角，围绕大数据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

应用展开了研究。即探究了大数据的应用意义、问题，并在

岗位职责、精准招聘、人才评价等多方面，着重分析了大数

据的应用策略。未来，高校还应与时俱进，积极学习大数据

领域最新推出的理论、技术，将其科学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中。最大化地发挥大数据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价值，整体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完成质量，凝聚人才的

力量、智慧，促进高校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梦莹.高校人事档案数字化建设现状及对策分析[J].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2024(6):27-30.

[2] 郭琳琳.新时期提升人力资源档案管理工作的策略[J].文化学刊, 

2024(6):87-90.

[3] 杨茹浩.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信息化运用研究[J].活力,2024, 

42(11):28-30.

[4] 龚洪.大数据背景下激励机制在民办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实

践探索[J].支点,2022(7):105-107.

[5] 达巴姆.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创新途径研究[J].中国管理

信息化,2022,25(14):155-157.



34

DOI: https://doi.org/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2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10.12345/daglyqyfzyj.v2i8.20365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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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s an important lifeline of unit management work.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ideas of worker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 mode have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new era development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new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ssroots institu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ers, combined with their own work practice and thinking, explore effective ways and methods, on how to grasp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novative work methods, enrich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new resul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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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思想政治工作是单位管理工作的重要生命线。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职工思想观念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价值取向和
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能与新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在论文立足于基层单位新时期思想
政治工作，从基层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角度，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与思考，探索有效途径和方法，浅谈如何把握新时
代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取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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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

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对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作为基层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者，如何把握新

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更好地关注需求、用心暖心，不

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

的针对性、实效性显得尤为重要。

2 精研政策理论，上好“暖心”课程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目标在于暖心聚人、鼓

舞士气、促进发展。及时传达贯彻党的理论、方针、政策，

上好各类形式的“理论课”，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工作的重要

内容。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在“理论课”如何接地气、有人

气上下功夫，紧密联系实际生活，让课程内容更“暖心”，

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1]。

一要紧密结合大局。将党的最新政策理论纳入思想政

治教育的内容，密切关注时事与大局，把“高大上”的理论

润物无声地转化为“接地气”的生动道理，让史料史实变成

经典故事，既深耕学理，把思想理论讲明、讲透、讲活，也

植根实践，用鲜活事实赋予教学以时代感、新鲜性、感染力

和说服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正确认识世界

和中国发展大势，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筑牢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同时引导

全体人员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勇做走

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促进全体人员进一

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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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紧密联系工作。理论教育的目的在于指导工作、

推动实践，要紧紧围绕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将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与单位中心工作任务紧密结合，与各项业务职能紧密

结合，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更好地促进行业

工作的开展。例如，笔者身处水利基层一线，在实际工作中，

通过精研政策理论、挑选一些行业工作中遇到的典型案例，

用典型案例进行解释、剖析，帮助干部职工更加深入地把握

理论出台的背景，干部职工接受度很高，反响很好 [2]。

三要紧密贴近需求。在主动宣讲、开展教育的基础上，

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探索多渠道的教育模式。例如，采取点

单模式，通过设计调查问卷、意见箱等征求干部职工意见，

干部职工想学习什么？想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学习？对什么

感兴趣？在获悉干部职工意见建议基础上，针对性进行响

应。通过这种双向的互选，让理论课程内容更加贴近职工需

求，这样既能够进一步拉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双方的距离，

也有效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 [3]。

3 顺应职工需求，运用“暖心”载体

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上网已成为职工日常学习生活

的重要内容，微博、微信、QQ、抖音、论坛等新媒体、自

媒体的运用日益频繁，这些新兴媒介都是我们政治思想工

作者了解民情民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渠道和阵地。

新时代，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丰富时代内容，要跟上时

代发展步伐，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因势利导，做好各类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要充分运用好新媒介传达上情。例如，许多基层

单位都建立了单位 QQ 群、微信群，上级的相关通知、精神、

学习材料，非涉密的文件，都可以放在群里，供大家学习。

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地运用信息化新手段新平台开展教

育，比如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宣讲理论“大道理”，增强教育

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教育的互动性、生动性和实效性。

二是要充分运用好新媒介了解下情。信息化时代为思

想政治工作者了解下情提供了更多样的渠道，思想政治工作

者要充分运用微信圈、QQ 群、微博等新媒介，主动了解下情，

促进思想交流。要经常上网看看，了解干部职工所思所愿，

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关切、解疑释惑。现在基层党

委一般都有党建群、业务群，涉及管理对象的，还有一些企

业业务群，思想政治工作者，这些群、圈、博、IP，都是我

们了解基层想法、意见的好的载体与渠道 [4]。

三是充分运用新媒介引导舆情。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

外环境，加强网络舆论疏导、巩固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对

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确保社会团结稳定具有积极作用。随

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忽视的

重要方面。引导网络舆情，传播主旋律，已成为思想政治工

作的重要内容。面对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各种媒体信息，

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也要起到重要的筛选、把关作用，主动分

辨真假、趋利避害，坚持用健康向上的信息教育引导单位职

工，引导好职工的微信朋友圈、微博、QQ 群等新媒体、自

媒体，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发挥事业单位人

员传播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作用 [5]。

4 畅通成长渠道，建设“暖心”组织

单位领导、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思想，必须平和认真、体恤下情，多多关注干部职工的成

长，多做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工作，能打开人们心灵的一

扇窗，凝聚共同奋斗的力量。

一要鲜明用人导向。对于职工来说，个人价值的实现

主要体现在对自身职业前景的关注上。只有坚持正确的用人

标准和导向，让广大员工明白单位对人才需求，只有真正让

想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看到可发展的平台，才能在单位内

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工作氛围。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

工作中树立鲜明、正确的用人导向，对思想作风过硬，工作

能力强，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在各个岗位上有突出特长和

贡献的人员在政治进步上予以优先考虑，大胆起用，不论资

排辈，不看背景，不受外力左右，一切“以发展论英雄、凭

实绩用干部”。实践证明：用好一个干部，暖一片人心，调

动一批人的积极性，进而推动一个单位的建设和发展；用错

一个干部，寒一片人心，挫伤一批人的积极性，甚至影响一

个单位的建设和发展 [6]。

二要公正评价导向。单位领导班子能不能秉公用权、

能不能公平公正把这些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解决好，不

仅影响职工精力向哪里投、心思向哪里用、眼睛向哪里看、

干劲向哪里使，而且影响班子形象和单位风气，影响向心力、

创新力的生成。单位职工的年终考评、晋职晋级、领导岗位

调配，历来是各单位十分关注的敏感问题，不能凭领导者个

人亲疏、个人好恶来取舍，也不简单地搞平衡照顾、论资排

辈，更不能把职务作为私相授受的个人资源，必须始终一碗

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

公正使用干部，应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严

格按制度按规矩行事，让干部职工充分参与。干部职工干得

怎么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最有发言权，所以业绩

评价还要重公认，在业绩考核中充分反映群众感受、体现群

众评价，体现工作业绩实情，弘扬实干导向，凝聚民意共识，

才能充分激发单位每个人的向心力、能动性。

三要模范带头导向。常言道“身教重于言教”，如果

单位领导树立亲和正能量的榜样，单位干部职工则积极向

上，反之若领导对下级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就会压抑干部

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让人心情抑郁，滋生对抗情绪。身教

重于言教，如果言行不一，双重人格，这样的人道理讲得再

好也没有说服力。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切实以身作则，用教育

别人的道理先教育好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单

位领导、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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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识、看齐意识上带好头作表率，号召大家做什么，自己

先做到；要求大家做到什么样，自己先做到什么样；急难险

重任务，思想政治工作者、党员，要奋勇当先、冲锋在前，

切实做到“我是党员我先上”，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7]。

5 围绕急难愁盼，办好“暖心”事情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围绕做好干部职工“娘

家人、贴心人”职责定位，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为职

工服务的每项工作之中。要主动了解干部职工实际困难，准

确把握，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切实入脑暖心，要围绕干部

职工“急难愁盼”的各类问题，多办“暖心”事，多说“暖

心”话，激励、温暖单位干部职工在本职岗位更好地发挥自

身作用，创优争先、砥砺前行，为单位各项事业发展做贡献。

一要时常关心成长。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干部职工在

工作上要了解其期望是什么，兴趣点在哪里，让他明白自身

发展方向，使其对工作保持一种持续的热情。例如：笔者在

实际工作中，也经常组织青年职工可以组织青年思“享”会、

读书会、联谊会等活动，提供平台、场所，一方面邀请行业

领导、业界专家进行授课，为青年干部职工顺利成长提供指

导；另一方面也引导青年同事，立足自身工作岗位，畅谈

自己工作状况、学习思考，交流工作经验，碰撞思维火花，

实现共同进步。从实际运作下来的情况看，起到了非常好的

效果。

二要时常嘘寒问暖。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深入干部职工

之中，了解职工，关心职工，帮助职工，体贴职工，关爱职工。

要特别关注干部职工的实际困难，家庭有困难，要借助支部、

工会、妇委等力量，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对于家庭有矛盾的，

主动了解情况，及时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对于小孩正处于升

学阶段的职工，可以向领导建议，采取适当方式减少点工作

量或者调整至不需加班的岗位。对于干部职工生病的，视情

及时安排休息，进行关心慰问等，从各个方面充分体现管理

的“人性化”，感受党组织的温暖，让干部职工无后顾之忧，

奋战在工作岗位上。

三要时常开展活动。活动也是凝心聚力的重要载体，

通过活动的开展可以进一步增加相互了解，活跃团队氛围，

提增凝聚力、战斗力。要精心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适当扩大

参与范围，引导非党职工增强对党组织的熟悉和了解，培育

奉献精神。要充分利用各类党史学习教育沉浸式资源，通过

组织职工实景参观，可以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热情，都是非

常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所。要着力创新团队拓展活动，围绕

增强凝聚力、向心力，着力创新方式，丰富形式，提高思想

政治教育的成效。要多开展节日庆祝活动。每年结合元旦、

春节和“七一”等节日开展大家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尽量

多组织一些大家乐于参与，并能激发众人热情的丰富多彩的

趣味性活动。全员参与的文体活动，要比只能少数人参加的

活动更能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6 结语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

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作为基层单位，必

须不断创新理念与方式，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暖心”

行动聚民心、兴文化、展形象，为贯彻落实中央新时代思想

政治工作要求，更好地服务新时代职工需求，建设凝心聚力

干部职工队伍，推动基层单位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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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under this 
trend,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provides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for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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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建设与阅读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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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下促使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在这一趋势下推动了各个行业的转型升级，为各个领域的建设和
发展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尤其是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应用，可以推动图书馆运营模式的转型升级，更好地建设电子资
源，加强资源库的建设和整合，升级图书库系统，满足各个区域大众的阅读需求。且在先进技术的应用下，可以加强阅
读平台的建设，更好地推广数字资源，提高服务水平。论文主要浅谈数智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建设与阅读推
广，旨在打造智慧图书馆，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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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公共图书馆建设和运营提出了

新要求，为了满足大众的多样化需求，需要将数字技术应用

其中，基于数字化平台加强电子资源的建设，创建电子图书

库，更好地推广阅读，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跟上时代步伐。

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基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求提出了各个

地区要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大众文化素养和阅读水平、知

识水平提升目标的基础上，携手多个单位优化资源建设、探

索协同发展新路径。但是在实际中，还存在技术应用力度不

足、投资不足、推广不到位的问题，需要逐步改进，把握数

智融合背景下的发展机遇，积极迎接挑战。加强电子资源的

建设和阅读推广，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和价值，更好

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2 数智融合内涵

数智融合涉及多个领域和专业，包括技术发展的推动、

经济社会的需求、全球趋势的引领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在科学技术发展和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并行演进下，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深刻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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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信息、获取信息的方式，为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奠定

了技术基础。数智相融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理念，旨在通过

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融合构建“云网数服”安全体系，直

接在网络上连接、感知、计算。数智融合不是技术的简单堆

积，是技术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当前数字技术和智能技

术的融合体现在场景的融合、生态的融合、产业的融合等多

个方面，在深度融合下推动了数智化的发展，为社会各个领

域带来了全新的变革。

3 数智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
和阅读推广的意义

在当前数智融合背景下，数字化阅读和智慧图书馆已

经深入人心，成为当前公共图书馆的主要发展方向，在这一

趋势下为大众接受信息、参与阅读、获取信息提供了多种方

式和途径，可以满足大众的多样化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公

共图书馆要加强电子资源的建设和阅读推广，提高建设效果

和阅读推广效能，完善服务机制，发挥电子资源和阅读推广

的价值和作用，更好地建设全面电子资源库和全民阅读推广

体系。并依托数字技术和智能解决电子资源建设难题，丰富

电子资源库，提高建设质量。充分利用公共图书资源，全面

提升图书馆的阅读服务能力和文化承载力，具体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3.1 可以加大电子资源的建设力度
在数字化背景下，在电子资源建设的过程中要根据地

方实际情况、公共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现状开展供应链资源建

设研讨会，联合高校和公共图书馆馆长、专家学者、出版社

领导等共同探讨电子资源建设问题和阅读推广问题。根据国

家相关政策要求和发展诉求、地区实际情况，围绕图书馆资

源建设与阅读推广、馆配营销服务创新、馆藏建设高质量发

展、出版大趋势等主题，展开交流和深入探讨，明确新的发

展路径和方向 [1]。聚焦资源建设提升服务能力的提升目标加

强实践探索，可以将各个文献资源和馆藏纸本资源进行整

合，装订成册，逐步提升电子资源的比重，更好地建成数字

文化资源。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数字资源采购预算的管

理，从而推进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做好各个地区

古籍数字化工作，不断提升古籍数字资源服务质量，让珍贵

古籍文献走近大众、服务大众。

3.2 提升阅读推广服务价值
数智化背景下促使公共图书馆进入到了融媒体时代，

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大众的阅读方式，大众可以通过网络平台

和移动终端设备获取外界信息，阅读图书资源。在这种阅读

方式下可以打破传统公共图书馆下大众阅读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可以为大众阅读提供便利和优质的服务，提高阅读有

效性。让大众可以通过移动终端浏览、查询、下载、分析，

彰显数字阅读的优势和作用。

另外，在数智化背景下，图书馆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

创新推广方式，为不同的读者群体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服务，

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比如，在数字化阅读下可以通过图

片和音频、视频的方式展示馆藏资源、阅读资源，让读者获

取更加形象、生动的电子资源，提升读者的满意度和积极性，

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同时，在数智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也

需要利用先进技术开展多种阅读推广活动，主动和读者群体

交流、互动，做好信息反馈工作，改进工作，提升阅读资源

供给质量，实现精准宫格。故此，图书馆要依托现代技术手

段深度挖掘现有的资源，充分利用当地优势条件丰富资源类

型，实现电子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发挥资

源价值 [2]。

4 数智融合背景下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和阅
读推广的策略

4.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条件
共同图书馆要认识到数智融合背景下的发展现状和问

题，贯彻落实相关要求，转变发展理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为电子资源建设和阅读推广营造良好的条件，具体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丰富馆藏资源。一方面，要增加文献收藏，提

升馆藏量，彰显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故此图书馆要多渠道多

方式筹集图书资源，丰富馆藏，引入纸质图书、电子图书、

音像和光盘等文献资料，加强资源库的建设，为读者提供充

足的资源。同时还需要做好图书的选购的管理，在图书的选

购、订阅上，充分考虑到各类读者群体的阅读特征和认知水

平，尽可能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要优化资源配

置。定期对馆藏资源进行评估和更新，筛选过时、破损的图

书资料，确保馆藏资源的时效性和可用性，并加强与出版社、

书店等机构的合作，及时采购新书资源，满足读者的阅读

需求。

第二，加强信息化建设。图书馆要根据要求加强数字

化建设，建立完善的数字资源库，包括电子图书、期刊、学

位论文等数字资源，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并积极开发智能

推荐系统、移动图书馆等信息化服务平台，为读者提供便捷、

高效的信息服务。同时还需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确保

图书馆内部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及时为读者提供免费的

Wi-Fi 服务，方便读者使用移动设备访问网络资源 [3]。

4.2 构建融合式服务模式
为数智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要加强区域融合，将

不同的资源和要素进行整合，形成新型的发展模式，为电子

资源建设和阅读推广提供服务，解决多方面难题。通过资源

整合、服务融合、信息共享、协同推进举措实现各个区域的

互补、结合，打造全流程、全过程、全方位的融合服务模式。

将区域资源整合起来，更好地进行电子资源建设，阅读推广，

提升建设效果和质量，以及推广力度和效果，具体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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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目标，将资源整合、路径拓宽、创新发展作为主

要目标，将不同的馆藏资源、图书资源等资源整合起来，实

现资源共享。需要优化图书馆组织结构、创新技术、加强人

员培训，确保资源协同，更好地划分功能区域，创建电子资

源库、创新推广模式，实现优势互补目标。同时还需要完善

资源共享、互通机制，以及阅读推广保障机制，为这两项工

作的进行提供信息服务。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建设成

本、提高阅读推广效果，为读者提供更加个性、专业的信息

服务。并拓宽推广范围，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推动图书馆

的现代化发展，做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总之，在该模式

下可以为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和阅读推广提供理论指导和

实践支撑，可以实现资源融合，营造有利的条件，推动图书

馆的现代化发展。

4.3 加强平台建设，推广发展路径
在数智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要依托数字技术和智能

化技术创建智能化阅读推广平台，通过平台为读者群体提供

个性化和精准化的阅读服务和阅读资源，满足读者的需求，

提升图书馆的阅读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方面的作

用和价值。基于数字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支撑可以打造智能

化的图书馆，可以营造良好的条件，通过优质的服务吸引读

者参与到知识学习、信息获取、文化传承中来，更好地发挥

图书馆的作用和价值。例如，在先进技术下可以深入分析读

者的借阅信息、浏览信息、阅读习惯、兴趣等，精准画像，

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推送服务，提升读者的阅读黏性，让读

者享受专有的服务，奠定基础，发挥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另

外，在数智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可以引入数智化发展理念

加强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合作，拓宽互通共融深度和广度精

准自身发展定位，打造跨界协同发展局面，确保自身的转型

升级，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在先进技术下可以搭配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打造交互式、立体化的阅读服务推广平台，通过

云端深化融合，破除阻力，提高跨界融合效果，让读者更好

地了解多个区域的知识，实现各个区域和产业的协同发展。

4.4 加强智慧阅读建设，创新阅读服务模式
在数智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要拓宽服务功能，改善

服务现状，留住读者群体，打造新格局，提高阅读推广水平

和效果。故此图书馆可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加强智慧

阅读室的建设，根据读者的阅读画像为其提供服务，满足读

者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可以将智能机器人引入阅读推广中，

拓宽推广范围，提高推广效果，扩大受众面，让读者加入其

中。同时，也可以引入虚拟现实技术，让读者有全新的体验，

享受真实的读书情境，提升阅读的有效性和满意度，激发活

力和动力，动员更多的人都加入推广中，彰显智能化建设理

念。例如，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计算机创建三维虚拟情境，通

过多样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呈现方式，吸引读者，营造

沉浸式阅读氛围，形成全新的阅读推广模式，加强阅读推广

的智能化建设 [4]。

4.5 完善版权管理机制
公共图书馆在电子资源建设的过程中重视版权管理工

作，建立健全版权管理机制，及时了解和掌握图书资源的版

权状况，为后续的版权管理和使用提供便利，具体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定期更新版权信息。在新时代下图

书资源不断更新和变化要求图书馆定期更新版权信息数据

库，确保版权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满足作者的要求。第

二，加强版权合作与共享。图书馆要积极与图书作者、出版

商等版权方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签订版权许可协议等方式，

合法获取和使用图书资源，从而丰富馆藏资源，提高服务质

量。第三，资源共享。图书馆在遵守版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主动和其他文化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可以通过联合采购、

共建共享等方式，降低资源获取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第四，加强版权监测和维权。图书馆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建立版权监测机制，系统化地对图书馆网站、电子

阅览室等数字服务平台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侵权

行为。

5 结语

总之，在数智时代背景下，也可以将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和新工具引入公共图书馆电子资源

的建设和阅读推广中，为读者提供沉浸式数字阅读体验，提

升读者的满意度和认可度。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和阅读推广

基础设施建设策略是图书馆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的重要举

措，故此需要图书馆加强重视，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融合

服务模式应用、平台建设、智慧阅读建设几个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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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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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main suggestions include strengthening safety awareness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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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build a scientific,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anti-risk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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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升中小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论文从安全意识、管理制度、人才技术和资金投入四个角度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主要建议包括强化安全意识和文化建设、完善制度体系并加大执行力度、加强人才培养和技术支持、
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大安全投入等。这些措施旨在全面提升中小企业的安全管理能力，降低安全风险，促进企业可持续发
展。通过系统性的改进，论文力求为中小企业构建一个科学、高效、可持续的安全管理体系，从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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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对安全生产要求的不断提

高，中小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

力。然而，由于资源有限、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等原因，许多

中小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健

康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安全水平。本研究聚焦中小企业安全管

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深入分析其成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

对策建议。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降

低安全事故发生率，还能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对

促进整个行业的安全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中小企业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安全意识淡薄，重视程度不足
中小企业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安全意识淡薄，

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层对安全生产

的认识不到位，往往将安全管理视为额外负担而非企业发展

的基础。部分企业领导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安全投入，

认为安全管理会增加成本，影响企业效益。这种错误观念导

致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措施和执行

力。同时，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也普遍不足，存在侥幸心理

和麻痹大意的情况。他们可能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忽视安全

操作规程，或者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 [1]。此外，企业

内部缺乏有效的安全文化建设，未能形成“安全第一”的共

识和氛围。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未能真正增强员工的安

全意识和技能。安全意识的缺失不仅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

险，还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导致企业在遇到安全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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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迟缓，处置不当，进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和损失。

2.2 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够
中小企业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制度不健全，执

行力度不够的问题。首先，许多中小企业缺乏系统、完整的

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可能只有一些基本的安全规定，但缺乏

针对具体岗位、具体操作的详细安全管理制度。该制度的缺

失导致安全管理工作缺乏指导和依据，容易出现管理真空。

其次，即便有一定的安全管理制度，但往往存在制度陈旧、

不切实际的问题。一些企业直接照搬大企业或其他行业的制

度，未能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导致制度与实际脱节。

再者，制度的执行力度不够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一方面，企

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无法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另

一方面，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足，难以起到警示和震慑

作用。最后，一些企业存在重制定轻执行的现象，制度成为

摆设，未能真正落实到日常工作中。该制度执行的松懈不仅

降低了安全管理的有效性，还可能导致员工对安全制度的不

信任，形成恶性循环。

2.3 安全管理专业人才匮乏，技术支持不足
首先，中小企业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普遍面临安全管理

专业人才匮乏，技术支持不足的问题。由于规模和资金的限

制，许多中小企业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安全管理人才。

由于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也缺乏职业发展空间，

导致专业人才流失严重。其次，即便有安全管理人员，其专

业素质和能力也往往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一些企业可能由非

专业人员兼职负责安全管理工作，该人员缺乏必要的安全管

理知识和技能，难以有效识别和管控安全风险。再者，中小

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的安全技术支持，没有专门的安全技术部

门，也缺乏先进的安全管理设备和技术。由此导致企业在面

对复杂的安全问题时，缺乏专业的技术分析和解决方案。最

后，中小企业在安全管理信息化和智能化方面也存在明显不

足。由于没有完善的安全信息管理系统，无法实现安全数据

的实时监控和分析，影响了安全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这种

人才和技术的双重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的提升，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 [2]。

2.4 安全投入不足，资金支持有限
中小企业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安全投入不足，

资金支持有限的问题。第一，受制于企业规模和经营状况，

许多中小企业难以保证充足的安全投入。他们可能将有限的

资金优先用于生产经营，而忽视了安全设施和设备的更新改

造。这种投入不足导致企业的安全防护能力薄弱，增加了安

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第二，一些企业存在短视行为，仅注

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认为安全投入是一种“沉没成

本”，看不到直接的经济回报，因此不愿意在安全管理上

投入资金。第三，中小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的安全投入规划，

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只有在出现问题或面

临检查时才被动投入，缺乏前瞻性和持续性。第四，一些企

业虽然有一定的安全投入，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不懂得如

何科学合理地分配安全资金，导致投入与效果不成正比。由

此可见，安全投入的不足不仅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安全防护能

力，还可能因为安全事故的发生而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形

成恶性循环。

3 中小企业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研究

3.1 强化安全意识，构建安全文化
强化安全意识是提升中小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基础。

只有企业上下都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才能从根本

上改善安全管理状况。构建安全文化不仅能增强员工的安全

意识，还能形成良好的安全氛围，促进安全管理工作的有效

开展。

首先，企业领导层要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将安

全生产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亲自参

与安全检查和管理。其次，建立全员参与的安全文化建设机

制。可以通过组织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技能比武等活动，提

高员工参与度和积极性。再次，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根据不

同岗位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培训计划，采用案例分析、模

拟演练等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增强培训效果。此外，建立安

全奖惩制度，对安全表现突出的员工给予奖励，对违反安全

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形成正向激励机制 [3]。最后，利用现

代化传播手段，如企业内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定期发布

安全信息，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通过这些措施，逐步

形成“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良好局面，为企业

安全管理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3.2 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执行力度
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是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

中小企业需要建立符合自身实际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并通

过有效的措施确保制度得到严格执行，从而提高安全管理的

规范性和有效性。

第一，系统梳理企业现有的安全管理制度，查找缺失

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参考行业标准和先进企业经验，结合

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全面、详细的安全管理制度。制度内

容应涵盖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检查制度、

应急预案等各个方面。第二，建立制度定期评估和更新机制。

随着企业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定期审视和修订安全管理制

度，确保制度始终符合实际需求。第三，加强制度宣贯和培

训。通过多种形式让员工充分了解和掌握各项安全制度，明

确自身责任和义务。第四，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可以成

立专门的安全监督小组，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纠

正违规行为。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客观评价制度执

行情况。第五，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对于严格遵守安全制度

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严肃处

理，绝不姑息。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形成制度健全、执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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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安全管理体系，为企业安全生产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3.3 加强人才培养，提升技术支持
人才是安全管理工作的核心，技术支持是提高安全管

理效率的关键。中小企业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和引进安全

管理人才，同时加强安全技术支持，以提升整体安全管理

水平。

一方面，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人才培养体系。企业首先

可以采用内部培训与外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提升现有

安全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可以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定

期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参加专业培训和学习。其次，创新人才

引进机制。可以考虑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股权激

励等方式吸引高素质安全管理人才。同时，建立完善的职业

发展通道，为安全管理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最后，加

强安全技术支持。企业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安全技术部门，

或者与专业的安全咨询机构合作，为企业提供专业的安全技

术支持。另一方面，加大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投入。引入先

进的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安全数据的实时监控、分析和

预警。可以考虑采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安全管

理的智能化水平。此外，鼓励安全管理创新。设立安全管理

创新基金，鼓励员工提出安全管理改进建议，对有价值的创

新想法给予奖励和支持。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建立起一支专

业化、高素质的安全管理队伍，同时提升企业的安全技术支

持能力，为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术保障 [4]。

3.4 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安全投入
合理的安全投入是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的物质基础。中

小企业需要转变观念，将安全投入视为企业发展的必要成本

和长远投资，通过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资源配置，确保安全

管理工作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

首先，建立安全投入预算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

企业应将安全投入纳入年度预算，确保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可以参考行业标准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安全投入比

例，如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设置安全投入预算。其次，

制定科学的安全投入规划至关重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安

全管理需求，编制中长期安全投入规划，明确投入重点和优

先顺序。一方面，可以采用风险评估方法，识别关键安全风

险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投入。另一方面，优化安全资金使用

效率。建立健全安全投入项目评估机制，对重大安全投入项

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和效益评估，确保资金使用效果。同时，

加强安全投入项目的过程管理和绩效考核，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5]。最后，建立安全投入激励机制也不容忽视。将安全投

入与企业绩效考核挂钩，鼓励各部门积极主动提出安全改进

项目。对于通过安全投入有效降低安全风险、提高安全绩效

的部门给予奖励。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持

续稳定的安全投入机制，为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充足的资

金保障，从而有效提升企业整体安全管理水平。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小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改进是一个系统

性、长期性的过程，需要企业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和全体员工

的共同参与。论文通过分析中小企业安全管理中的主要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改进

思路。然而，安全管理工作永远没有终点，随着技术的进步

和社会的发展，未来还需要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引入新技术

新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进一步提升安全管理

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同时，也需要政府、行业协会、研

究机构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为中小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

提供更多支持和指导，共同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产业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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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new situations and challenges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In the face 
of the new networked and digital environment, the reception, storage, custody and utilization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have brought a huge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archives” management 
mode.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digitization, and provide archives 
management services faster and better is an urgent task in front of u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rchiv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archiv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and probes into the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of the archiv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the archival management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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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电力企业的发展与变革，新出现的形势与挑战也日益增多。面对全新的网络化、数字化环境，电子文件的接收、存
储、保管、利用以及电子文件的完整性、真实性等都带给传统“实体档案”管理模式以巨大的冲击，如何充分利用信息化
技术，加快档案数字化建设，更快、更好地提供档案管理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论文阐释了电力企业档案信息
化管理的意义，分析了电力企业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究了电力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实践对策，以期为
电力企业的档案管理方面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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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推进，电力

企业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日益重要。现代电力企业档案

管理对电力企业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强化企业在市场中的竞

争优势，而且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稳固

支持。传统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方式已无法满足社会进步及

信息时代的需求。在数字化时代，推动电力企业档案管理的

高效运作至关重要，必须推进其科学化进程，以强化中国电

力企业的竞争优势，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2 电力企业档案信息化管理的意义

2.1 促进经济体制信息化建设
对中国电力企业而言，先进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系统能

高效地分类和整理信息，显著提升员工查阅资料的便利性。

电力企业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活动对信息化建设具有支持作

用。因此，在数字化进程中，持续深化电力企业档案管理的

科学化进程至关重要，它直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的健全与发展。当前，中国电力企业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

工作实际面临一些挑战，这直接制约了其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为了有效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发展，强化

电力企业档案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2.2 提高电力企业信息化竞争实力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推进，电力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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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为了顺应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提升

电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务必强化电力企业档案管理，最大

化电力企业档案部门在电力企业中的功能与影响力。信息化

提升能推动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工作现代化，确保其适应时代

变迁的需求。信息化建设能有效支撑电力企业的档案管理，

提供精确、真实且全面的数据基础，这直接强化了企业在市

场中的竞争优势 [1]。它提升了中国电力企业在市场中的表现，

实质上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构成了强大的

支撑力量。

2.3 节省存储空间
在数字化转型的大潮中，电力企业档案信息化的推进

对节省存储资源至关重要。海量的传统纸质文档占用大量实

体空间，随着电力企业档案积累的膨胀，存储空间压力持续

增大。纸质文档的储存需严控温度湿度，防火防虫，以确保

资料完整无损。数字化电力企业档案显著缩减了存储需求。

数字化的电力企业档案以电子形式储存，占用空间大幅度减

少，远低于传统纸张电力企业档案。数学化数据存储可通过

磁盘阵列或云存储等技术实现，高效利用存储资源并减少存

储开支。另外，数字电力企业档案支持远程备份与快速恢复

功能。互联网使得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员能定期异地备份关键

电力企业档案资料，增强数据安全性。当发生电力企业档案

数据丢失、在任何突发情况下，能迅速恢复备份数据，最大

限度减少损失。

2.4 推动电力企业档案信息资源融合
传统电力企业档案管理模式导致信息碎片化，各部门

和单位各自保管，形成众多“信息孤岛”，严重阻碍了电力

企业档案资源的一体化管理和协同利用。数字化电力企业档

案管理系统能有效推动电力企业档案信息的一体化管理和

整合。建立电力企业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全面搜集、整理

并数字化存档资料，构造出有组织、相互关联的电力企业档

案信息资源网络。数字化电力企业档案管理系统能实现电力

企业档案信息的精细分级与分类管理。根据电力企业档案的

来源、对电力企业档案资料依据内容和时间进行有序分类储

存和管理系统化，以提升检索和利用率。此外，通过数字电

力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能有效促进电力企业档案信息的共

享与协作。通过确立标准化的数据规范和一致的通信协议，

各类电力企业档案信息系统得以顺利衔接，推动电力企业档

案信息资源的整合进程。数字化电力企业档案建设能有效提

升电力企业档案信息的利用效率。通过数据挖掘、运用数据

分析技术深度挖掘电力企业档案资料，提炼关键信息，为企

业的决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为科研活动提供强有力的

数据支持。

3 电力企业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1 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存在漏洞
电力行业的日新月异中，日常工作日益融入了创新元

素，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深度整合与信息化平台的构建等。当

前，电力企业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显露出不少问题，

主要体现在电力企业档案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规范化和

约束机制，这直接引发了管理中的诸多漏洞和不足。电力企

业档案管理欠缺完善的体系，使得电力企业档案员在操作过

程中显露出一定程度的盲目和随意性 [2]。为解决上述问题，

必须持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以提升电力企业档案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

3.2 电力企业档案管理人才素质欠佳
电力企业档案管理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受制于员工的专

业素质和技能。员工能力不足会明显阻碍电力企业档案管理

流程的流畅执行。当前，许多电力企业对电力企业档案管理

专员的技能提升培训不足，这直接导致他们的专业素养普遍

偏低，他们在执行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时遭遇了显著的

挑战。电力企业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员考核体系尚不健全，

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导致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受

限，直接阻碍了电力企业档案管理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因此，

必须强化对电力企业档案管理者的专业培训，提升其技能和

素质，以更好地支持电力企业的各项运作。

3.3 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对信息化技术运用匮乏
社会持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

日益扩大。现代电力企业需紧跟时代，利用信息技术革新电

力企业档案管理流程。当前，电力企业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

存在不足，对数字化的采纳不够，仍依赖传统方式，这导致

效率低下，影响了电力企业运营的顺畅进行。电力企业的部

分领域在信息技术人才上存在短缺，这制约了电力企业档案

管理效率与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3.4 电力企业档案利用率不足
目前，中国电力企业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中存在问题，

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员未能充分行使职责，导致电力企业档案

利用效率不高。在这种情境中，电力企业员工普遍欠缺电力

企业档案管理知识，未能充分理解电力企业档案工作对电力

企业运营的关键作用。电力企业大力投入员工调整和培训，

然而人员的知识与经验不足，限制了电力企业档案利用率。

在实际操作中，部分电力企业在运用电力企业档案资料时面

临难以有效和精确利用的挑战。部分问题削弱了电力企业对

电力企业档案管理的专注，从而影响了电力企业档案管理员

工作热情和自主性的发挥。

4 电力企业档案管理信息化的实践对策

4.1 促进电力企业档案信息的共享和使用
实现电力企业档案资源的跨行业、跨区域、多角度的

整合与应用能深度激活电力企业档案资源潜力，凸显其时代

意义 [3]。电力企业档案管理部门需在逻辑上精细梳理各类别、

各地区的电力企业档案和数据，通过横向部门间的数据共享

与交换，以及纵向的上级与下级数据整合，构建数据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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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平台。这将为行业信息利用提供强大支持，同时提升公众

获取多元化服务的便利性。根据“共享优先，非共享为特例”

的策略，系统全面整理和归纳数据资源目录，致力于向智慧

数据中心推送所有适用的数据资产。如电力企业档案部门将

出租、公交、运政许可及非现场执法等相关数据已整合至市

数据资源局，这体现了电力企业档案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

用，显著增强了行业数据的信息服务和处理能力。强调优化

数据资源品质，实施严格的数据质量管理，明确数据责任，

实施持续的数据核查和实时更新，以确保数据的精确性、完

整度、即时性和有效性。提升数据质量监控能力，对数据采

集、更新过程实施全面评估，一旦发现异常迅速跟进纠偏，

确保数据状况清晰可见，数据使用可追踪。

4.2 强化数据安全的制度和技术构建
电力企业档案的原始记录特性和历史再现功能确保了

在使用和传递过程中必须维护其真实无误。在繁复的元数据

应用场景中，电力企业档案数据的安全保障需依赖于科技支

持与管理策略的紧密结合。电力企业的电力企业档案管理部

门需应用先进技术，确保电力企业档案数据在各行业和领域

的交互利用安全高效，增强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区块链这一

流行的技术，作为去中心化且无法篡改的分布式数据库，其

基于块链的数据结构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它在监

控数据源头和操作合规性上表现出色，正驱动着安全防护领

域的革新进程，成为关键驱动力。强化数据备份的安全策略，

精心挑选适用的存储介质、系统及备份模式，实现电力企业

档案数据的多元化、全方位存储，以增强长期数据保护效能。

强化全环节数据准确性的监督，周期性执行电子电力企业档

案核查，实施数据质量检查，详尽掌握数据品质现状。运用

电子审计工具深入剖析问题，系统建设、政策实施与业务流

程全面审视与优化，目标是有效减少新出现的数据疑点。在

法治建设上，国家陆续实施了《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

法》，旨在依法严谨地管理和利用数据，确保其合规流动与

自由交换。电力企业档案部门需遵照国家法规和标准，特别

关注电力企业档案数据管理全流程，包括采集、共享与开发

应用，构建全面的监控体系 [4]。强化数据源头管理和智能监

控，实施细致的数据分类和分级制度，精确评估安全风险级

别，以此为基础，推动数据价值挖掘和风险防控。

4.3 按需定制服务，满足各类用户电力企业档案运用
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根据各类用户的电力企业档

案使用特性和需求，实现个性化服务，是电力企业档案信息

化建设的核心目标。通过问卷调查、通过访谈和焦点小组

讨论深入探究各用户群体对电力企业档案利用的具体需求。

根据各类用户的特定需求，对电力企业档案信息系统的功能

和性能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作为实现个性化服务的关键参考

依据。打造个性化电力企业档案信息服务体系，涵盖信息推

送的定制化、精准搜索功能以及用户体验度极高的个性化界

面。定制化服务内容和功能以满足用户独特需求，从而提升

用户满意度。以用户为中心，持续优化电力企业档案信息系

统，采纳用户需求和反馈进行改进。优化操作步骤，增强系

统易用性和实用性，减少用户学习难度 [5]。我们提供多元化

的电力企业档案信息获取途径，涵盖网站、移动应用及自助

服务终端等平台。优化以适应各种用户和情境的电力企业档

案访问需求，增强服务的易用性。我们提供教育培训服务，

旨在指导用户深入了解和掌握电力企业档案信息化管理系

统的各项功能与操作步骤。通过用户培训，提升用户的资讯

素养及电力企业档案资源运用能力。周期性地评审个性化服

务的效果，依据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持续改进和提升服务

项目，以确保个性化服务能精准对应各类用户的实际需求。

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定制服务，能提升电力企业档案信息

化建设服务的品质与效率，从而为各类用户提供更优质的电

力企业档案利用体验 [6]。

5 结语

电力企业面对信息化挑战亟需提升档案管理效率以确

保品质的优化，提升电力企业档案管理改革的紧迫感和持续

强化员工的技能与素质培训。优化电力企业档案管理流程可

以确保电力企业的高效运营和发展稳健推进，电力企业务必

强化电力企业档案日常管理工作、优化科技文件资料整理以

及严格遵循电力企业档案管理规定。持续探索电力企业档案

管理科学化信息化转型举措，从而突显档案管理在电力企业

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助力电力企业高质量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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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Archive Management 
Based on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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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archives are importa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norm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power compan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old way of working has not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s, so the managers of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 archives must have high working efficiency and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quickly.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can combine computer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ultivat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relevant staff,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ignificance of power engineering archive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wer 
engineering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how to use the modern technology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o build a new type of 
power engineering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and gives innovativ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businesses.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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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力物联网下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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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工程档案是电力公司管理、正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背景资料。在新形势下，旧有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
企业的发展，因此电力工程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工作效率及快速整合信息的能力。电力企业可以将计算机与人工
智能相结合，培养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加大监管力度并提高企业发展水平。论文阐述了基于电力物联网下电力工程
档案管理的意义及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的现状，并就如何借助物联网现代技术，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电力工程档
案管理体系进行了探讨，给出了创新建议以期能够对相关业务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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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政工师，从事档案管理研究。

1 引言

电力工程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经济建设和社

会建设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进行电力工程档案的管理

时，一定要保证数据的采集和整理工作的完整性和标准化，

这样才能在以后的数据查询中，将电力工程的实际情况还原

出来并为追责和质量控制提供保证。物联网的建设可以为更

好地落实网络运行安全、投资精准、管理精益、服务优质和

“三型两网、国际领先”的核心任务开辟新的途径。电力物

联网是一种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先进的通讯技术和最

新的科技为核心的技术，其紧紧地结合电力系统各个环节的

工作特征并积极地探索人机交互、环节互联的应用，以确保

电力系统的各个模块、各个功能和各个层级所具有的状况得

到充分的认识并通过有效的信息处理技术来保证电力工程

档案的管理工作更加顺畅 [1]。

2 物联网技术的特征

2.1 广泛性与时效性
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网络具有覆盖面大、时效性强等特

点。所谓广泛性是指物联网的无线自动网络化技术感知距离

的广泛，同时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也很广泛，如档案管理、

教育、军事、医疗等多个领域都有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时效

性是指物联网技术的传播速度很快且感知的速度也很快。物

联网技术的广泛性和时效性是其核心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其

在多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上，也体现在其技术架构的不断进步

和优化上。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的深入，物联网将在

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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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包容性与创新性
物联网技术体系包括射频识别、信号处理、网络识别

等诸多核心技术，在网络载体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在

实际应用中要把物联网和多个领域和行业技术结合起来才

能让物联网的包容性发展。物联网作为一个多技术融合的平

台，包括传感器技术、无线传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其包

容性体现在能够整合和利用多种不同的技术来实现更广泛

的应用场景。物联网的创新性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如

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体现在

应用层面的创新，如在工业、物流、智能城市等多个领域的

应用。物联网的普及还可以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结合在一起引领着信息时代的革新

和变革并推动着当代信息的发展和进步。物联网技术的包容

性和创新性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需要

解决一些技术和管理上的挑战以实现其潜力的最大化。

3 基于电力物联网下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的意义

3.1 提高管理效率和准确性
综合数字化管理平台的构建，实现了数据的自动获取

和传输，提高了数据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从而提升了电力

工程建设的整体效率。综合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建立实现了数

据的自动探索、感知和获取，从而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采

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将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网络化、规范

化，建立先进的工程档案管理系统和管理制度。通过引入先

进的信息技术和智能化管理手段可以有效地提升电力工程

档案管理的管理效率和准确性 [2]。

3.2 促进信息化和智能化发展
基于电力物联网，电力工程档案管理可以促进信息化

和智能化发展。电力物联网的建设为电力工程档案管理提供

了新的技术支持，使得档案管理从传统的纸质记录转向数字

化、信息化管理进而向智能化发展。电力物联网通过应用现

代化信息通信技术实现电力系统各个环节的互联互通和智

能交互，从而提高电力系统的信息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利用效

率 [3]。此外，电力物联网作为支撑电力行业数字化发展的关

键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整合通信和电力资源进一步提升档案

管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3.3 保障信息安全和保密性
随着档案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措

施来保障档案信息的安全和保密，避免数据泄露和丢失的风

险。数字化和信息化是提高档案管理信息安全性和保密性的

关键。通过采用先进的数字化方案、选择合适的数字化软件

并制定统一的标准，可以有效提高档案数字化的信息安全性

和保密性。此外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网络安全保密方案并

加强安防系统建设也是确保档案数字化安全性的有效措施。

基于电力物联网的电力工程档案管理应综合运用数字化、信

息化技术和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以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和保

密性。

4 基于电力物联网下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现状

4.1 数字化与信息化管理的推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力工程档案管理逐渐向数字

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电力企业对档案管理的要求不断提高，

特别是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电子信息技术在电力企业档案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

不仅改变了工作方式还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模式。此外，电力

工程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如进行的有效分

类管理优化了数据节点的选择并保证了档案信息的保密程

度及调用速度。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确实正逐渐向数字化、信

息化方向发展，这一趋势通过各种技术的应用和管理措施的

优化得到了加强和推进 [4]。

4.2 智能化档案管理的探索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档案管理向智能化迈进。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化档案管理系统能够提高档案管理的智

能性，实现档案信息的自动化加载和在线管理能力。通过物

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档案库房的智能化、自动化和无人值守

化管理并构建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交换平台。此外，物联网

技术还提高了档案查找的速度和准确性并实现了档案的精

准定位和实时追踪。这些技术手段大幅提升了档案管理的效

能和安全性。

4.3 档案管理能力较低，人员素质较差
当前电力基建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包括意识薄弱、管

理工作不到位以及相关人员专业素养不高。电力工程档案管

理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态度直接影响到电力行业基础档案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部分档案管理者不具备专业知识，不太熟

悉信息化软件，工作主动性不强，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收集

和整理工作，导致档案工作质效与现实的需求有很大的距

离。电力工程档案管理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管理人员

不断提高综合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精细化档案管理是

新形势下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的更高要求，电力工程档案管理

人员素质提升是工程档案管理质量保障的内在需求。

4.4 管理制度亟待完善，整体质量较低
由于电力工程本身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其所包含的

工程内容较多，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必须与电力工程项目施工

相吻合。庞杂的数据和工程的实际情况常有偏差。电力工程

档案管理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内部管理制度体系必须完

善统一，各层级管理要求的完善统一是档案调取顺畅、归档

要求统一的基础。档案管理混乱、不严谨、不正规等问题，

导致电力工程档案整体质量参差，严重威胁着核心数据资源

的存储和有效利用，不利于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电力工

程档案管理制度的规范完善。

5 基于电力物联网下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的创
新策略

5.1 实现实时归档与利用
物联网的自动识别和数据收集功能备受推崇。在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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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应用过程中不仅可以极大地解放人力资源，提高从文件

生成到文件管理整个过程的效率还为文件的自动存储和归

档提供了众多可能。在物联网的背景下，电力工程可以大力

推广数字化数据实时归档的模式，在工程关系方的数据中台

进行关联、上网、试点，推动各环节交付成果实时收集归档，

形成完整的工程数字化档案。将工程项目作为数字化网络的

基本要素，确保电网基建工程全过程可以自动存储所有相关

信息，从规划、设计、施工、调试、运行等各个环节进行实

时管理。此外，还要注重数字化档案管理权限的规范管理，

在确保核心数据安全的同时，加强对工程档案管理数据的有

效应用，为工程建设关键领域质量分析、关键问题研判等工

作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

5.2 完善档案制度体系建设
根据电力工程档案管理工作性质和档案管理的内部结

构，应形成现代档案管理的措施、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对工

程档案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整改。同时需着重加强档案与数字

化实操的高度衔接。电力企业应该根据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

来制定档案管理制度，不能只求“大而全”，应以“管理质

效提升”为目标健全企业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夯实档案管理

组织机构职责。档案管理章程的起草内容可包含：材料转递

规程、档案整理工作规程、档案审核工作规程、档案查借阅

规程、档案转递规程、基础管理材料名录等。在档案制度执

行方面要压实执行管理责任，开展绩效指标设置等，确保档

案管理制度落实，推动标准化档案室的建立。

5.3 加大工作人员培育力度
从根本上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电力企业

必须积极引入专业人才。电力企业要努力提高员工的档案管

理技能和专业素养，加强员工的电子信息素养和电子信息技

术的应用能力。聚焦强化集中培训，夯实理论基础。档案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和查档业务工作人员，围绕政策解读、档案

整理、审核认定等开展集中培训，突出政策引领性，重点解

读档案工作原则、管理体制和职责，多维度破解工作瓶颈。

用好帮带机制，提升专业能力。为新入职工作人员安排经验

丰富的档案管理人员作为帮带导师，实行“一对一”结对帮

带机制，帮助新入职人员迅速熟悉工作流程，掌握基本技能，

进入工作状态。突出实操实训，加强实践锻炼。为新入职档

案管理人员提供操作依据。聚焦档案审核、借阅归还、档案

转递等关键环节，开设模拟实操课程，与真实库房数据互通，

模拟档案库房现实场景，优化实训课程设计，实行递进式实

训，切实增强实操实训的规范性、实用性。

5.4 提升硬件配备水平
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在物资设备方面的科技水平并不

高且受到时间、空间、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建筑物和

物资设备的需求也不高。传统的档案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

金和财力，最重要的是对档案管理、专项资金管理、档案库

房和其他实验设备的管理缺乏重视。计算机等档案管理设备

不齐全制约了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发展。物联网技术主要涉及

感知层、应用层、网络层以及一系列技术的运用。物联网技

术是一项与生活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技术，人们利用物联网

技术打造新型智能化实体档案库房，完善软件建设、硬件设

备条件并提高档案管理水平。

5.5 打造完善的档案信息链，提高电力工程项目管

理效率
在电力物联网的背景下，结合技术建设和档案管理，

从设计和建设、运行和使用到后续的电力项目数字化管理，

实现虚拟和物理网络的高度整合。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将

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网络化、规范化，建立一套先进的工程档

案管理系统和管理制度。这包括对管理流程进行规范、建立

标准统一的档案、对档案类别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同时，电

力公司应积极引入现代管理手段，确保电力工程档案信息能

够得到有效统计与查询。档案管理可以形成完整的信息链，

做出智能决策并提供更多参考信息，最终确保能源流、信息

流、管理流和商业流之间的整合。

6 结语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现代物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

展，物联网技术的运用对数字档案的管理有着十分积极的影

响。在电力物联网的背景下，电力工程档案管理的创新是实

现电力企业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关键。电力行业的档

案管理系统已经实现了数字化、信息化管理，包括电子文件

的全程管理、权限管理和业务定制等功能。这些进展不仅提

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还促进了电力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

竞争力的提升。然而，尽管已有显著进步，电力工程档案管

理仍面临一些挑战。总结来说，基于电力物联网下的电力工

程档案管理创新，不仅需要技术上的支持和创新，还需要对

现有管理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和持续改进。通过不断优化和升

级档案管理系统，可以有效提升电力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和

竞争力，为电力行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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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聚焦于劳动能力鉴定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来探讨如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档案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研究分析了
当前档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信息不完整、存储方式落后、查询不便和安全性不足，并且指出了这些问题对档案管理
工作的负面影响。针对这些挑战，论文提出了信息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包括构建高效的信息化平台、推进档案数字化、实现
系统集成与数据共享以及强化信息安全保障。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信息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推动劳动能力鉴定档案
管理的持续改进并为相关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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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劳动能力鉴

定档案管理面临着日益复杂的挑战。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方

式已难以满足现代化管理需求并且存在信息不完整、查询不

便、存储安全性差等问题，为此，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势

在必行。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来构建高效、便捷、安

全的档案管理系统，不仅能够提升工作效率和信息准确性还

能实现资源共享，推动档案管理的全面升级和现代化进程进

一步为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2 劳动能力鉴定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

2.1 劳动能力鉴定的定义与流程
法定机构对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工负伤或患职业病

后，根据国家工伤保险法规规定，在评定伤残等级时通过医

学检查对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

度做出的技术性鉴定结论，其流程包括初步筛查、医学检查、

功能评估、综合评定和最终鉴定等环节。初步筛查阶段主要

收集劳动者的基本信息和健康状况，医学检查阶段则通过专

业的医学手段对劳动者进行详细检查。功能评估通过一系列

标准化测试评估劳动者的具体功能能力综合评定阶段将医

学检查和功能评估结果结合起来，形成全面的评估报告，最

终鉴定阶段则由专家小组对评估报告进行审议并且做出劳

动能力等级的最终判定。

2.2 档案管理的基本概念与原则
档案管理就是对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保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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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销毁等全过程进行科学化、制度化、标准化管理的活动其

核心在于确保档案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安全性。

档案管理包括档案的来源、内容和形式以及其在管理、法律

和历史等方面的价值。管理原则主要涵盖真实性原则、完

整性原则、可用性原则和安全性原则即档案必须如实记录、

完整保存、便于查阅并安全保管。档案管理还强调信息化技

术的应用就是通过数字化和网络化手段提升管理效率和服

务水平进一步确保档案资源在信息时代的充分利用和长久

保存。

2.3 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体现在提升管理效率、

保证信息安全、实现资源共享以及适应现代化管理需求等方

面。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方式存在信息检索困难、存储空间

有限、维护成本高和数据易损等问题而信息化建设能够通过

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实现档案数据的数字化存

储、快速检索、自动化管理和长久保存从而大幅提高档案管

理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与此同时，信息化建设有助于构建

高效的档案安全防护体系来保障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和保密

性，防止数据丢失和泄露。此外，信息化还促进了档案资源

的共享与互通，为各相关部门提供便捷的档案查询与利用服

务并且支持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普及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提升档案管理水平、增

强服务能力和推动管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3 当前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信息不完整
当前档案管理存在信息不完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档案

数据的收集和记录过程中信息缺失、更新不及时以及数据标

准不统一等方面，这些问题导致档案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难以保障影响了档案的使用价值和决策参考功能。例如，劳

动能力鉴定档案中部分关键评估数据可能遗漏，导致评估结

果的不准确进而影响劳动能力等级的判定。除此之外，档案

管理系统中的数据更新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劳动能力鉴定

情况导致历史数据与现实情况脱节并且降低了档案的实用

性和权威性。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使得档案信息

在不同系统和部门之间难以有效整合和共享进一步加剧了

信息不完整的问题。

3.2 存储方式落后
在物理存储方面上许多档案仍以纸质形式保存，这不

仅占用大量空间且易受环境因素影响，如潮湿、火灾、虫害

等导致档案的损毁和丢失风险高。存储环境的控制和维护成

本高昂且纸质档案的查阅和管理效率低无法满足现代化管

理的需求，在数字存储方面，虽然部分档案已实现电子化，

但仍存在技术设备陈旧、存储介质老化、数据格式不统一等

问题导致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效果不佳。存储系统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不足以及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不完善增加了档案数

据丢失和损坏的风险。对此，改进档案的存储方式是档案管

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设备

的同时建立高效、稳定、安全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来实现档

案的长期保存和便捷利用，同时加强档案数据的备份和保护

并且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性与完整性。

3.3 查询不便
由于大量档案仍以纸质形式保存，查询过程需耗费大

量时间和人力进行手工翻阅和查找极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

即便是部分已实现电子化的档案系统，由于缺乏统一的检索

标准和规范用户在查询时往往面临操作复杂、结果不精确等

问题难以快速获取所需信息。在此过程中，不同部门和系统

之间的数据难以互通，形成信息孤岛使得跨部门和跨系统的

档案查询更加困难以及无法满足综合性信息需求，这些问题

不仅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也制约了档案资源

的利用和共享。

3.4 安全性不足
档案管理领域面临的安全挑战主要集中在档案数据的

脆弱性、信息保密性漏洞及安全防御机制的缺陷。传统纸质

档案因易遭受自然灾害侵袭、火灾破坏及生物侵蚀其物理存

储条件难以确保长期完好无损。与此同时电子化档案在数字

化管理环境下遭遇网络黑客攻击、恶意软件感染及数据篡改

等多重安全威胁。档案信息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数据加密

标准缺失、访问权限混乱及监控机制薄弱，这无疑加大了未

授权访问与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加之备份与恢复机制的不健

全以及一旦数据遭损或遗失，档案信息的迅速复原变得极为

困难进一步加剧了档案安全的隐忧。对此，增强档案管理的

安全性需着力于引入前沿的信息安全技术，构建全面的数据

加密体系、严格的身份验证流程及精细化的权限控制框架的

同时强化档案管理系统的安全审计与应急处理机制。

4 劳动能力鉴定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4.1 信息化平台的构建
劳动能力鉴定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具体措施中信息化平

台的构建是关键环节，实现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和集

成化。具体来说，应设计并搭建一个高效、可靠、易扩展的

信息化平台架构其涵盖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展示等各个

环节。平台应具备先进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以支持海量数据的

高效存储和快速检索的同时采用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

法来提升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开发用户友好的前端界面和

灵活的后台管理系统，确保各级用户能够便捷地进行数据录

入、查询和管理操作，平台还需具备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

能够与现有的医疗、社保和人力资源等相关系统无缝对接以

及实现跨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在此基础上，必须严

格落实信息安全措施即通过数据加密、权限控制和安全审计

等手段来确保档案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保

密性，通过构建全面、先进的信息化平台能够有效提升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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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鉴定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并为管理决策提供坚实的

数据支持。

4.2 档案数字化
档案数字化主要包括档案数据的采集、转换、存储和

管理等过程，在此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扫描设备和光学字符

识别技术来将纸质档案高质量地转换为电子档案，确保信息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接着通过建立标准化的数据格式和编码

体系对数字化档案进行系统化整理和分类以便于后续的检

索和管理，为了保障档案数据的安全性和长期保存应选用可

靠的存储介质和数据备份策略以此建立多层次的备份和恢

复机制，防止数据丢失和损毁。在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必须

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来确保档案数据的合法性和

合规性。通过推进档案数字化，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档案管理

的效率和准确性还能实现档案信息的共享和再利用并为劳

动能力鉴定工作的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有力支持。

4.3 系统集成与数据共享
在劳动能力鉴定档案的信息化进程中系统整合与数据

互联互通是优化管理效能与信息利用效率的基石，构建一个

集成式管理平台目的在于连接医疗记录、社会保险与人力资

源等多元系统确保数据的流畅对接与业务流程的无缝协同。

这一平台通过聚合各系统功能可以实现数据实时更新与同

步以及消除信息壁垒，确保数据的连贯性与精确性。数据共

享机制则着重于在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基础上促进

跨部门、跨系统的资源共享。设立标准化数据接口与统一交

换协议可促进信息在不同体系间的流通与共享并且确保各

相关单位轻松获取所需资讯。此举不仅加速了业务流程的融

合与精简还促进了跨部门协作与决策支持的提升，数据共享

的实现需辅以严密的权限控制与加密措施以防数据泄露及

未授权访问，确保信息的安全与可信度。通过系统集成与数

据共享的双重策略，劳动能力鉴定档案管理得以全面提升效

能并且实现信息资源的最优化利用进而构建高效、安全、协

同的档案管理新格局。

4.4 信息安全保障
在此过程中，信息安全保障是确保档案数据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的关键措施，信息安全保障涉及多层次的安

全技术和管理策略包括数据加密、访问控制、网络安全以及

系统监控等方面。数据加密技术应广泛应用于数据存储和传

输过程以防止敏感信息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被未经授权的

第三方窃取或篡改。在此基础上建立严格的访问控制机制，

即通过用户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

能够访问和操作特定的档案数据，防止内部数据滥用和非法

访问。在网络安全方面，需要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和

病毒防护软件以抵御外部网络攻击和恶意软件的侵害来保

护档案系统的网络环境。系统监控和审计是另一关键环节，

就是通过实时监控系统运行状态和记录访问日志可以及时

发现异常行为和潜在安全威胁并且进行快速响应和处理。此

外，定期进行安全评估和漏洞扫描，以识别和修补系统中存

在的安全漏洞，以此确保信息系统的长期稳定和安全。综合

运用这些信息安全保障措施，能够有效保护劳动能力鉴定档

案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安全

基础。

5 结语

在劳动能力鉴定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信息

化技术的引入不仅优化了档案管理的流程，还显著提升了工

作效率和数据准确性，通过系统集成和数据共享实现了跨部

门的信息互通，打破了信息孤岛，并且为相关决策提供了有

力的数据支持。档案数字化和信息安全保障措施的实施还确

保了档案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和长期可用性，并且有效防

范了数据损坏和信息泄露的风险。然而，信息化建设仍面临

一些挑战如技术设备的更新、数据标准的统一及人员培训的

不足等，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推进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提

升系统功能和安全水平，优化管理策略，并进一步推动劳动

能力鉴定档案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为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提供

更加高效、准确和安全的支持。总体而言，信息化建设为档

案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业务的智能化和科学化来为

实现更加精准的劳动能力评估和管理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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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for Appl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fined 
Manag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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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into administrative affairs”,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prospects 
for appl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dministrative affairs management. Because it can not only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ddress challenges in refined management. As a result, it ma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systems for intelligent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significant sub-discipline of computer 
science, aims to develop machines and algorithms capable of performing tasks that typically require human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the technolog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fined management models in administrative affairs. It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prospects for appl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fined manag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nalyzing in 
depth across three aspects: the domains where it could be introduced, the challenges faced, an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This paper proposed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ppl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fined management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iming to provide invaluable references f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dministrative affair; refined management; management mode; management system

人工智能在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前景
陈书怀

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北京 101160

摘 要

在“推动‘互联网+’深度融入机关事务工作”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关事务管理中的应用前景，是落实
党中央要求、解决精细化管理难题、促进智慧机关事务综合管理体系蓬勃发展的重要举措。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
个重要分支，旨在开发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完成的机器和算法。论文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模
式进行梳理，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前景，从引入的领域、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措施三个方面
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中的启示和建议，以期为机关事务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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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5 月，国家政务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推进新时

代机关事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能力，推动‘互联网 +’ 

深度融入机关事务工作”[1]。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

个重要分支，旨在开发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的

机器和算法。这些任务包括从经验中学习、推理解决问题、

感知和理解环境、理解语言，甚至参与创造性活动。随着科

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提升效率、自动化任务和改善

决策的潜力不断增强 [2]。目前，人工智能已在包括医疗保健、

金融安全和风险评估等各个行业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和应用，

而将其应用于机关事务管理的工作中来可有效提升工作的

效率、透明度和可及性。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必须树牢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把讲政治、顾大局的意识体现在后勤保障工作的各个环节 [3]。

精细化管理的核心是将标准化建设作为基础。通过细化标

准，推进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标准化建设，结合实

际情况制定并实施涵盖资产管理、办公用房管理、公共机构

节能、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管理等方面的九项标准化制度。

将责任分解到每一位工作人员，形成“学标准、懂标准、守

标准、用标准”的工作氛围 [4]。

人工智能在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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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5]。首先，智能化办公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办公效率，

利用计算机语言处理技术，实现自动化办公管理，提高工作

效率。其次，预测维护和资产管理也是人工智能在机关事务

管理中的重要应用，通过传感器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进行预

测性维护，避免设备故障。在安全保障方面，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用于智能安防和监控系统，使用人脸识别和行为分析技

术，提高安防系统的准确性和响应速度。最后，人工智能在

节能优化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利用智能传感器和机器学习算

法，优化能源使用，降低能源消耗 [6]。然而，引入人工智能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数据隐私保护、技术实施成本和伦

理规范问题等 [7]，需要政府在推广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监管和

管理。

鉴于此，论文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关事务精细化管

理中的应用前景，从引入的领域、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措施

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通过提炼机关事务细

化管理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路径，总结相关启示和建议，

以期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科技支撑。

2 人工智能引入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中的五
大领域

2.1 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
人工智能利用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处理和分析大量

机关事务数据，为管理者提供精确的决策支持。例如，通过

分析办公用品的使用频率和损耗情况，优化采购和管理流

程，减少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数据分析方面，人工

智能自动化数据收集和清洗，确保数据准确性和一致性；利

用模式识别和预测分析技术，发现潜在趋势和模式，并进行

有效预测；通过实时监控和反馈系统，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提高管理效率。在决策支持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智能决策支

持系统和数据可视化工具，协助管理人员科学决策；利用风

险预测和应急响应系统，预防潜在风险，应对突发情况；通

过资源优化和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控制成本；通过政

策模拟和绩效评估，为政策制定和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具体

应用包括智能办公楼管理、车辆管理和设备维护等。

2.2 智能办公系统
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使智能办公系统能够处

理和回复常见行政事务。系统通过自动化数据采集和分析，

实时监控办公环境、设备状态和员工活动。智能算法优化空

间布局和设备使用，发现效率瓶颈，并通过预测分析实施预

防性维护，降低成本和停机时间。面部识别技术用于高效考

勤管理，分析员工数据，提供个性化建议，优化工作流程。

智能决策支持将复杂数据转化为可视化报告，提供科学依

据，支持决策和资源分配。智能办公系统提升管理效率，促

进可持续发展和员工满意度，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工具。

2.3 预测维护
利用人工智能的预测分析能力，可以实现对设备和资

产的预测性维护。通过传感器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实时监测

设备运行状态，预测可能的故障和维护需求，提前安排维修，

避免突发故障影响工作进程，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人工智能

分析大量实时和历史数据，精确识别设备的故障模式和趋

势，预测可能的故障时间点，并采取预防性维护措施，有效

降低生产中断和维修成本风险。系统实时监控设备状态，及

时发现异常并进行警报，帮助管理者快速响应和处理问题，

进一步提升设备的可靠性和操作效率。

2.4 智能安防
通过人脸识别和行为分析技术，智能安防系统提升了

安防准确性和响应速度。系统能够实时检测异常行为和潜在

威胁，自动报警并记录，保障办公环境安全。结合先进的视

觉识别和深度学习算法，人工智能实现了多层次的安全防护

和智能监控。高精度的人脸识别技术管理内部人员出入，确

保特定区域只有授权人员进入，提升了安全性和管理效率。

智能监控系统通过实时视频分析，自动检测未授权人员进入

或异常活动，及时发出警报并通知相关人员采取应对措施，

有效提升了安全预警和响应速度。

2.5 节能优化
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实时监测和分析能

耗数据，识别高峰和节能机会。利用智能传感器和机器学习

算法，系统监控办公环境能耗，自动调节照明、空调等设备，

优化能源使用，降低能耗。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和预测

模型，识别能耗异常和低效设备，提供优化建议，降低运营

成本。系统智能调节照明、空调和供暖设备，根据实时环境

数据和需求控制，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3 人工智能引入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所面临
的挑战

3.1 数据安全与隐私
人工智能在处理大量敏感信息和个人数据时，必须优

先强化数据加密和安全传输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

数据泄露。此外，确保人工智能算法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至关

重要，需要实施有效的监控和管理机制，以应对数据偏差和

黑客攻击。实施智能化管理时，机关应建立坚实的安全基

础，包括部署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并建立安全事件响应

机制。同时，采用多层次身份验证和严格的访问控制策略，

确保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访问敏感数据和关键系统功能，从而

减少安全漏洞的风险。

3.2 数据质量与完整性：
人工智能高度依赖数据准确性，任何数据错误、不一

致或缺失都会影响分析和决策。此外，由于不同系统或部门

生成的数据格式不一致，机关需采用数据集成和标准化技

术，在统一平台上有效管理和分析数据。确保数据质量和完

整性是长期挑战，需持续技术创新和严格管理流程，以实现

智能化管理的最大潜力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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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技术复杂性与系统集成 
人工智能的部署和运行涉及多种复杂技术，如机器学

习、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这些技术要求机关具备足够

的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来实施和管理。不同系统和平台的集

成也是一个重要挑战。机关内部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信息系

统和数据源，这些系统可能使用不同的数据格式、标准和接

口，导致整合和共享数据时面临复杂性和兼容性问题。人工

智能系统的开发和更新需要考虑技术的快速变化和持续进

步。新的算法和技术不断涌现，要求机关及时采纳新技术，

避免因技术更新带来的系统兼容性和性能问题。

3.4 法规与伦理规范 
机关需严格遵守数据保护法规和隐私条例，确保个人

数据的合法收集、处理和使用，避免法律责任和风险。计算

机算法的决策过程可能存在偏见或歧视，违反反歧视法律和

伦理准则。因此，机关在设计和应用人工智能系统时，需确

保算法的公平性和透明性，避免不公正或不当影响。此外，

机关需考虑人工智能在社会和伦理层面上可能引发的问题，

如就业影响、人机关系和技术应用的道德风险等。

4 人工智能引入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的具体
措施

4.1 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的措施
采用先进的数据加密技术，确保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

程中得到有效保护，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数据泄露。通过

严格的访问控制策略，仅授权人员可以访问敏感数据，以最

大程度地减少安全风险。定期监控系统活动并进行安全审计

是第三项关键措施，通过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

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4.2 保证数据质量与完整性的措施
通过数据清洗操作，在数据输入人工智能系统模型之

前，去除错误和冗余信息，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采

用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格式进行数据标准化，提升数据的一致

性和可用性，使不同数据源的信息能够互通和比较。通过数

据整合，将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融合，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

完整性，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更全面的分析基础。

4.3 解决技术复杂性与系统集成的措施
设计灵活的系统架构，以便顺利集成和扩展人工智能

技术。采用中间件技术实现不同系统间的无缝连接和数据流

动。在系统实施前进行全面测试和优化，确保系统稳定性

和可靠性。通过与技术专家和供应商的紧密合作，获取必要

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以应对技术挑战和确保项目成功

实施。

4.4 法规与伦理合规
聘请专业法律顾问评估和监督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

使用，确保其符合数据保护和隐私法规等相关法律。设立伦

理委员会，专门评估和监督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合规性，确

保其在决策和操作过程中遵循道德准则和社会责任。人工智

能系统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应引入透明性措施，确保智能决

策过程可解释和可追踪。

5 结论

论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机关事务精细化管理中的应用

前景，从引入的领域、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措施三个方面进

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可在智能办公系统、预

测维护、智能安防和节能优化等四大领域引入机关事务精细

化管理。尽管在引入的过程中面临技术复杂性和成本压力等

挑战，人工智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工作效率、强化数

据分析和实现智能决策支持，有望显著提升机关事务的精细

化管理水平。总体而言，合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推动

机关事务管理向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不断迈进，更好地

满足现代机关事务管理的需求，为公共服务的提升和社会治

理的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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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aspects of archives management level, personnel quality,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in 
China.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main problems include: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is insufficient, the archives storage environment is not up to standard, the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archiv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archives work,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re proposed: first, to improve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anagement system; second,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archival staff and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third, to improve the archives storage facilitie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archives; fourth, to enhance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archive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archives. Through these measures, it is expected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better serve the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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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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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农村档案工作在档案管理水平、人员素质、设施设备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发
现主要问题包括：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档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档案存储环境不达标、档案利用率低等。为提升农村档
案工作质量，提出以下措施：一是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二是加强档案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
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三是改善档案存储设施，确保档案安全；四是增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提高档案利用效率。通过这些
措施，有望全面提升农村档案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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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档案工作是提高行政效率、保障社会公正、促进科学

研究、维护历史真实等方面的重要基础。遗憾的是，尽管近

年来中国在城市档案管理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农村档案工

作却相对滞后，缺乏系统的管理和有效的组织。这导致了许

多农村的档案信息丧失，无法有效服务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问题表现在农村档案管理水平较低、档案工作人员

素质参差不齐、档案设施设备简陋，以及档案利用率偏低等

方面。这些问题关系到农村档案工作的质量，甚至影响到农

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针对

性的解决措施，包括完善农村档案管理制度，提高档案工作

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改善农村档案存储设施，以及

提高档案利用率。希望透过这些努力，我们能全面提升农村

档案管理的水平，让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的经济社会

发展。

2 农村档案工作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档案管理水平现状
当前农村档案管理水平整体较为薄弱，存在诸多亟待

解决的问题 [1]。农村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是影响档案管理水

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许多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完善的档案管理

制度，缺乏系统的规章和规范，导致档案管理工作缺乏统一

的标准和操作流程，档案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和保护。

在档案管理实践中，农村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普

遍较低，专业培训不足，使得档案管理水平难以提高。许多

档案工作人员并非专业出身，缺乏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导致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错误和疏漏频发。这不仅影响档

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也制约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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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存储设施设备简陋，环境条件不达标也是制约农

村档案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农村地区档案存储设

施陈旧，缺乏必要的防火、防潮、防虫等基本条件，导致

档案材料容易受到损坏甚至丢失。档案管理的信息化程度较

低，手工操作占据主导地位，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易出差错。

档案利用率低的问题在农村地区较为普遍。由于档案

管理水平的限制，档案资源未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档

案的价值和作用未能充分体现。许多档案被闲置，未能在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体来看，当前农村档案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主要集

中在制度不健全、人员素质不高、设施设备落后和档案利

用率低四个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档案工作的

正常开展，也阻碍了农村地区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

提高农村档案管理水平，亟需从制度建设、人员培训、设施

改善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入手，全面提升档案管理的质量和

效率。

2.2 档案人员素质现状
档案人员素质现状在农村档案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农村档案人员普遍存在专业知识匮乏的问题，缺乏系

统的档案管理理论和实践培训 [2]。大部分档案人员为兼职或

临时工作人员，缺乏档案专业背景，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档

案管理任务。农村档案人员的流动性较大，稳定性差，导致

档案管理工作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培训和继续教育机会有

限，使得档案人员难以提升专业素质和技能，进一步制约了

农村档案工作的发展。档案人员的低学历和非专业背景，影

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直接影响档案工作的

效率和质量。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了农村档案工作面临诸多挑

战，亟需改善和提升档案人员的素质，以保障档案管理工作

的有效开展。

2.3 档案设施设备现状
农村档案设施设备现状总体呈现出基础薄弱、标准不

一的问题。许多农村地区档案存储设施简陋，缺乏专业的档

案柜、温湿度控制设备等必要的硬件支持，导致档案材料易

受损坏。档案存储环境普遍未达到国家相关标准，防火、防

潮、防虫等基础措施不到位。部分地区档案信息化建设滞后，

缺乏先进的档案管理系统和数字化设备，档案信息无法实现

高效管理和共享。整体来看，农村档案设施设备现状亟待改

善，以适应现代档案管理的需求。

3 农村档案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
农村档案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有档案管理制度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许多农村地区并未

建立完整的档案管理体系，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保存、

利用等环节缺乏统一规范，导致档案管理工作无章可循，操

作混乱。档案管理法规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农村地区虽然

制定了一些档案管理规定，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执行机

制，这些规定往往形同虚设，档案管理工作流于形式，未能

发挥应有的作用。

另外，档案管理责任不明确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许多

农村档案管理工作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相关人员对档案管

理的重视程度不高，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导致档案

管理工作疏漏频繁。责任划分不清晰，使得档案管理工作难

以有序开展，一旦出现问题，责任难以追究。

档案管理资金投入不足也导致管理制度难以落实。农

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档案管理工作经费紧张，导致档案管

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档案保护和管理技术手段落后，档案

管理制度难以有效执行。资金的缺乏还影响了档案管理人员

的培训和素质提升，使得档案管理工作的专业化程度难以

提高。

档案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农村档案工作的规

范化和科学化发展，亟须通过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制度

执行和监督，明确管理责任，增加资金投入等多方面措施加

以解决，以提升农村档案管理水平，保障档案资源的安全与

有效利用。

3.2 档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
档案人员的专业能力不足是当前农村档案工作中存在

的一个主要问题。具体表现为档案人员专业知识欠缺，缺乏

系统的档案管理培训，难以胜任档案管理工作的复杂要求。

部分档案人员未接受过正式的档案学教育，缺乏基本的档案

管理理论和技能，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无法科学合理地进行档

案分类、整理和保管。档案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也有待提高，部分人员的计算机操作水平和信息化建设的能

力不足，难以适应现代档案管理的数字化需求。由于档案管

理工作在农村基层多为兼职性质，档案工作者的精力较为分

散，缺乏对档案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深刻理

解，导致档案管理不到位，存在档案损失和泄露的风险。档

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直接影响了档案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效

率，亟需通过系统培训和专业教育得以解决。

3.3 档案存储环境不达标
档案存储环境不达标问题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档案存储设施陈旧，许多档案馆建筑

年久失修，难以满足现代化档案存储要求。档案存储设备落后，

缺乏必要的恒温恒湿设备，导致档案材料易受温湿度变化影

响而损坏。防火、防水、防虫等安全设施配备不足，增加了

档案被损毁的风险。档案库房的空间布局不合理，存储密度

过高，影响了档案的正常管理和利用。档案库房的卫生条件

较差，灰尘和污染物积聚，进一步加剧了档案的老化和变质。

档案存储环境的这些不足，不仅影响了档案的安全性和保存

寿命，还严重制约了档案的有效利用和服务功能的发挥。

4 提升农村档案工作质量的措施

4.1 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完善档案管理制度是提升农村档案工作质量的关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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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之一。建立健全的档案管理制度可以确保档案工作有章可

循，减少随意性和不规范操作。应当制定详细的档案管理规

章制度，明确各类档案的分类、收集、整理、保存、利用等

各个环节的操作规范，并定期修订和完善这些制度，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实际需求。

档案管理制度应当明确档案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各项工作有专人负责，形成责任明确、分工合理的工作

机制。通过制度规定，确保档案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避

免档案缺失或内容不完整的问题。还需在制度中规定档案的

保密措施，确保敏感信息和隐私数据的安全。

档案管理制度需要强调档案的数字化建设。随着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档案管理已成为必然趋势。应当在

制度中明确档案的电子化存储、数字化归档以及电子档案的

管理和利用规范，推动档案管理的信息化进程，提高档案管

理的效率和便捷性。

应当建立严格的档案审查和监督制度。通过定期检查

和不定期抽查的方式，确保各项档案管理工作符合制度要

求，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档案管理制度还应包括奖

惩措施，对在档案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对不按规定操作、造成档案损失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以此促进档案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

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是农村档案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的重要保障，是提高档案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基础，能够有效

推动农村档案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4.2 加强档案工作人员培训
加强档案工作人员的培训是提升农村档案工作质量的关

键环节。档案人员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够提升档案管理水平，

还能促进档案信息化建设。为此，必须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

涵盖档案管理理论、实际操作技能、信息技术应用等内容。

培训方式应多样化，包括集中培训、岗位实践、在线课程等，

以满足不同层次和岗位需求。应定期组织档案管理交流活动，

促进经验分享和问题解决。注重引入先进的档案管理理念和

技术，鼓励档案人员参与专业认证考试，提升职业素养。建

立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档案人员给予奖励，提高其工作

积极性和职业认同感。通过这些措施，能够有效提高档案人

员的专业能力，进而提升农村档案工作的整体水平。

4.3 改善档案存储设施
改善档案存储设施是提升农村档案工作质量的重要环

节。应根据实际需求配置现代化的存储设备，确保档案的长

期安全与便捷利用。更新和增设符合标准的档案柜等存储设

备，确保物理档案存放环境的干燥、防尘、防火、防潮。要

注重档案存储环境的优化，配置恒温恒湿设备，确保最佳保

存条件。需引入数字化档案存储技术，建立电子档案管理系

统，实现档案存储的数字化和信息化，便于便捷检索和长久

保存。通过持续投入和科学规划，将为农村档案的安全管理

提供有力保障。

5 结语

通过对中国当前农村档案工作问题进行深度探讨，我

们揭示出了农村档案工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档案管理水平低下、档案利用率低以

及档案保管环境不良等。同时，我们提出一系列解决策略，

希望能对农村档案工作的改进提供指导。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改进农村档案工作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因此在

实施上述解决策略时，必须兼顾地方特色和实际需求。虽然

我们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必须强调这些找出的问题和

解决策略仅仅是冰山一角。农村档案工作改进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涉及多方面的观点和合

作。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如何制定地方

化的农村档案管理规定；二是如何打造合适的档案保管环境

以适应农村环境的特殊性；三是如何提升农村档案工作人员

的专业性和综合素质，以实现档案管理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加入农村档

案工作的改善中来，为农村的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历史档案

资料服务。

参考文献
[1] 王曦瑶.探析农业农村档案信息化建设与档案管理[J].兰台内

外,2019(30):52-52.

[2] 王磊.档案信息化建设与档案管理[J].卷宗,2019,9(33):81-83.

[3] 陈婧.加强档案管理工作提高档案人员素质[J].数码设计(下), 

2019(3):143-144.



58

DOI: https://doi.org/档案管理与企业发展研究·第 02卷·第 08 期·2024 年 08 月 10.12345/daglyqyfzyj.v2i8.20373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ives
Ling Zhang
Xinjiang Academy of Animal Science, Urumqi, Xinjiang, 83001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digital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ives has gradually shown its great advanta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iv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service mode of the current digital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ives. Secondly,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and experienc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iv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reform, personnel training, etc.,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n efficient, scientific and humanized digital management 
mod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chives.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rchives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people, emphasize the real-time and accuracy 
of data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adopt flexible management mechanisms to adap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al 
needs. This research has decisiv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digital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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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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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科技档案的数字化管理逐渐显现出其巨大的优势。论文通过对科技档案现状的分析，揭示了当
前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在资源配置、技术应用、服务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次，基于相关理论和经验，论文从技术创
新、制度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发展趋势，旨在为构建高效、科学、人性化的科技档案数
字化管理模式提供参考。研究指出，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发展将更加注重技术与人的结合，强调数据分析、信息服务的
实时性与准确性，并采取灵活的管理机制，以适应变化的环境需求。本研究对当前和未来的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有决定性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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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档案的管理正在改变，从原来的纸质文件变成了

数字化管理，这样可以提高档案存储和查找的效率，让更

多人可以利用这些档案。但是，这样的变化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有些地方的电脑设备不够好，不能很好地存储和保护数

据，有些地方的服务方式还需要改进，让用户更满意。所以，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采用新的技术，改善管理制度，培

养更多懂电脑的人。未来的科技档案管理，要注意人和电脑

的合作，要准确快速地提供信息服务，要采用灵活的管理方

式，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的研究对理论和实践都很有意义，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展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

2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现状

2.1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定义与背景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是指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传统

的纸质档案转化为数字化形式，并对其进行科学、高效地管

理和利用 [1]。其核心在于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档案信

息的存储、检索、共享与安全管理，以提高档案的利用率和

管理效率。

科技档案的数字化管理起源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

社会对信息资源管理需求的提升。在 20 世纪末，随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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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技术的普及，档案数字化开始逐步推广，旨在解决传统档

案管理中的信息孤岛、检索困难、保存不易等问题。通过数

字化处理，科技档案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互通，大大

提高了信息的可用性和安全性。

当前，科技档案的数字化管理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

个重要课题。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投入大量资源，推进档案

数字化进程。数字化管理不仅涵盖了档案的数字化转换，还

包括数字化档案的元数据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档

案信息的长期保存与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这一过程中，信

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档案管理模式的变

革和发展。

在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发展背景下，信息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日益丰富，为数字化管理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持。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引入，使

档案信息的处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国家政策

的扶持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为数字化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提供了保障。

科技档案的数字化管理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应用，更

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通过数字化，档案管理从传

统的被动管理转向主动服务，从单一的信息保管转向多元化

的信息利用。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也为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支撑。

2.2 当前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实施情况
当前，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实施情况呈现出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征。数字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各类档案馆和科

技机构纷纷建设现代化的数据中心和档案管理系统，采用高

性能的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以保障数据存储和处理的高效性

与安全性 [2]。档案数字化技术逐渐成熟，扫描、光学字符识

别（OCR）、元数据标引等技术广泛应用于档案的数字化

加工过程中，实现了纸质档案向数字档案的有效转化。各地

档案馆和科技机构积极开展档案数字化标准的制定与推广，

通过统一的标准规范，确保数字档案的格式一致性和数据的

互操作性。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得到普及，许多

单位引入了先进的档案管理软件，实现了档案的自动化管理

和智能化检索，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档案数字化管

理的推广不仅提升了档案资源的利用率，还促进了档案信息

的共享与传播。整体而言，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实施情况

正在向系统化、规范化和智能化方向迈进。

2.3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技术

层面，数据标准化不足导致信息共享困难，系统兼容性差阻

碍资源整合；管理层面，缺乏统一的法规政策和行业标准，

档案管理制度亟待完善；人才层面，专业技术人才匮乏，现

有人员的数字化管理能力有待提升。这些问题限制了科技档

案数字化管理的高效推进，亟需多方面协同解决。

3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

3.1 技术创新在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中的重要性
技术创新在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技术创新为科技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

科技档案的存储、检索、分析和共享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海量的档案数据能够得到高效地处理和

利用，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还增强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技术创新推动了科技档案管理的智能化进程。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使得科技档案管理从传统的手工操作转变为

自动化、智能化操作。例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实现档

案内容的智能分类和标注，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根据用户需求

进行个性化的档案推荐，这些智能化功能大幅提升了档案管

理的便利性和用户体验。

技术创新还促进了科技档案管理的安全性提升。随着

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数字档案的安全防护措施不断加强，

如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可以确保档案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分布

式存储技术可以防止数据的集中风险，这些技术手段有效保

障了数字档案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技术创新为科技档案的长期保存和利用提供了新的解

决方案。传统纸质档案在保存过程中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

响，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则可以实现档案的永久保存。数字

化技术不仅能够保存档案的内容，还可以保存其原始格式和

结构，使得档案在长期保存过程中不失真、不变形。数字化

档案的跨时间、跨空间传递能力也使得档案的利用更加便捷

和广泛。

总的来说，技术创新是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通过不断引入和应用先进技术，科技档案管理能

够在提升效率、增强安全性和实现智能化等方面取得显著进

步，为构建高效、科学、人性化的科技档案管理模式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2 制度改革推动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优化
制度改革在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优化中扮演关键角色。

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明确数字化管理的规范与流

程，提升管理效率。现有制度多因传统纸质档案管理而设，

无法完全适应数字化需求。改革制度需从法律法规、管理标

准、操作规程等方面入手，确保数字化管理的合法性、规范

性和一致性。

在法律法规层面，需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

字化档案的法律地位和权责关系，为数字化管理提供法律保

障。在管理标准方面，需建立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确保各单

位在数字化管理中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因标准不统一

导致的管理混乱和资源浪费。操作规程的改进应注重流程的

优化和细化，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档案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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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改革，可以有效解决当前科技档案数字化管

理中存在的制度障碍，促进数字化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为科技档案的高效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3.3 人才培养对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影响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高素

质的信息技术人才和档案管理专业人员的结合，有助于推动

档案数字化进程。通过系统培训与继续教育，提升档案管理

人员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使其能够熟练操作数字化设备和

软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跨学科人才的引进，可

以促进技术与管理的深度融合，为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提

供有力支持。人才培养在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和适应新技术发

展中起到关键作用。

4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前景与建议

4.1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前景预测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前景预测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未

来前景广阔 [3]。未来几年，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将呈现出几

个显著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将在科技档案管理中发挥更为

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

法，提高档案数据的自动化分类、检索和分析能力。而大数

据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从海量档案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

息，支持科学决策和预测分析，极大地提升档案管理的智能

化水平。

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将显著增强档案管理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区块链技术以其分布式账本和不可篡改的特性，能够

有效防止档案数据的丢失、篡改和伪造，确保数据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这对于科技档案的长期保存和可信度具有重要

意义。

信息服务的实时性与准确性将成为未来科技档案管理

的重要指标。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云计算和物联网的广

泛应用，档案数据的存储、管理和服务将更加高效和便捷。

实时更新和即时访问将成为常态，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所

需的档案信息，极大地提升了档案管理的服务质量和用户满

意度。

柔性管理机制的应用将使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更加灵

活和适应性更强。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和多样化的用户

需求，传统的刚性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未来的档案管理将

更加注重灵活性，通过动态调整管理策略和流程，快速响应

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档案管理的高效运作和持续创新。

总体而言，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技术与人的结合将更加紧密，数据分析和信息服务的实时

性、准确性将显著提升，灵活的管理机制将确保档案管理的

适应性和可持续性。这些发展趋势将为构建高效、科学、人

性化的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4.2 建立高效科学人性化的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模

式的建议
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建立，应以高效、科学与

人性化为核心目标。融合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信息

自动化处理，实现科技档案数据的智能分类、检索与分析，

提高管理效率和准确性。制定健全的档案管理制度，建立数

据安全保障机制，确保档案数据的隐私性和安全性，提升用

户信任度。推进用户体验设计，通过人性化的接口和交互

方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持续开展专业培训和学习，

培养高素质的档案管理人才，提高管理团队的技术应用能力

与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注重跨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

形成资源整合与动态更新机制。通过以上措施，构建高效、

科学、人性化的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模式，适应未来发展的

需求。

4.3 为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未来发展提供解决策

略发布
策略发布应着眼于多方面的革新与整合，确保科技档

案数字化管理的高效性与人性化。强化信息技术的应用，通

过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档案数据的处理和

分析能力，实现自动化管理和智能化服务。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体系，保障数字化档案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建立健

全的监督机制。还应注重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提供持续的

培训和教育，提升科技档案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技术水

平。建立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增强档案管理的灵

活性和适应性，以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通过上

述策略的综合实施，将实现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持续优化

和创新发展。

5 结语

论文通过分析科技档案数字化管理的现状，发现资源

配置、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方面存在问题。尽管有些成效，

但仍面临技术创新不足、制度不完善、人才短缺等挑战。论

文建议未来应加强技术创新，引入先进数字化技术，提高档

案管理效率和安全性；推进制度改革，完善政策法规；重视

人才培养，建立专业化数字档案管理团队。研究范围有限，

数据样本小，部分结论需未来修正。建议扩大研究范围，深

化技术应用，借鉴国外经验，提升管理水平。希望论文为科

技档案数字化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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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ervision is the primary and foremost responsibility of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work. In the face of new situations and tasks, 
it is crucial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positioning of supervisory responsibilities, prioritize and implement 
supervisory work, and deepen the self supervis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s well as promot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 is crucial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conduct and clean governanc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rassroots projects are profit centers and cost 
centers,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conduct and clean governance in grassroots project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log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mprove projec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timely build the ideological defense line of cadres and employees, so as to safeguard the sustainable, health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supervision of grassroots projects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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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以项目监督举措防范国有企业廉洁风险的思考
张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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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监督是纪检工作的首要职责和第一职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深刻理解、准确把握监督职责定位，把监督工作摆在第一位
抓紧抓实，对于深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十分重要。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做好
国有企业的党风廉政建设至关重要。基层项目是利润中心、成本中心，因此需要通过持续加强基层项目党风廉政建设，促
进国有企业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高项目管理能力，及时筑牢干部员工的思想防线，从而为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因此，论文对国有企业基层项目监督予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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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基层项目；项目监督

【作者简介】张成海（1991-），男，中国山西汾阳人，本

科，助理政工师，从事纪检研究。

1 引言

项目监督是指以强化项目党组织功能、规范项目权力

运行为主线，以项目“关键少数、关键事项、关键环节”为

重点，以党内监督统领业务监督、以上级监督带动同级和下

级监督，统筹纪检、巡察、审计、财务、法律、舆情等各职

能领域监督合力，构建企业内部“大监督”格局，不断强化

基层项目在党建工作、日常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

节，持续完善基层项目管理体系和监督体系的一系列针对基

层项目的监督举措 [1]。

2 项目监督的重要意义

2.1 项目监督是推动国有企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

重要抓手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

国有企业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肩负的管党治党责任更

加明确，对管党治党的认识更加深刻。国有企业基层项目和

党支部作为基层实体和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各项政策的具

体实践者、执行者，加强基层项目监督工作，构建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消除由腐败现象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维护公

平正义，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是国

有企业应尽的职责所在。

2.2 深入开展项目监督是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需要
国有企业一项重要职能是管理国有资产，并使其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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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基层项目是作为国有企业的成

本中心、利润中心，是经营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大对基层项

目的监督力度，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监控，必须从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高度来认识项目监督的重

要性。

2.3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惩防体系建设的需要
惩防体系建设，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反腐倡廉工作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

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

开放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要求，

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加强项目监督在构建国有

企业惩防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惩防腐败体系建

设中的重点环节。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是重点

监督对象。通过建立健全项目惩防体系打造清廉项目，把党

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制度、教育、监督”四个环节，切实

融入项目管理之中，为项目筑起反腐败的坚固防线，从而推

动项目顺利实施 [2]。

3 国有企业基层项目监督难点分析

①项目特点导致监督困难。企业基层项目普遍呈现点

多面广，人员队伍分散、市场化程度高的特点，企业层级较

多，基层项目基于成本角度考虑，一般不设置专职纪检人员，

监督工作基本依靠总部开展，监督执纪工作战线长、范围广、

专业性强，开展监督执纪面临很多难点。 

②项目人员合规意识不足。从工作实践来看，项目“一

把手”多为职业经理人，这些管理者基本是行业的专家和领

军人物，具有扎实的专业能力和素养。但是由于民营企业和

国有企业的文化差异，外部招聘少数项目职业经理人对国企

讲究程序意识、合规意识认识不足，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严格

按照业务流程办事。

③责任传导力度有不足。压实基层项目党支部责任方

面的力度还不够，强化日常监督方面的力度仍有不足。基层

项目党组织听取支部在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工作存在不足。

4 项目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①项目监督的针对性不强。国有企业基层项目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多个领域；每个项目又受

到产品定位、投资总额、地理位置、地域文化等的影响，呈

现不同的产品特点，也出现不同的廉洁风险。如果在开展项

目监督过程中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很容易出现“眉毛胡子一

把抓”的盲目状态，使项目监督的功效大打折扣。 

②项目监督的实效性不高。项目监督存在走过场的现

象，项目监督联系点单位制定的方案和清单没有高质量完

成，经验总结不到位，存在为了总结而总结和应付差事的

情况。

③基层党组织和纪检监督员履行监督职责仍不到位。

主要表现在项目基层党组织有监督没效果、有形式没内容、

有观点没行动、有目标没措施。有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和纪检

监督员对监督的内涵范围、方法途径把握不准，缺少有效管

用的措施；有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对“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的

监督仍然比较薄弱，存在不敢监督、不愿监督的情况。

5 深化项目监督工作的思考

5.1 聚焦整体功能发挥，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深入开展项目监督，基层党组织是基础。发挥党员在

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

力，能有效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和基层延伸。现阶

段，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基层项目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基层

项目重业务轻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问题，制约着公司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强化基层项目党

组织建设，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是明确监督职责。明

确各级党组织和各层级党员干部的党建工作职责，监督工作

职责，通过组织签订《党建工作责任书》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书》等方式，夯实基层党组织责任，督促把好方向，管

好大局，保好落实。持续抓好基层党组织书记年度考核这个

制度化常态化的有形抓手，将年度监督任务、要求纳入其年

度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监督工作不断强起来。通过定期组

织党支部书记、纪检监督员开展制度宣贯及监督方式方法培

训，促进监督履职能力提升。二是强化学习教育。强化基层

项目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把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

观念作为基层项目党员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并及时分析基

层项目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推动项目干部员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5.2 聚焦监督载体协同，强化项目综合监督效能
持续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树牢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失职要追责、违法要追究的鲜明导向，充分

发挥巡察、审计、纪检监督员等各类载体监督合力，确保党

中央重大决策和公司战略部署、发展理念在基层项目落实落

地，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要求全面执行，做到令行禁止、上

下一盘棋。一是切实推动巡视巡察整改。强化上级对项目巡

视巡察发现问题整改的同时，举一反三推动健全完善项目管

理体系和监督体系，消除形形色色的“跑冒滴漏”。坚持把

巡视巡察发现问题整改与推进业务工作相结合，逐条分析，

聚焦重点条线、领域，对相应薄弱环节进行整改，切实把

巡视巡察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是做实审计监督。加大对基层项目违规审计力度，及时排

查风险隐患，堵塞漏洞，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基层

项目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典型性、多发性、共性问题做好分析

并在审计报告及时提出管理建议，涉及追责的通过与各部门

的系统联动，努力构建分工明确、配合联动、齐抓共管的协

同体系；根据公司经营模式和业务特点，在绩效审计过程中

坚持以效益为导向，客观公正反映、评价项目经营结果，及

早找出影响业绩提升的主要因素，分析原因，抓住问题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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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提示风险，助力基层项目运营质量的提升 [3]。

5.3 聚焦防控体系构建，筑牢项目廉洁“防火墙”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开

展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廉洁风险防控则是国

有企业在新时代应对反腐败斗争复杂严峻形势，健全反腐倡

廉制度和提高制度执行力的重要举措。坚持以制约和监督权

力运行为核心、防控项目岗位廉洁风险为基础、加强制度建

设为关键、信息化技术为支撑，将廉洁风险防控工作融入项

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逐步建立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

确、预警及时的项目廉洁风险防控机制，不断提高项目管理

和监督水平，有效提升基层项目治理效能。一是持续完善制

度。围绕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的机制保障。通过不断完

善纪检、审计等监督制度，进一步夯实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基础；通过基层调研、送课上门、条线会议等形

式加强制度宣贯；加强对项目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探

索制度执行先锋队用好一票否决制。二是加强黑名单管理。

建立健全黑名单机制，明确各条线在黑名单系统的角色定

位，并督促定期排查黑名单和重点关注名单，实现动态管理。

5.4 聚焦“关键少数”，强化项目行权监督制约
国有企业的廉洁风险主要发生在“关键少数”和“关

键岗位”。只有抓住“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的监督制约，

才能确保国有企业安全、稳定、健康、持续、和谐发展。一

是优化权力结构配置，互相制约。明确基层项目需要领导班

子集体研究的重大、重要、重点具体事项范围，规范项目领

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决策权限、决策内容及决策程序，

形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把廉洁风险防控

工作贯穿于企业工作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融入岗位业务

之中，与生产经营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检查、同考核，

促进有机融合，努力实现从被动“应对风险”到主动“管控

风险”的转变，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二是严格落实“一

把手”谈话制度。围绕上级和公司党委、纪委关于廉洁从业

方面的规定和要求、谈话对象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

败工作的总体形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年度目标、落实党的

“六项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方面的情况

等方面开展谈话，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咬耳扯袖、

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5.5 聚焦“三不”一体推进，构建项目良好政治生态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

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一体

谋划、贯通推进、统筹联动，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持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紧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

自觉，有利于国有企业构筑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一是

正风肃纪反腐，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正风肃纪反腐，关系民

心向背。一体推进“三不”，必须立足于不敢腐的前提，严

厉惩治、利剑高悬，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保持

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

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持续强化“不敢”“知止”氛

围、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实现不敢腐，就要把握突出问题，

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一起查，将“四

风”土壤、腐败土壤、“黑恶”土壤一起铲，持续释放越往

后越严的信号。二是强化制度执行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一体

推进项目“三不”，不能腐是关键，制度和监督不能缺失。

要对项目合理授权，科学配置权力，加强分包商、供应商选

择等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动形成不断完备

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加强审批流程和审批权

限的不断完善。三是筑牢思想堤坝，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

坚持标本兼治，注重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引导项目干部员

工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是治本的核

心，要实现标本兼治，必须着力加强基层项目理想信念教育、

提高党性觉悟、强化警示教育、涵养廉洁文化，筑牢拒腐防

变的思想堤坝。

6 结语

深入落实国有企业反腐工作和廉洁建设，一定要将防

控廉洁风险做为基础性、前置性的工作来开展，认真寻找企

业防控廉洁风险的具体对象，客观分辨出现廉洁风险的源

头，及时、准确的制定出规范的防控风险策略，进而增强国

有企业预防、控制廉洁风险的效果。廉洁风险防控把反腐败

工作关口前移 , 通过精准识别风险、客观评估风险、科学防

控风险，综合施策、动态管理、循环运作，让廉洁风险既“找

得准”，又“防得住”, 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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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Skill Training and 
the Innovation of SkillTrain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Xueqin Zhang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Liuzhuang Town, Queshan County, Zhumadian, Henan, 4632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labor force skills training, as a key link to improve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ode innov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skills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present, the skill training system of rural labor force 
is gradually improved, but it still faces the problems of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raining content and the actual demand, and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training resources. In order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we must explore a new skill training mode in line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y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existing training system on the basis 
of innovative training mode including technology driven training methods, the practice of train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ptimization training mode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labor force skills also can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skills training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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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现状与技能培训
模式创新
张雪琴

确山县留庄镇人民政府，中国·河南 驻马店 463200

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作为提升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正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文章探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现状与模式创新。当前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体系逐渐完善但仍面临培训内容与实际
需求脱节、培训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探索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型技能培训模式。论文通过分析现
有培训体系的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的培训模式包括技术驱动的培训方法、产学研结合的实践培训以及社会资源
的整合利用，研究结果表明优化培训模式不仅能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还能促进乡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且进一步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技能培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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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就是通过全面提

升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实现乡村的可持续繁荣，

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面临技能水平参差不

齐、培训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与转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传统的技能培

训模式已显现出诸多局限性并且急需探索适应新时代需求

的创新模式。论文详细分析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劳动力技能

培训的现状进而揭示存在的问题并探讨通过技术创新、产学

研结合等方式进行模式创新的可能性，为提升农村劳动力的

整体素质和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实

践指导。

2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劳动力现状

2.1 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与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国家发展的核心政策之一，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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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源于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城乡差距扩大的现实

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该战略旨在通过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来推动农村经济

的全面升级，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

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

力有效监督。”其目标包括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乡村

产业融合、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并通过生态保

护与文化振兴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关注

经济增长更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的综合发展，力求通过系

统性改革创新来实现农村全面振兴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显著

提升。

2.2 农村劳动力的现状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已经造成世界各地经济活动和就业

机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下滑，对农业和粮食体系的劳动者打击

沉重。在 2020 年下半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之后 2021 年期间

就业回升的态势停滞不前，按全球劳动工时计算与危机前基

准水平相比下降幅度折合 1.25 亿个全职岗位。所以在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现状与挑战成为关键

议题，当前农村劳动力面临技能水平普遍较低、结构性就业

困难以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尽管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由

于长期以来教育和技能培训投入不足导致整体劳动技能与

素质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除此之外，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

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短缺和结构性失衡，与此同时农业生

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技术和管理要求

但现有培训体系难以适应这一变化，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存

在脱节。

2.3 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必要性与意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作为实施人才强国

战略、就业优先战略的具体举措和重要抓手，深入推进

“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以农村转移劳动力、返乡农

民工、脱贫劳动力等为重点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开展大规

模、广覆盖、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

景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必要性愈加凸显，具体来说技能

培训是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工作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有

效弥补农村劳动力在技能和知识上的短板，从而提高其在农

业现代化及其他新兴产业中的适应能力。随着农业生产方式

的转型和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的劳动技能已无法满

足现代农业和乡村经济的需求，技能培训成为促进劳动者转

型和再就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技能的提升不

仅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与收入水平还能促进农村社会的稳

定与和谐，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3.1 培训资源的不足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培训资源的不足是制约

农村劳动力技能提升的主要问题之一，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

逐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但由于资源配置不均、资

金投入不足以及培训设施条件有限导致许多农村地区无法

获得高质量的培训服务。培训机构的稀缺和师资力量的薄弱

使得培训内容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不足并且难以满足快速变

化的农村经济的需求。缺乏有效的培训资源整合机制与支持

政策使得培训项目的实施效率低下并且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培训资源不足不仅限制了农村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也影响了

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推进。

3.2 培训内容的落后
当前的培训往往未能跟上时代步伐，缺乏与时俱进的

知识更新和技术引进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

展的需求。传统的培训模式侧重于传授基本农技知识而忽视

了现代农业所需的高技能和数字技术的应用这限制了农民

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新技术的采纳。在此过程中培训资源分配

不均也是一大挑战，偏远地区往往获得的培训机会较少加剧

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所以迫切需要改革培训体系，引入

更现代化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下对高素

质农业人才的需求。

3.3 培训效果的评估困难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培训效果的评估困难显著影响

了技能培训的有效性即现有的评估体系多缺乏科学性难以

准确衡量培训成果与实际应用的关联性，由于缺少统一的评

估标准与方法往往无法客观地反映培训对劳动者技能水平

和工作表现的具体影响。传统的评估方式更多侧重于培训过

程的记录而忽视了对长期效果的跟踪，加之缺乏完善的反

馈机制使得评估结果难以用于优化培训内容和方法。因此，

针对培训效果评估的挑战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结合定

量与定性分析，确保培训的实际效果能够准确反映并加以

改进。

4 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效果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技能培训体系与政策支持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

“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为提

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效果必须完善技能培训体系并加强

政策支持即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培训体系需要从政策制定、资

源配置到实施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考虑。政策层面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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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制定明确的培训目标来建立健全的评估机制并提供相

应的财政支持和激励措施，与此同时强化培训资源的整合、

优化资金使用来确保培训机构的设施、教材和师资力量得到

有效提升。通过推动产学研结合、引入社会资本和企业资源

可以增强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前瞻性，政策支持还应包括对

培训参与者的奖励机制如培训补贴、职业资格认证等以激励

劳动者积极参与培训。

4.2 加强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结合
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效果的关键在于加强培训内

容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结合，培训项目应紧密对接地方经济实

际需求并且明确培训方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相匹

配。通过与地方政府、企业及行业协会的合作能够实现培训

内容的精准设计以及确保所培养的技能与地方经济的实际

需求高度契合。除此之外，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新兴领域和产

业创新应纳入培训课程，培养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技能以推

动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加强与地方企业的合作来为学员

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确保培训成果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应

用。这种结合不仅有助于提高培训的针对性还能促进地方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技能培训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4.3 提升培训师资力量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
为了有效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效果必须注重加

强培训师资力量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这意味着需要引入拥

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作为培训讲师的同时确保培训内容

能够紧密贴合当地农业产业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趋势。通过优

化师资结构，不仅能够提高教学质量还能激发学员的学习兴

趣与动力。例如从相关职能部门一线人员、企业技术骨干、

职业院校专职教师、“土专家”“田秀才”中选聘兼职教师，

建立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师资

库并实施动态调整，根据培训需求统筹调配使用师资力量。

培训内容的设计应当围绕现代农业技术、市场导向型农业经

营以及数字化工具的应用等方面展开确保培训内容与市场

需求相匹配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就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4.4 强化培训评估与反馈机制
建立一个全面的评估体系可以系统地检测培训项目的

实施效果确保培训目标的实现，评估机制应包括对培训内容

的适用性、培训过程的有效性以及培训成果的实际应用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例如，通过建立定期的评估报告与现场检查

制度能够及时识别培训中的问题并进行调整，建立完善的反

馈渠道使参与者能够就培训内容和方法提供意见有助于培

训项目的持续改进。结合案例分析如在一些成功的农村技能

培训项目中通过收集参与者的反馈信息可以调整培训课程

以适应实际需求，显著提升了培训的针对性和效果。这种动

态的评估与反馈机制，不仅促进了培训内容的不断优化也增

强了培训的实际应用价值从而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4.5 推动社会资源的有效参与
最后，充分利用社会各界的资源如企业、非政府组织、

社区以及地方机构可以为培训项目提供多样化的支持和实

践机会，社会资源的参与不仅可以弥补政府和传统培训机构

在资金和设施方面的不足还能将实际操作经验和行业需求

直接融入培训内容。例如，技能培训项目通过与本地企业合

作，组织学员在实际生产环境中进行实习，既提升了培训的

实用性又增强了学员的就业竞争力。社会组织和社区也可以

通过提供培训场地、组织讲座或提供资助等方式参与培训项

目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全面发展。

5 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各类培训项目在提升劳动者技能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培训资源不足、内容滞后及效果评

估困难等诸多挑战。所以，必须对现有培训模式进行深入改

革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即通过优化培训资源配置、引入新兴

技术、加强与地方经济的结合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可以

显著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随着培训模式的不断创新

和完善，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将得到显著提升进而为乡村

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这些努力，一方

面能实现劳动者个人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还能促进乡村经

济的全面振兴并且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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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事业单位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它的人力资源经济管理可以用于提升服务质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探讨事业单位人
力资源经济的现状才能提出应对策略，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注意结合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来优化招聘模式，逐步提升
人员素质，以此来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做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论文研究了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经济的原则，分
析了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应用的现状，探讨了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经济的实际应用。

关键词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经济；应用；未来发展

【作者简介】胡欣（1975-），女，中国山东长清人，本

科，中级经济师，从事人力资源研究。

1 引言

当前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让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和社

会管理中的角色愈加重要，人力资源作为事业单位的核心资

源，整体的管理发展会对单位的效率带来很明显的影响，传

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并不能够满足现代事业单位的发展

需求，因此经济学原理的应用更加重要。

2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经济的原则

2.1 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强调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促进人力资源的最

优配置和最大化利用，事业单位需要在招聘培训、绩效考核

各个环节中，利用科学的工具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在

招聘过程中，事业单位需要采用科学的招聘方法如结构化面

试，以此来选拔到最符合岗位要求的人才，在培训方面，让

事业单位根据员工的具体需求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并通过

定期评估培训效果优化培训内容，绩效考核方面，让事业单

位建立科学、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结合明确的考核标准激

励员工提升工作绩效，促进单位以及个人的共同发展 [1]。

2.2 公平原则
在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过程中，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

员工，这才能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事业单位的凝聚

力，在招聘过程中让事业单位坚持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

则，杜绝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使得每一位求职者都有平等

的机会，在薪酬管理方面，事业单位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薪

酬体系，根据员工的岗位职责、工作表现促进构建合理的薪

酬标准，做到同工同酬，同时定期进行薪酬调整，让薪酬水

平与市场水平保持一致，在职业发展方面，要求事业单位为

每一位员工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通过多种途径如晋升、调

岗等帮助员工实现职业发展目标。

2.3 激励原则
在物质激励方面建立与员工绩效挂钩的薪酬体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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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奖金、津贴这些多种形式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升工作

绩效，在精神激励方面，通过表彰、晋升或是培训途径来满

足员工的精神需求，增强员工的归属感，要求事业单位定期

举办优秀员工评选活动，注意表彰并奖励优秀员工来激励其

他员工向优秀看齐，同时注重员工的职业发展，积极提供培

训和晋升机会，帮助员工提升职业技能，可以在实现个人职

业发展的同时推动事业单位的整体发展。

3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应用的现状

3.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落后
事业单位在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环节中依旧沿用旧

有的模式，没有考虑到员工的个体差异，未能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在招聘过程中事业单位注重学历和资历，并不关注到

应聘者的实际能力，在培训方面无法做到系统性发展，未能

根据员工的具体需求和岗位要求制定科学的培训计划，在绩

效考核方面也更多关注考核结果，忽视了过程管理和员工的

实际贡献，这种理念的落后让人力资源管理的低效，影响到

事业单位的整体绩效。

3.2 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不健全
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设计上的系统性补助，

往往是应急性和临时性的政策较多，在人才引进方面的引进

机制和程序不足，一般都是凭经验和感觉进行决策，在人员

使用方面，科学的岗位设置和职务晋升机制不足，所以让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受到限制，这些体制上的缺陷严重制约了人

力资源管理的效果 [2]。

3.3 人员能力有待提高
当前事业单位的人员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

高，许多员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所以并不能胜任工作

要求，而且很多中层管理人员的现代管理知识不足，无法做

到有效组织协调，而且创新能力欠缺，让员工习惯于按部就

班、墨守成规，很难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需求，人员能

力的不足让事业单位工作效率低下，而且服务质量不高。

3.4 无法紧跟科技发展
事业单位在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不足，信息

系统不完善，这些问题都是让人力资源信息的高效管理利

用；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现代技术的支持不足，使得培训方式

单一，培训效果不佳，现代技术的支撑的缺失也让考核数据

不全面且不准确，所以无法客观反映员工的实际工作表现。

4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经济的实际应用

4.1 完善招聘模式、构建福利及约束机制
事业单位要注意制定招聘流程来让招聘工作的顺利进

行，职位需求分析作为招聘流程的起点，事业单位要根据自

身的发展战略找准所需人才的岗位职责、任职资格，在此基

础上制定招聘计划，制定招聘的岗位、人数、时间和预算等

关键要素，事业单位根据职位的特点以及市场的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招聘渠道，通过制定科学的简历筛选标准，选用专

业的筛选工具提高简历筛选的效率，同时还可以结合采用结

构化面试火之式行为面试，并结合多维度的评估全面考察应

聘者的能力素质，事业单位根据面试评估的结果，然后结合

岗位需求做出合理的录用决策。在招聘标准的制定上，在制

定科学合理的招聘标准时，要求考虑岗位的职责和要求以及

单位的文化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结合单位的文化和价值观

制定符合单位发展需求的招聘标准，根据市场的人才供需情

况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制定适应市场变化的招聘标准，要注

意让招聘标准的制定既要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也有科学的评

估方法，通过多维度的考察来评估应聘者的能力 [3]。

4.2 构建福利及约束机制
考虑员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结合多种形式的福

利项目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事业单位要制定薪酬体系，结合

合理的薪酬结构，再结合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激励员工的工作

积极性，通过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结合医疗保险和养老保

险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同时事业单位还要注意提供多种形

式的福利项目如带薪休假、节日福利，结合多维度的福利项

目满足员工的多样化需求。此外，利用绩效考核和绩效奖励

也能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

来明确考核标准，全面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然后结合奖金、

津贴这些不同的绩效奖励来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也可以

通过职业发展和培训机会激励员工的职业发展，促进个人

成长。

此外，事业单位重视在日常工作中制定明确的规章制

度，利用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让员工的行为符合单位的要求，

通过制度的制定执行，让员工的行为和工作表现符合单位的

发展目标，然后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利用多种形式的监督

手段让员工的行为和工作表现符合制度的要求，事业单位要

注意结合内部审计和绩效考核这些监督手段来监督评估员

工的行为表现，及时纠正员工的违规行为，建立合理的惩罚

机制，使用科学的惩罚手段严肃处理员工的违规行为，可以

是纪律处分，也可以是经济处罚，让员工的行为和工作表现

符合单位的发展需求。

4.3 加强工作人员的个人能力
从培训与发展、职业生涯规划入手做好系统性改进，

制定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结合多种形式的培训项目提升员

工的知识技能，利用培训需求分析明确员工在专业知识技

能和综合素质方面的不足，根据岗位要求制定具体的培训目

标，同时采用多种培训形式如内部培训、在线学习多元化的

培训方式，满足员工的不同需求，单位内部的专家和骨干员

工及时进行知识和经验的传授，以此来提高员工的专业能

力，又或是结合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帮助员

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此外还要注意了解员工的职业发展需

求，可以根据员工的实际情况和单位的发展需求制定个性化

的职业生涯规划，通过定期的职业生涯咨询帮助员工明确职

业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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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结合岗位轮换以及职务晋升方式帮助员工提升职业技能，

通过定期的岗位调整让员工在不同的岗位上积累经验。

4.4 合理分配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规划作为合理分配人力资源的基础，事业单

位需要注意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

规划，尤其是要注意根据单位的发展目标和业务规划制定具

体的人力资源需求计划，做好人力资源供给分析，了解内部

员工的潜力，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方案，人力

资源规划的制定需要考虑单位的长期发展目标，促进人力资

源的最优配置及最大化利用。同时要求事业单位做好岗位分

析，让每个岗位的具体职责、任职资格和素质要求都可以根

据岗位的特点制定对应的岗位设置方案。

5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经济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5.1 管理方式变化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方

式将发生变革，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和人力资源信息系统将

成为事业单位管理的主要工具，这些系统可以做到人力资

源信息的记录管理，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如 HRMS 可以做到员工档案的电子化管理，结合系统记录

员工的基本信息、工作经历数据，方便管理人员开展查询管

理，通过数据分析挖掘提供人力资源规划、人员配置方面的

决策支持，以此来提升管理的科学性。结合数字化管理系统，

事业单位也能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监控，做到实时管

理，例如绩效考核系统结合使用实时记录和分析员工的工作

表现，帮助员工了解自己的工作情况，培训管理系统可以使

用在线学习平台的设置做好员工培训的系统化，提升培训的

效果，薪酬管理系统可以做好数据分析对比，通过制定的薪

酬标准提升薪酬管理的公平性。

5.2 管理对象的变化
未来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将更加注重个体化管理，

也能满足员工的多样化需求，结合多元化的管理手段做好员

工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注重

员工的个体特质，利用科学的测评分析制定个性化的管理方

案，尤其是要注意通过心理测评了解员工的心理特质，以此

来为员工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规划，并做好培训计划，帮

助员工提升职业能力，利用员工满意度调查和需求分析了解

员工的工作需求，为员工提供个性化的工作支持，以此逐步

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此外，事业单位也会更加注重员工

的职业发展机会，利用合适的职业规划帮助员工实现职业发

展目标，注意制定科学的职业发展路径为员工提供明确的职

业发展方向，激励员工提升自己的能力，促进职业发展的长

期目标，同时还可以利用多种形式的培训项目为员工提供丰

富的学习机会，帮助员工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做到个

人价值的提升。

5.3 分配模式的变化
当前市场经济的不断，让传统的分配模式不能适应事

业单位的需求，所以要求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注重分配

模式的多样化，结合有效的分配模式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因为未来的分配模式将更加注重绩效导向，结合绩效考

核和绩效奖励促进薪酬福利的合理分配，绩效导向的分配模

式需要利用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根据

绩效考核的结果促进薪酬和福利的分配方案的配置，绩效考

核体系的建立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如员工的工作量、工作质

量、工作态度等，所以需要结合多维度的考核评估员工的工

作表现，因为绩效考核的结果容易影响到薪酬福利的分配，

绩效优秀的员工将获得更高的薪酬，绩效不佳的员工就应该

接受必要的改进。

5.4 战略模式的转变
人力资源管理注重战略模式的转变，结合创新灵活的

战略模式，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促进事业单位的发展。市场

导向的战略模式也会通过市场调研分析了解市场的需求变

化，以此来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发展战略，例如结合市场调

研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了解市场的需求变化，以此来制定

相应的人才引进计划，从而提升单位的核心竞争力，还可以

利用灵活的管理机制提升事业单位的适应能力。

6 结语

对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经济的应用，要求事业单位重视

优化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合理分配并注意利用人力资

源，以此来逐步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发展，结合这些变革来发展提

升事业单位的服务效率，推动其进一步发展，事业单位需适

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结合技术创新来开创人力资源经济

管理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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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economic situation,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office archive 
management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archive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all enterprises and units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seek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office archive management,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needs of office archive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n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build an efficient archive management system, providing better guarantees for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various work.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ombined with my own work practice backgroun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office archive management wor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related 
archive management work.

Keywords
office archives management; problem; reform innov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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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信息化快速发展以及新经济发展形势，如何做好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发挥出档案管理的应有价值，成为各个企业、
单位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必须积极寻求在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准确把握新形势
下办公室档案管理的内涵与需求，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建设高效的档案管理体系，更好地为各项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保障。
基于有关文献资料研究以及结合自身工作实践背景下，主要对新形势下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改革与创新进行了分析、探
讨，希望能够为相关档案管理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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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从事信息化档案管理研究。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以及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办公室档案

管理工作也发生较大变化，无论是档案管理工作的实质与内

涵，还是档案管理工作的范围与外延，都产生了较大变化与

调整，同时也对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的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模式也在逐渐构建成型。作为办公

室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必须清醒认识到新形势下档案管理工

作改革与创新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基于对办公室档案管理功

能的定位与应用，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

的合理优化 [1]。在推动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创新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工作机制与管理模式，

提高档案管理的工作质效，为办公室各项工作的统筹规划与

高效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2 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现状分析

2.1 时代发展对办公室档案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

在办公室的档案管理过程中，信息化时代赋予了各项

管理要素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要求，建设科技化发展

的档案管理平台成为了新时期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的

重要方向。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办公室的档案管理工作也必

须紧跟时代步伐，准确把握发展方向，加强对办公室档案管

理工作的深入改革、创新，切实将现代化信息技术、管理理

念等融入档案管理工作中，借助更高效、专业的工具来提高

办公室的档案管理效益。同时，需要制定出与时代发展要求

相适应的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目标，明确管理要求，落实在

实际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出档案管理在办公室工作与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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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办公室档案管理人员综合能力与创新意识有待

提升
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的高质量推进需要依靠高素质、

强能力的管理人员。由于许多办公室领导对于档案管理工作

的重视程度不足，未能针对档案管理工作实施有效的监督管

理，日常的档案管理工作质量难以保障，管理人员的综合水

平也得不到有效提升。甚至有些办公室将档案管理列入兼职

类工作类目，未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档案资料进行专业化

管理，或者由办公室某一岗位兼任档案管理工作，而这些人

员往往是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学习，在档案管理方面的能力与

经验都较为欠缺，更遑论在档案管理工作方面的创新发展。

这也是许多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未能实现与时俱进发展的

重要原因。例如，一些企业、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仍然沿用

传统的手工模式，不但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人力、物力，

而且无法满足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需求。

2.3 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水平普遍较低
在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的推动下，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

也在不断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

的有效应用能够实现对纸质档案材料的数字化处理，为档案

资源的在线查询与利用等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基础保障，同时

也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用，更能体现档案管理在办公室工作

中的重要价值 [2]。但是，档案管理数字化建设的难度较大，

整个建设工程涉及对档案管理流程、模式的重组、优化。加

上许多办公室并未匹配有足够数量、足够专业的数字化档案

管理工作人员，导致了当前办公室档案管理数字化水平普遍

较低的现状。

2.4 对于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较低
企业、单位的长期发展过程，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档案

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不仅记载着企业、单位、部门的发展历

史，也涉及管理的方方面面，其中更是蕴含许多管理经验与

方法。档案管理工作极具复杂性，在种类繁多的档案资料中

难以实现有效的分类管理与关联处理。许多办公室往往是按

照传统的方式对档案资料进行保存，缺乏对档案资料价值的

深入挖掘，“死档”现象较为常见，难以发挥出档案管理的

功效与价值，这也是当前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需要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2.5 传统档案管理的弊端影响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办公室档案管理仍然沿用

传统的管理模式，无论是管理机制还是工作人员素质等方面

都存在较大不足，为档案管理工作埋下诸多隐患，导致了许

多档案管理工作上的混乱与纠纷，难以发挥档案管理在组织

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会加剧办公室档案管理的问

题，甚至会在机制与功能上形成对办公室，乃至各个部门发

展的制约。低效能、低质量、冗余重复的办公室管理工作模

式，使得档案管理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与作用。

3 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改革与创新的相关策略

3.1 建立起现代化的档案管理制度
现代化的办公室档案管理需要重视加强对工作制度的

优化、完善。结合相关工作要求，对档案管理的工作思路进

行全面的改革、创新。办公室的档案管理应树立起现代化的

档案管理工作理念，遵循统筹规划原则，切实将档案管理工

作纳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中，予以高度重视，设置专？门的

档案管理科室，全面提高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尤其是需要结

合信息化发展时代发展趋势，厘清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思

路，建立形成规范的档案管理制度体系。在深入研究新形势

办公室档案管理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变化与要求的基础上，

完善档案管理的理论机制，实施规范化的档案管理。除此之

外，档案管理的数字化建设，是推动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

智能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彻底释放档案管理功能的重

要措施。现代化的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也必须充分考虑档案

管理数字化建设的需要，明确制度建设的要点，并落实体现

在具体的档案管理环节当中，以完善的数字化档案管理建设

制度，推动办公室档案管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稳步

发展。

3.2 建设功能完善的档案管理信息化平台
办公室需结合档案信息化发展需求与自身管理属性的

档案管理特点，创新构建先进的档案管理云技术平台。简单

来说，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需要围绕以下核心逐步推

进：一是要建立完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以保密原则为基础，

对各类档案信息进行统一归集管理，建立包含人事、财务、

业务等方面的档案资源数据库，奠定数据资源互联互通的基

础。将 OA 办公系统与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对接，使得日常办

公融合了档案信息，实现对档案资源的有效利用。二是要积

极引进、使用先进的分布式云计算技术，将云计算、大数据、

智能化等技术集成于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当中，充分

发挥出虚拟化技术、自动化技术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优

势，提高办公室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3]。加强对档案管理

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与完善，结合档案资源管理工作需要不断

升级改善信息化平台，为各部门提供常规的档案资源查询、

利用功能的同时，能够为部门工作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档案管

理服务。三是要提高应用层的功能水平。借助智能终端等现

代化信息设备，开发掌上数字档案库，结合时代发展需求，

树立起档案管理的系统思维与系统化观念，为相关部门提供

线上审批、移动查询等便利的档案管理服务。借助数字档案

库的建设，实现对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可以通过建设

专题数据库等方式，更好地满足对档案资源利用的需求。加

强对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功能升级，实现对各类资源信息的

统一化管理与价值挖掘，以文件关联、表单生成、移交管理

等方式，满足日常工作对于档案资源的多样化需求。四是要

求重视做好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检测与系统测试，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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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密技术等进行档案管理信息系统的校验、检测，对系统

运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做好非法入侵、

病毒、超权限操作等方面的有效防控，确保档案信息的安全、

完整。

3.3 创新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发展机制
首先，办公室档案管理必须对人员的重要性予以清晰

认识与高度肯定，从管理内部着手，提高档案管理工作人员

的改革意识与创新意识，并内化成相关工作人员最为基本的

素质与能力。做好对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的专业培训管理，

以定期授课、聘请专家指导等方式提高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

人员的专业技能，同时注意加强对档案工作人员在信息科

技、网络素养等方面的培养与提升，建立形成新一代的办公

室档案管理工作力量，更好迎接新时期档案管理工作的挑

战。其次，需要重视加强办公室档案管理人员在通识能力与

相关领域技能的培训、培养，将图书管理专业、现代信息技

术、大数据技术、管理科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纳入培训体系

的内容规划当中，培养高度专业、素质过硬、综合水平较高

的综合型档案管理团队，为档案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

提供人才保障 [4]。最后，还需重视帮助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树

立起正确的档案管理发展观，深刻认识到自身在档案管理工

作方面的不足，进而进行针对性的学习与提升，更好地满足

新时期办公室档案管理的工作要求。

3.4 创新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体系
新形势下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体系的创新，首先需要

明确信息化发展路径，建立规范、专业的办公室档案管理工

作机制，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质效，进而实现档案管理工作

过程中信息收集、查找、加工、处理等工作质效，实现对档

案管理工作成本有效控制的同时，提高办公室档案管理的工

作效能。其次，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体系的创新建设，需要

重视做好安全保障，尤其是信息技术、互联网平台等应用面

临黑客入侵、木马病毒、违规操作等各种风险，对此需要建

立和实施严格的安全规范与操作要求，确保办公室档案信息

的高度安全。再者，功能建设也是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体系

创新的重要内容，需要结合实际发展需要，不断扩展和延伸

办公室档案管理的工作范围与影响空间，将档案管理工作与

现代化的办公管理、生产经营密切结合，实现高效的档案数

据信息整合与高度的档案数据信息共享，建设形成新型的档

案管理工作系统 [5]。最后，还应认真做好日常的档案维护，

夯实档案管理责任，严格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实施严格的档

案收集、管理流程，及时补充、完善缺失的档案材料，切实

改善目前的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现状。

4 结语

综述可知，加强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不仅是新时期档案管理的迫切需求，也是提高办公室统筹管

理水平，提高档案管理效益，有效规避风险的重要措施。因

此，相关单位、企业、部门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与时俱

进地提高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水平。结合对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等先进管理理念的融合，推进办公室档案管理工作的

深化改革，创新档案管理的工作体系，更好地发挥档案管理

的重要作用，推动管理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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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论文探讨了创新驱动在企业商务
模式转型中的作用，分析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并结合管理中级经济师的实际工作经验，提出了相
关建议。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揭示了创新驱动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方向。论文的
研究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实现有效的商务模式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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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

和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已成为企业战略规划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市场需求的

变化不断推动企业进行商务模式转型。商务模式转型不仅涉

及技术和业务流程的优化，还包括对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的

全面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如

何利用创新驱动业务模式的转型，如何应对市场的变化以及

如何优化内部资源以支持转型。

2 创新驱动与商务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

2.1 创新驱动理论
创新驱动理论强调创新在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核心

作用。“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

力量。创新不仅包括产品和技术的突破，还包括管理模式和

业务流程的创新。企业通过持续的创新，能够获得竞争优势，

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并推动业务模式的转型。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创新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技

术创新，企业还需关注商业模式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市场

策略创新。例如，苹果公司通过持续创新推出了 iPhone，彻

底改变了智能手机市场的格局。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还引领了行业的发展方向。创新驱动理论为企

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寻找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基础

和实践指导。

2.2 商务模式转型理论
商务模式转型理论探讨了企业如何通过重新设计其业

务模式来应对环境变化和市场挑战。“商务模式画布”理论，

为企业分析和设计业务模式提供了系统化的工具。根据该理

论，商务模式包括九个关键组成部分：客户细分、价值主张、

渠道、客户关系、收入来源、关键资源、关键活动、关键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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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和成本结构。企业在进行商务模式转型时，需要综合考虑

这些要素，以实现业务的优化和升级。

商务模式转型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调整，还涉及企业战

略、组织结构和市场定位的全面变化。企业需要在转型过程

中评估现有模式的优劣，识别新的业务机会，调整资源配置，

并实施相应的战略措施。

2.3 创新驱动与商务模式转型的关系
创新驱动与商务模式转型密切相关。创新不仅为企业提

供了新的商业机会，还能够推动现有业务模式的升级和优化。

企业在进行商务模式转型时，需要依赖创新来实现业务流程

的改进、产品和服务的升级，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例如，

利用创新的共享经济模式成功颠覆了传统出租车行业。这一

过程展示了创新如何成为推动商务模式转型的核心力量。

此外，创新驱动下的商务模式转型还包括对市场需求

变化的适应、技术进步的利用以及组织内部资源的重新配

置。企业通过持续的创新，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

持竞争优势，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3 企业商务模式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

3.1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推动商务模式转型的核心因素。信息技术的

发展，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改变了企业

的运营方式和市场环境。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

率，还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例如，亚马逊利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优化了库存管理和客户推荐系统，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企业可以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

化和优化，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技术创新还能够

帮助企业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此

外，技术创新还能够推动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实现

跨地域的业务扩展。

3.2 市场需求与客户期望
市场需求和客户期望的变化也是推动商务模式转型的

重要因素。现代消费者对个性化和高质量的产品及服务有着

越来越高的期望。企业需要根据客户需求调整其业务模式，

以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品牌忠诚度。例如，Nike 通过定制化

产品服务满足了消费者对个性化产品的需求。

企业在进行商务模式转型时，需要深入分析市场趋势

和客户需求，了解目标客户群体的偏好和行为习惯。通过提

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企业能够增强客户的购买意愿和品

牌忠诚度。此外，企业还需关注客户反馈和市场调查，及时

调整产品和服务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3.3 竞争压力与行业趋势
竞争压力和行业趋势对企业的转型有着重要影响。激

烈的市场竞争和行业整合促使企业不断创新和优化其商务

模式。同时，全球化趋势也要求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其战

略以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

企业在面临竞争压力时，需要进行全面的市场分析，

识别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通过不断创新和优化，企业能

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获取市场份额。此外，行业趋势的

变化也会影响企业的转型策略，企业需要根据行业的发展方

向和政策变化，调整自身的业务模式和战略。

3.4 企业内部因素
企业的内部因素，如组织文化、领导力、资源和能力，

也在商务模式转型中起着关键作用。支持创新的组织文化和

有效的领导力能够促进转型的顺利进行。企业需要充分利用

其资源和能力，如资金、技术和人才，以支持转型战略。例

如，华为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资保持了在通信行业

的领先地位。

企业在进行商务模式转型时，需要建立支持创新的组

织文化，鼓励员工提出创意和建议。领导层需要对转型过程

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支持，确保各项措施的落实。此外，企业

还需在资源配置上进行合理调整，确保转型过程中所需的资

金和技术资源得到有效支持。

3.5 政策环境与法规
政策环境和法规的变化对企业的转型也有着显著影响。

政府对某些行业的支持政策或法规约束可能会推动企业进

行相应的转型。例如，政府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政策促进了

电动车的发展，推动了企业在绿色技术方面的投资。

企业需要关注政策环境的变化，了解相关法规对业务

的影响。通过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企业能

够在政策的支持下实现业务的转型和发展。此外，企业还需

关注政策风险，及时调整战略以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挑战。

4 商务模式转型的路径与案例分析

4.1 转型路径
企业在进行商务模式转型时可以采取多种路径，包括

技术驱动型、市场驱动型、绿色转型型和生态系统构建型等。

技术驱动型：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业务流程和产品服务

的优化。例如，腾讯通过技术驱动型的转型，利用其社交平

台和大数据技术推动了金融业务的发展。

市场驱动型：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业务模式。例如，

阿里巴巴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发展了以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为基础的智慧零售。

绿色转型型：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例如，比

亚迪通过绿色转型战略，推动了电动车的生产和销售，实现

了汽车行业的绿色发展。

生态系统构建型：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生态系统实

现业务的扩展。例如，小米通过建立以小米手机为核心的生

态系统，整合了家居、穿戴设备等产品，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4.2 案例分析
4.2.1 腾讯

腾讯的商务模式转型主要体现在其技术驱动和业务整

合方面。起初，腾讯以即时通信工具 QQ 起家，但随着技术

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腾讯逐步扩展业务至社交平台、

数字内容、金融科技等领域。特别是微信的推出，成功融合

了社交、支付和商业服务，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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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利用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金融科技业务的发

展，推出了腾讯金融平台和理财通等产品。腾讯的成功在于

其灵活的技术应用和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把握。

4.2.2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商务模式转型以市场驱动型和技术创新为

主要特点。最初，阿里巴巴主要是一个 B2B 电子商务平台，

但随着市场的变化，阿里巴巴逐步拓展至 B2C 和 C2C 领域，

推出了淘宝和天猫。同时，阿里巴巴通过技术创新，整合了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了智慧零售和新零售业务。

例如，阿里巴巴推出的“盒马鲜生”将线上购物和线下体验

相结合，实现了快速配送和便捷购物的目标。此外，阿里巴

巴还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

持，推动了商业模式的转型。

4.2.3 比亚迪
比亚迪的绿色转型战略在电动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作为中国领先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通过技术创新和绿色

发展战略，推动了电动车的生产和销售。比亚迪在电池技术、

汽车设计和生产工艺等方面不断创新，推出了多款电动车

型，如秦 Pro 和唐 DM。其绿色转型不仅符合环保政策和市

场需求，还在国内外市场中取得了良好的口碑。此外，比亚

迪还积极推动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的普及，进一步提升

了企业的绿色形象。

4.2.4 小米
小米通过生态系统构建型的转型实现了业务的多元化发

展。小米最初以智能手机起家，但通过构建以小米手机为核

心的生态系统，逐步扩展到家居、穿戴设备等多个领域。小

米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研发和生产，推出了智能家居产品如

米家家居和米动系列。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提升了小米品牌的

影响力，还创造了多个收入来源。小米的成功在于其开放的

生态系统和高性价比的产品策略，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5 创新驱动下商务模式转型的效果评估与未
来展望

5.1 效果评估
效果评估是判断商务模式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

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市场表现、财务状况、客户满意度和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

市场表现：通过评估市场份额、销售额、客户数量等

指标，了解转型对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例如，小米的市场扩

张证明了其转型的成功，特别是在智能家居领域的创新。

财务状况：通过分析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投资回报率

等财务指标，评估转型对经济效益的影响。例如，腾讯和阿

里巴巴的财务增长体现了其成功的商务模式转型。

客户满意度：通过客户调查和反馈，评估新商务模式

对客户体验的提升程度。例如，比亚迪电动车的市场反馈和

用户评价显示了其成功的绿色转型。

可持续发展：评估企业在绿色转型和社会责任方面的

表现。例如，比亚迪通过电动车的推广和环保战略，显著减

少了对环境的负担。

5.2 未来展望
未来，企业在创新驱动下的商务模式转型将面临以下

趋势：

持续数字化与智能化：企业将更加依赖数字化技术和

智能化手段，提高运营效率和市场响应能力。

全渠道融合与用户体验优化：企业将注重线上线下的

融合，提升客户的购物和服务体验。

绿色转型与社会责任：企业将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关

注环保和社会责任，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企业需要在全球化战略中注

重本土市场的差异化需求，实现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

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协同创新：企业将通过构建合作生

态系统，实现跨界协作和共赢发展。

5.3 总结
创新驱动下的商务模式转型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通过科学的效果评估和对未来趋势的把握，企业可以

优化转型路径，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长期的成功。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创新驱动下的商务模式转型是企业应对市场变化和竞

争压力的关键策略。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竞争压力、企业

内部因素和政策环境等驱动因素，共同推动了企业的转型。

成功的转型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实现了财务增

长和客户满意度的提升。

6.2 建议
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应持续投资技术研发，关注

新兴技术趋势，鼓励员工提出创新想法，推动技术进步。

注重客户需求：企业需深入分析客户需求，实施个性

化服务，优化用户体验，提升客户满意度。

推进绿色转型：企业应制定并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减

少环境影响，提升社会责任感。

构建生态系统：企业应积极建立多方合作的生态系统，

形成协同效应，拓展市场机会。

适应市场变化：企业需灵活调整战略，适应市场环境

和政策变化，确保转型的成功。

通过综合考虑这些建议，企业可以在创新驱动下实现

有效的商务模式转型，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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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rapid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ecurity need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ety have put forward increas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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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of grassroots security personnel in security service enterpris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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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发展，社会各界不同层级的安全需求对保安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提出了越发精细化和多样化的
要求。论文基于人力资源及相关管理理论，从员工培训理念、方法、形式和有效管理等方面，对保安服务企业基层保安人
员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探究，为保安服务企业优化基层员工培训机制、制定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的培训策略提供
理论和实践依据，为建立更加规范、合理、有效的培训体系提出建议对策，为相关企业完善和健全员工培训制度等提供一
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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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层保安员是保安服务企业人力资源的主力军，保安

服务企业可以结合所服务行业的多样性、综合性且专业性的

特征，切合实际地做好基层员工的培训和培养，吸引和留

住可用之才，提高基层员工的能力素质和对企业发展的适应

性，使基层员工队伍能够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积极有力的

力量，更好地保证企业面对压力和竞争，接受挑战和突破，

在发展中完成战略目标，推动企业稳中求进、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开发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是人事管理的升级，是指在经济学与人

本思想指导下，通过招聘、甄选、培训、报酬等管理形式对

组织内外相关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运用，满足组织当前及未来

发展的需求，保证组织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的最大化的一系

列活动的总称。宏观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指政府对社会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人力资源管理

涉及的是微观的，是指在具体的组织或企业中，根据企业发

展战略的要求，实行的对组织或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科学、

合理的管理，是促进实现最优组织绩效的全过程管理。员工

培训是指一定组织采用各种方式对员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

的培养和训练的管理活动，完成本职工作所必需的相关知

识、技能、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的过程。员工发展是一种长

期的培训和开发，是满足企业目前和将来工作需求的人力资

本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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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X Y 理论
X 理论是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提出来

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理论。该理论对人性本质

的认识是生而好逸恶劳、不求上进，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于

保守，把个人看得高于一切等，这些关于人本性的假设可以

看作是经济人假设的极端表现。基于这样的假设的 X 理论

认为人本质上是懒惰的，需求严格的控制和强有力的领导才

能实现组织目标。Y 理论是基于“自动人”假设基础上，与

X 理论相对应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一般是勤奋的，在合适

的环境与工作条件下，人是愿意工作的。外在的控制与惩罚

不是驱使人工作的唯一手段，人只要做出完成工作任务的承

诺，会进行自我调控。对任务的承诺与完成任务的回报成正

比，将促使人献身于组织的目标。

2.3 马斯洛需求理论
马斯洛需求理论把人类的各种需求归为五大类，即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五种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样次

序不是完全固定的，可以变化也有种种例外情况。需求层次

理论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人人都有需求，某层需求获得

满足后，另一层需求才出现；二是在多种需求未获满足前，

首先满足迫切需求；该需求满足后，后面的需求才显示出其

激励作用。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求相对满足了，就会向

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求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

力。相应的，获得基本满足的需求就不再是一股激励力量。

2.4 PDCA 循环理论
PDCA 循环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沃特·阿曼德·休哈

特首先提出的，由戴明采纳、宣传，获得普及，所以又称戴

明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基础和方法依据就是 PDCA 循

环。PDCA 循环将质量管理分为四个阶段，即 Plan（计划）、

Do（执行）、Check（检查）和 Act（处理）。在质量管理

活动中，要求把各项工作按照作出计划、计划实施、检查实

施效果，然后将成功的纳入标准，不成功的留待下一循环去

解决。PDCA 循环是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科学程序，四

个过程不是运行一次就结束，而是周而复始地进行，一个循

环完了，解决一些问题，未解决的问题进入下一个循环，这

样阶梯式上升的，不停顿地周而复始地运转的。这一工作方

法是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也是企业管理各项工作的一般规

律。PDCA 循环是如今实现业务持续改进的常用理论工具，

计划、执行、检查和行动的循环式管理，在员工管理工作方

面也有广泛应用。

2.5 目标管理理论 
目标管理理论是由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的

目标激励方案。目标管理强调设定与组织目标一致的明确且

可衡量的目标的重要性，使管理者能够通过实行自我控制管

理来控制他们的成就。目标管理把人视为“社会人”，认为

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因素，除物质条件外，还有社会、心

理因素，人的积极性是与需要相联系，是由人的动机推进的。

一般说来，当人产生某种需要而未得到满足时，会产生某种

不安和紧张的心理状态，在遇到能够满足需要的目标时，这

种紧张的心理状态转化为动机，推动人们去从事某种活动，

向目标前进。当达到目标需要得到满足，又会产生新的需要，

使人向新的目标前进。

3 保安服务企业基层员工培训现状

3.1 培训体系现状
保安服务企业在国务院颁布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和公安部制定的《保安服务操作规程与质量控制》《保安员

国家职业标准》《保安员培训教学大纲》和《保安员职业道

德规范》等国家和地方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下开展业务，并对

基层保安队员进行相应的从业、上岗和在职培训。

3.2 培训形式现状
保安人员业务培训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理论

和实操。培训形式主要是传统形式上的课堂现场教学，在专

门的培训学校进行集中上课。随着网络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部分理论和相关专业学习课程采用了线上授课，有些培训机

构自行开发 APP，为学员提供网上课程和模拟训练练习。

3.3 培训需求现状
基层保安员的培训需求尤其是职业培训需求几乎为单

向需求，即在达到主管部门要求、保安行业标准要求以及达

到市场客户业务基本需求下的，以满足行业、本企业和客户

单位需求为导向的，进行和开展的专业职业技能培训。

3.4 培训有效性管理现状
员工作为组织中一个有价值的资源，员工的培训有着

培训有效性反馈和组织绩效有效提升的期望，即有效性的管

理。目前基层员工培训的有效性，基本上通过显而易见的规

定内容课时完成情况、考试成绩和相应证书来体现。上级主

管部门、保安行业和客户单位主要通过持证人数和比例的统

计数据来评价培训完成成果和量化的结果。而其他方面尤其

是长期的有效反馈就难以形成有明确定义的有效性考量和

相关的有效性评估与管理。

4 保安服务企业基层员工培训的存在的问题
分析

4.1 培训体系创新性和灵活性不足
保安服务企业现有的培训体系基本为建立在遵循上级

主管部门指令和客户方提出要求、按部就班进行的垂直式的

传统教育培训，没有自身企业的明显特征。加强基层保安人

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保安员的素质，使保安员满足现代社

会的高层次要求是十分重要的。而现有的培训体系中存在的

不足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安服务企业的发展。单一

的传统的培训体系已经显现出滞后的状态，缺乏区别于其他

同行业同类型企业的领先或者差异化体系，在市场竞争以及

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和压力下，创新性和灵活性尤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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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员工培训容易形式化
员工培训是以目标任务为导向，遵循必需的培训环节

和形式，才能达到培训目的，完成培训目标。而这种格式化

的培训必须以格式化的形式来完成，这是培训体系的课程和

培训内容所决定的，也是在当下客观环境下合理存在的。在

目前的培训体系之中的培训课程、教学方式、培训形式已经

基本固定，师资队伍也相对传统而固定，还要贴合和满足在

职基层员工的工作时间、工作要求和工作现场的实际操作，

培训为了符合持证上岗、上岗纪律和规范性的操作，所以在

大纲和行业规则的指导下的培训程序化、格式化都是有主观

的因素和客观的存在，容易形式化在所难免。

4.3 员工培训无法满足多样性的发展需求
在现有的培训体系和模式下，尤其在集中性的大规模

的基本岗位技能类的培训工作中，统一按照要求和课时完成

学习任务，达到考核标准是每个学员的规定动作。对于不同

认知水平、素质能力的人，在完成培训的整个过程中都只是

统一标准的学员，是偏于 X 理论下的管理模式，照顾或者

考虑到每个学员或者多个学员的差异化多样性的需求，是无

法完成培训目标的。但是忽视培训需求分析，很可能导致企

业培训效果不如预期 [1]，为预防事倍功半的努力，在培训前

明确目标与方法的适当性是十分重要的。

4.4 员工培训缺乏有效性评估和反馈
保安服务企业目前尚存在保安从业人员文化水平偏低、

年龄结构偏大、信息化技术较低、可替代性较强、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等问题 [2]，企业组织实施的培训工作，如果单一地

以大纲规定内容和必需的课时要求，以合格取证率和上岗、

在岗持证数量为主要评估反馈的考量依据，不能全面地反映

整体培训效果。另外课堂培训内容往往与实际工作要求存在

平行线效应，应试理论和技能联系实际的应用情况和培训结

果的有效性则很难评估和反馈。

5 保安服务企业基层员工培训问题的对策

现代企业培训体系运作下的员工培训工作，可以成为

经常性、规模性、规范化的全方位的循环系统，企业培训管

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是员工培训体系良性运作的支

持和保障。保安服务企业具有独特的行业特点和职业要求，

基层保安人员的教育培训，要坚守法制化、规范化基本原则，

在社会化、市场化的专业需求和要求中创新和发展。

首先，在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制定有竞争力的长

效培训战略目标，打造匠心理念和精神，踏实构建能不断持

续改进的企业员工培训体系。同时综合相关企业管理理论并

基于 PDCA 管理模式，在“计划—实施—反馈—改进”的

良性循环中不断完善、优化基层员工业务培训体系全流程。

其次，要把现有培训项目做深做强做扎实的基础上，

改进和创新培训方式方法，着眼个人从业、企业发展及市场

动态等多维度需求，探索内部挖潜、外部开源和校企合作等

多方途径，适当聘用、引进或培养专兼职培训师，开发适应

时代进步和企业需求趋势的培训项目。可以借助大数据开展

科学的需求分析、帮助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利用新媒体

技术丰富培训方式、运用培训评估模型提高培训评估的科学

性等对策 [3]，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工作进行体系化的思考和推

进。从而提升整体培训目标完成的有效性，并创造培训工作

附加价值。

再次，在培训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坚持激励原则，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适时的即时或者及时对培训成果

进行阶段性的总结评估和有效反馈。评估形式可以借助外部

专业机构进行，保证客观公正、规范守则和有说服力。

最后，企业要有完善的员工培训配套制度支持。树立

和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企业文化，强化培训管理和奖惩机制，

在战略上把握，在实际中掌握基层员工培训整体动态，主观

上要教育和引导，客观上要创造氛围环境，制度上要专业规

范，促进组织和员工共同成长，促进和保障培训体系有效运

行，并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和不竭之人力资源发展力。

6 结论

在科技进步、行业竞争和市场变化的大背景下，企业

员工培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员工培训项目不是表面看

上去的短期或者孤立的课程，学以致用也是一个连续的过

程。保安服务企业的基层员工培训可以站在人力资源战略的

角度，将相关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员工

培训体系，增强培训内驱力机制，提高员工工作素质和水平，

保持员工长效的专业化胜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

品牌形象，把不断开发完善企业的员工培训体系作为是一种

可持续发展行为的系统工程来运营，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实现

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战略合作，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将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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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档案信息化建设与档案管理思考
郭建中 

忻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中国·山西 忻州 034000

摘 要

由于福利彩票的特殊性和普惠性，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较深。而福利彩票档案管理工作的复杂与烦琐，又注定了档案管理
方式的适应性直接影响着福利彩票的信息安全完整，因此确保其档案管理的安全完整，是保障单位和国家经济发展安全的
重要部分。同时随着档案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档案管理的效率也得以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还保证了信息安全，促进了
现代化机关事业单位建设。基于此，论文就如何在实现福利彩票档案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升级改造的过程中管理好档案进行
了思考，以期推动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档案规范化管理。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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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主要是为了筹集福利资金，发展社

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事业。其作为中国福利保障和社会公益资

金的主要来源形式之一。伴随着福利彩票事业的不断拓展、

新型彩票的出现、事业单位改制以及人事变动，再加上原始

彩票票据回收，站点管理等等情况的复杂化，对福利彩票档

案管理提出新要求。在如此背景下，福利彩票信息数据如何

实现安全、规范、可持续地管理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2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档案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的意义

随着福利彩票事业改革进程的加快，档案管理工作逐

年增加，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早已无法满足当前彩票事业发

展的需要 [1]。推行档案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充分利用先

进的信息化技术，可以提高档案管理的有效性、网络性、系

统性、便捷性，能帮助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更好地发挥其社会

服务职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2.1 推动档案规范化建设，提升档案质量
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主要依赖档案管理员手动地收集

信息、整理资料、加工和存储档案。档案工作的优劣程度，

局限于档案管理员的个人专业化程度、信息审查的理解程

度、政策的掌握程度。档案管理员在档案管理的归档、立卷、

分类、鉴别等一系列工作中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并且

难以保证档案资料的质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特殊性要

求档案材料内容齐全，但是档案中的材料分散、种类繁多，

在使用传统手动模式规整档案材料时，容易因为手动操作失

误、思维记忆错误、人为遗漏等因素造成档案信息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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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进而影响档案后续的使用与借鉴。运用信息化手段

进行档案管理，可以有效地避免人为损坏或者恶意篡改，能

有效保证原始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及准确性，同时提高了

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而且，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资

料整理和传播，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力成本和资金成本，降低

了档案资料手动操作失误和传播中遗失的风险。

2.2 完善档案承载模式，提高管理效率
创新性地运用信息化技术管理，对福利彩票档案进行

信息化建设和管理，规避了档案管理流程烦琐、查找不便等

问题。通过建设信息化档案管理模式，对不涉密档案信息进

行联网处理，可让使用者自行在平台查阅，不再受工作时间

和工作地点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档案的使用效率和

效果。同时还可将档案管理队伍从纸质材料中抽离出来，将

档案管理人员转变工作重心，转换工作思维，转化工作模式，

提升应用服务职能，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服务力度和效率，

有力提高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公益性和服务性，有效提高群

众满意度，激发单位的管理活力和动力。

3 福利彩票档案管理现实存在的问题

3.1 结构复杂性决定了管理难度较大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属于事业单位，因此在对福利彩票

档案建设与管理的过程中通常将单位的体制性与彩票的业

务性相互结合，无形之中增加了福利彩票档案管理的工作难

度。中国福利彩票发行机构与业务性质的“错位性”，对档

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全面适应彩票发行

模式、发行过程中的游戏变革和营销策略、营销站点的动态

管理等等；另一方面要符合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规定。因

此，彩票档案管理工作需要不断地转变，跟上时代的潮流。

但是受到管理体制、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影响，福利彩票

档案管理信息化程度有限，甚至难以与福利彩票发展进程相

匹配，将会制约档案管理向智能化升级转型 [2]。

3.2 彩票市场变化导致了管理数量庞大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福利彩票

新玩法层出不穷。福利彩票中的游戏种类不断增加，玩法不

断更新，新旧游戏更迭频繁，促使着彩票的促销方式、发行

方法、样票收集归档等管理方式发生改变。尤其是在技术内

容和玩法设置获得极大丰富的近几年，游戏发行资料、促销

资料、财务资料、技术资料等档案逐年增加，给档案管理工

作带来了巨大的任务量。

3.3 多体系管理导致了管理制度不规范
目前，福利彩票行业未建立起统一化、规范化、标准

化的管理机制，其因各区域间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一是信息

化程度不高。虽然都进行了档案信息化改革，但是发行中心

依旧会忽视档案管理工作，普遍认为一台电脑就是电子档案

管理，认为电子档案管理一个人即可完成，不需要制定实施

相关管理制度。这样的后果是：一方面导致电子档案工作在

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严格的规整制度，不能有效地规范档案

信息资料提供者，这就造成了整体电子档案的不健全和不完

整，结果就是档案工作质量低下，材料不全，资料不齐，对

后续工作的开展增加难度。另一方面，没有办法约束电子档

案使用者，随意地提取使用，造成机关事业单位信息滥用的

现象，无法保证单位信息的有效利用和维护。二是档案规整

不规范。因各地档案管理要求不一，不同部门制度不同，而

工作内容又稍有重叠，导致了档案收集标准不统一、案卷标

题不规范、目录设置不标准、数据统计不一致等情况出现。

这些都影响了彩票档案的可延续性和社会性。

3.4 管理系统不连贯导致管理工作低效
当前，中国福利彩票管理系统分散，未建立统一管理

的信息化平台，网络建设模式和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各自为

政”，使得档案信息的共享性、交融性都较差，不能为开发、

服务、规范提供一体化的管理和服务。从而在福利彩票整体

范围内难以实现档案管理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共享。

同时，在数据在系统间扭转的过程中极易导致数据的丢失和

人为泄露。

信息化档案管理依旧需要人为操作，而档案的信息化

要求档案管理员具备电子档案管理的技术知识、实操经验，

如果档案管理人员的技术性不达标，实操经验不足，职业能

力不强，信息化技术不够，都会制约电子档案管理工作的有

效进行。目前，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对档案管理员的不够

重视，专业化培训不充分，有些单位甚至从其他部门或社会

派遣人员，造成了部分档案管理员责任心不强，业务能力不

足，整体素质不高，在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时增

加了工作失误的风险，影响了档案信息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3.5 网络安全导致信息化档案管理数据丢失
福利彩票档案信息化管理确实为档案管理提供了很大

的便利，在信息归档和资料整理过程中的准确度也很高，但

是，在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网络媒介不稳定等不

安全因素。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特殊性，很多档案具有一定

的保密性和经济性，而对此类档案电子化管理提出了挑战。

在档案信息化管理过程中离不开网络媒介，而伴随着网络信

息化运用的深入，带来了更多诸如病毒传播、黑客入侵等网

络安全隐患，这威胁着福利彩票档案管理工作的安全性和严

密性。

4 提高福利彩票档案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路径

4.1 提高认识，优化信息化档案管理制度
发行中心的事业性和经济性注定了其管理重心更侧重

于彩票的发行与销售，对福利彩票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往往偏低。但是，福利彩票档案管理工作的服务性又要求其

需求不断地创新发展。因此，发行中心要强化认识，积极引

导档案管理人员主动参与到彩票业务活动当中，以超前的服

务意识和信息化认知完成档案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工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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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行中心还要针对档案信息化管理进行系统化的梳理，

明确档案管理流程和工序要求，制定统一的、标准的、规范

化的信息化档案管理制度，让档案管理人员和信息收集人员

有依可循，实现档案信息化管理流程规范化，将档案信息化

管理工作制度化。除此之外，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约束管理

人员权限，监管信息提供者的工作，制约信息使用者的滥用，

确保电子档案信息的准确、完整，防止电子档案被冒用滥

用，以使福利彩票档案管理工作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和发展

需求。

4.2 培育人才，提升档案管理信息化程度
目前，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在积极寻求信息化技术的

“帮助”管理档案，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网络化管理，但是

信息化程度依旧不强。实现福利彩票档案管理与高科技的完

美融合是补齐科技短板的重要方面 [3]。一是建设福利彩票档

案管理一体化平台。平台整合发行、销售、财务、人事等各

项资源，成为彩票行业内部信息沟通桥梁，实现内部信息共

享和联动，完成福利彩票一线与档案信息管理的相互衔接。

二是强化人才培育。为确保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顺利进

行，对档案管理人员要加强专业技术培训，以增强档案管理

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也可以针对该项工作招聘专

业性技术人员，以保障档案管理人员在进行档案管理时操

作的准确度，降低出错率，以保证档案的准备和完整，进一

步提高电子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同时在确保档案管理员具

备一定的实操能力的同时，还要注意对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

培养。对管理人员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以提升管理员

对档案的归集、分类、保密等职业素养。例如，邀请具备档

案管理工作资深资历的专家学者开展讲座，开展知识竞赛活

动，开展有奖问答活动等，通过各种活动激发全单位人员对

档案管理的能动性，进一步促使档案信息提供者、档案管理

员都可以在档案管理工作中手到擒来，以降低档案信息化管

理的出错率，提高档案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有效助力福

利彩票事业的有序推进。

4.3 强化技术，确保档案管理信息的安全完整
推动福利彩票档案管理信息化发展，是提升福利彩票

整体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福利彩票档案的严谨性和涉密性

对其管理的安全性要求相对较高，只有提高发行中心对彩票

档案管理整体的关注度和重视度，才能进一步提升档案信息

化建设和管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一是加大对信息化设备

的保护力度，尤其要对档案管理专用设备进行不定期的检查

和维护，相关电脑等信息化设施都要采取一定的安全保障措

施，比如使用防火墙等；二是加强对电脑硬件设施的日常维

护，如加大对电脑线路的检查力度，确保线路的安全，以免

发生因硬件故障而损坏信息化档案的事件；三是在档案信息

化管理系统中设置专人管理权限，规定只有管理员才能有权

限进入系统，禁止管理员之外的人擅自查阅，并设置密码，

确保权限的安全；四是为学籍档案信息化管理配备专属设

备，并对设备进行专业的病毒查杀，以及后台设备的监控。

另外，还可就福利彩票档案信息化系统定期聘请外部专业人

员，对系统进行日常的维护和管理，确保档案信息化系统的

安全顺畅运作，进而保证福利彩票档案信息化管理不受外界

影响，提升档案的安全性。

5 结语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进行档案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可以

让档案管理工作变得更轻松更有效；可以让档案查询和修改

工作变得更方便更快捷。即使就目前而言，在发行中心档案

管理中对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注重程度有限，但相信在之

后的不久，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的更新，福利彩票档案工

作获得质的发展，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化标准化开展档

案信息化管理工作，强化档案安全性管理，将有效地提高档

案管理的效率和效果，进一步推动福利彩票事业的全面深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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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cultivation of enterprise ideolog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ulture,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enterprises. Therefore, how to innovate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enterprise ide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mode of enterprise ideology cultiv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work, and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enterprise ideology work, the innovative 
mode of enterprise ideology cultivation is proposed from many aspect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enterprises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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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企业意识形态的培养不仅关乎企业内部文化的构建，还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因此，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企业意识形态培养模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旨在探索企业意识形态培养
的创新模式，通过分析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基于对当前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现状的深入分析，从多个方面
提出了企业意识形态培养的创新模式。希望通过论文的研究，能够为企业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推动企业
意识形态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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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企业面临着日

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的意识形态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意识形态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

分，不仅关系到企业的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还

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凝聚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因此，加强企

业意识形态培养，探索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创新模式，对于推

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企业意识形态培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首先，企业意识形态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

反映了企业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规范。一个积极向上、健

康稳定的意识形态，能够凝聚人心、激发潜能，增强员工的

归属感和责任感，从而推动企业的稳定发展。在竞争激烈的

市场环境中，意识形态成为企业区别于竞争对手的重要标

志，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其次，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革，企业员工的思想

观念、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这对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出

了新的挑战。如果企业不能及时适应这种变化，加强意识形

态培养，就可能导致员工思想混乱、价值观偏离，进而影响

到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加强企业意识形态培养，

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保持企业

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最后，从国家层面来看，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意识形态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加强企

业意识形态培养，不仅有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维

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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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背景下企业意识形态培养面临的挑战

3.1 多元化的价值观冲击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社会思

潮相互激荡，多元化的价值观不断涌现。这些多元化的价值

观不仅影响了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也对企业的意识形态培

养构成了挑战。员工在面对多种价值观时，可能会出现思想

困惑和价值取向的偏离，从而影响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2 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
西方社会思潮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中国渗透，尤其是

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其传播速度和影响力更加显著。

这些西方意识形态往往标榜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但实际

上却隐藏着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和侵蚀。企业作为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识形态工作也难免受到西方意识形

态的影响和冲击。

3.3 信息传播的裂变式特征
在网络信息时代，信息传播呈现出裂变式的特征。员

工可以通过互联网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这使得企业意识形

态工作的管控难度大大增加。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已经无法

满足当前的需求，企业需要探索更加灵活多样的意识形态传

播方式，以应对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 [2]。

3.4 企业内部因素的复杂性
企业内部因素的复杂性也是意识形态培养面临的重要

挑战之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拓展，员工队伍的

结构和素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同背景、不同观念的

员工在一起工作，难免会产生思想碰撞和摩擦。如何统一员

工的思想观念，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成为企业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任务。

3.5 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存在困难
党建工作是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在实际工作中，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往往存在困

难。一方面，部分企业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党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相脱节；另一方面，党建工作在推动中心

工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这些

问题都影响了企业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开展。

4 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措施

4.1 做好顶层设计
国有企业应当高度重视政治站位，确保各级党组织将

意识形态工作视为党建工作的核心政治使命，应积极响应并

贯彻党中央的各项决策与规划，不断强化主体责任，将意识

形态工作置于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中，确保领导班子及党员干

部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为推进意识形态工作

的深入实施，企业应将其与企业生活会、成员述职述责述廉

等环节紧密结合，实现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步规划、执行、

跟踪与评估。具体而言，这要求企业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深入人心。企业需

从思想层面出发，明确工作导向，坚定不移地将思想政治与

理念文化建设置于首要位置，旗帜鲜明地强调政治意识，以

此作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要确保意识形态工

作渗透到企业的各个层面、部门、岗位及工作中，引导在岗

职工树立大局观，关注重大事务，灵活应对形势变化，保持

正确的方向与立场，在企业内部形成思想统一、方向一致的

良好氛围。

其次，要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企业应建立

由书记担任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的管理机

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同时，要深入领

会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细化文件部署目标，增强主要负责

人及党员干部对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最后，要建立健全的意识形态工作考评体系。考评是

评估企业各工作组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应将意识形态工作

纳入年度考核重点，通过动态化考评、调研考评、年终考评

等多种方式，实现考评工作的严格性、全面性与细致性。这

有助于激发党员干部及职工的思想活力与工作动力，推动意

识形态工作的持续深入发展 [3]。

4.2 精准定位聚焦重点
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在工作中必须精准

定位、聚焦重点。

首先在优化理论教育层面，我们应坚定不移地将之置

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地位，着重强化警示教育、主题教育

及党性教育的核心价值。通过充分发挥党小组的引领示范作

用，引领各党支部深入研习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思维、新理论，

力求以卓越标准自我塑造，深刻反思个人思想动态与工作成

效，确保与党中央的政治思想紧密契合，持续探索创新，将

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动力，有效指导重大决策与部署，从而

推动企业管理的持续进步与突破。同时，我们应坚定树立“四

个自信”，秉持选贤任能、德法并重、团结协作的原则，积

极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面向未来，我

们应保持无畏挑战、勇于探索的精神风貌，必须时刻保持对

党政纪律的敬畏之心，确保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

论、政治行为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就社会网络舆论的管理而言，鉴于新媒体信息

传播环境的日新月异，企业党政工作者必须身处前沿，凭借

敏锐的洞察力捕捉热点议题，深入剖析舆情起源、扩散路径

及导向趋势，科学评估舆情潜在风险，并准确识别可能造成

的损失。舆情管理工作既具有长期性又伴随着间歇性，遵循

新闻传播的固有规律，广受公众瞩目。为此，相关从业者需

不断探索新方法新策略，既要有效遏制舆情源头，又要妥善

引导舆情走向，以确保内部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当前，

互联网与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极大地拓宽了人们获取企业

信息的渠道，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企业因此面临双重

挑战：既要应对内部员工思想动态的变化，又要适应外部公

众认知的多元化。面对新出现的问题，企业需全方位把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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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理念与文化交流模式的演进，牢牢掌握传播的主导权。国

有企业尤其应将互联网建设与舆论引导工作紧密结合，秉持

正确的工作导向，在内容、机制、形式、策略等多个维度上

进行创新，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于企业内外构建强大的向

心力。

最后，企业文化作为引导公众认知的重要力量，深刻

体现了企业的发展轨迹和精神风貌。企业应将战略愿景与文

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传承主流价值观的同时推动文化创新，

坚定文化自信，执行企业文化四项层次落地完善，如图 1 所

示。通过开辟新平台、采用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向全体员工

输送新的价值观，将个人成长与企业命运紧密相连，增进员

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不断丰盈企业的文化内涵。

图 1 企业文化四个层次

4.3 强化企业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首要任务是强化阵地构建，以此夺取意识形态领域的

战略高地。这要求我们全面动员企业内部的各个层级与部

门，尤其是各级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灯塔，树立全

面而深入的宣传意识，精心打造与企业发展轨迹相契合的党

建品牌。我们需依据“一企一品、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

原则，明确工作方向，勇于开辟新的意识形态战场。同时，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深深植根于党务公开平台，确保最新的政

治理论深入人心，成为指引行动的灯塔。

此外，推行“党员 + 项目”的创新支部建设模式，设

立党员先锋岗位，是激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党的组织

建设与项目同频共振的有效途径。我们鼓励党员在项目一线

冲锋陷阵，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引领项目顺利进行。

树立先进典型，也是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效能的关键一环。通

过表彰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党员，我们旨在激发全

体党员的进取心与责任感，鼓励他们追求卓越、争做先锋，

全面展现党员风采，围绕拼搏、协作与热爱三大核心价值，

向全体员工传递正能量 [4]。

最后，企业应致力于构建文明、有爱心的企业形象，

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如抢险救灾、扶贫帮困等，展

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这些行动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社

会声誉，还能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与社会

认同。

4.4 妥善应对意识形态新挑战
在应对全球及本土范围内新思潮、新文化交融的背景

下，需妥善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挑战。针对涉及核心原则

与政治导向的问题，党政工作者务必坚守信念，坚定不移地

高举社会主义大旗。企业应强化内部管理机制，确保在复杂

环境中掌握主动权。秉持人本管理理念，紧密贴近群众，致

力于服务群众需求，增进群众福祉，以此增强工作的吸引力

和凝聚力，促使员工自发地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思想教

育活动。

同时，企业应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收集机制，聚焦于安

全生产、环境保护、市场动态等关键领域，确保信息来源的

权威性与内容的准确性。通过设立专项小组，对收集到的信

息进行深入分析，并实施动态监控策略，以维护企业内外部

环境的稳定与和谐。此外，宣传团队及关键岗位人员应迅速

响应社会热点，主动发声，积极回应民众关切，通过有效引

导赢得公众信任。

4.5 考核督查要畅通渠道
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应将其整合进述职评价流程及

个人述职总结中。为了深化执纪监督的广度，需将意识形态

的决策部署纳入督查体系，结合专项与全面的督查手段，强

化对涉及民众事务的引导、管理与优化措施。企业需确保民

意反馈的畅通无阻，通过建立网格化的管理机制，深入基层，

精准识别问题。利用党员交流、直接访谈等途径，紧密跟踪

员工的思想动向及关切点，有效调和员工与企业间的利益冲

突，稳固群众根基。同时，坚决落实厂务透明制度，保障员

工的全面知情权。此外，应组织员工代表进行非固定性检

查，增强员工对企业管理的参与度。通过广泛设立劳模工作

室、强化职业健康与安全监管、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等举措，

并健全心理关怀体系，以保障员工队伍的稳定性和思想的可

控性。

5 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不

仅是时代赋予的必然使命，更是推动企业全面、持续、健康

发展的基石。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意识形态的稳固与

引导力直接关系到企业内部文化的凝聚力、员工队伍的向心

力以及企业对外形象的塑造力。因此，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

至与经济建设工作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是确保国企各项工

作得以顺利开展、高效推进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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