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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enterpris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hile improv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expanding business scale.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mainly relies on software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to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employees in management work and establish a new mode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enterprises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reflecting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in enterprises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e following elaborates on the necessity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informatization application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specific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zation applic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ptimization goal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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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企业自身在提高运营效率、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需要重视人力资源与信息化管理的应用关
系。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主要借助软件系统，依托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企业全员加入管理工作中，建立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化新模式。在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步入到崭新阶段，体现出企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显著
增强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基于此，以下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提出
了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的具体措施，从而实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最优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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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过去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一般在对资料统计

分析时，往往会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但数据资料的准确度

和时效性并没有完全体现，无法适应实际的需要，所以根据

企业的发展要求，为了在处理分析数据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

管理结果，需要利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作为提高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途径，信息软件系统模式是一种网络

结构式的全新管理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信息沟通途

径，打破以往层级管理的桎梏，有效利用信息化的人力资源

管理应用，从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水平，提高

员工的动态核心意识，避免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应用过

程中存在盲目管理的问题 [1]。

2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的必要性

2.1 改变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
传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岗位一般只会要求员工了解

基础的计算机信息管理内容，而随着信息化技术在企业管理

工作领域中的深入应用，相关员工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开

展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这就要求企业有效改变自身的经营

观念。信息化发展战略是在行业竞争中企业未来重要发展的

战略方向，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企业实际运营工作中利用信

息化方式综合处理员工的基础资料数据，在此基础上人力资

源数据转换为电子数据资料，并将其总结转换为数据资源，

向企业管理决策层提出建议意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应用是经过不断的实践积累得出，能够针对企业的运营状况

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式和方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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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对于企业的发展与经营都将产生关键性影响，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利用信息化对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的核算，为企

业经营管理提供具体的数据资料 [2]，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2.2 规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模式
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一些企业推出了人

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模式，与以往的管理精简化手段不一样，

这主要是在企业的运营管理系统中导入智能一体化应用技

术。企业采取信息化管理应用模式是随着市场发展的需要而

改变的，企业员工数量日益增加，稳定性较强，因此采用人

力资源与信息化技术融合管理应用存在很多优点。比如企业

员工一律采取电子简历投递，相关人事部门只需要对电子简

历格式内容等进行统一规范，统计所有入职人员的基本信息

数据资料，在他们辞职后对工资核算也可以进行统一汇总与

离职手续办理，从而有效降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财务人员

的工作时效和工作成本，推动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标

准化。

2.3 大大降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自身

的管理工作时效与成本，提升企业的发展能力，在行业竞争

中占据优势地位。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可以通过信

息化高效结合应用来减轻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与工作压力，从

而提高项目实施的效果，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

经营成本，企业可以把剩余的时间和资金运用到其他方面。

此外，企业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有关

员工内部的无效沟通和信息处理会大大减少，企业内部的费

用支出会大幅下降，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 [3]。

2.4 推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
企业为了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加强对员

工的内部考核，必须积极推进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项

目，向员工说明该项目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转变员工的工

作观念，使得员工能够主动协助信息化建设的应用，从而提

高企业现代信息化管理的水平。企业过去传统的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中，管理者需要对企业内部所形成的人力资源资料进

行数据分析，因此数据分析作用相对较弱，而且数据分析工

作也难以避免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当通过信息化技术手

段完成关键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工作时，员工就可以利用软件

对数据分析进行管理，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管理者的工作

量，同时也能够更进一步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从而提升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水平。

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企业对于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意识不强
由于很多企业只是安于现状，不愿意进行创新转型发

展，并且企业管理者大多将工作注意力集中到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完成层面上，通过把人力资源事务下发给人力资源管理

岗位，要求有关人员按照计划时间完成即可，对于事务工作

时间、项目的可执行性缺乏工作全局总体规划的控制能力，

不会充分考虑到时间与效益的最佳关系。同时，在上级部门

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之际，企业管理者

的整改工作也往往浮于表面，没有采取根本性的改进措施，

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信息化管理创新思想，因此容易导

致相关工作人员存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相对简单、可执行性

强的错误观念，而没有必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在信息化管理

工作上。

3.2 企业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基础应用能力

较弱
不少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并没有全面深入的

了解，在一些小企业中甚至没有成立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

门，只是大致把人力资源管理职责分配到一般的相关行政部

门。另外，这些企业的办公设备比较落后，部分企业尽管有

相应的电脑硬件配套设备，但计算机配套设备陈旧，软件的

安装速度缓慢，系统的稳定性较低，导致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人员的应用体验不佳，严重降低人力管理的工作效率。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技术支撑偏弱、数据整合程度不高、管

理过程不便捷成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建设所面

临的主要问题。

3.3 企业缺乏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系统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

但是目前市面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质量依旧良莠不齐，并

且目前市面上最主要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也都是基于软件

设计师的观点进行产品设计的，用户对交互界面体验感觉较

差。由于软件设计师并不知道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思维

与工作方式，所以接口设计并不充分考虑到用户体验，所以

很难给相关人员提供良好的应用体验，也缺乏完备的反馈过

程，并未建立专业的售后维修体系，不利于软件设计师对软

件系统的及时完善，其售后和后期升级无法获得保证，这就

会导致企业缺乏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系统，不利于企业

进行人力资源管理 [3]。

4 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的具体
措施

4.1 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化应用结合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管理发

展的效果，所以企业管理者需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

作，有效提升企业的运营水平和经营效益。为了做好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工作，达到经营目标，企业管理者必须引入先进

的经营思想，摒弃过去落后的管理模式，将人力资源管理与

信息化应用结合，在行业竞争逐渐白热化的形势下更好地适

应社会发展。企业管理层需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人力资源管

理信息化应用上，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化的逐步深入，必

须提高员工管理水平，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增强企业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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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实力，在逐渐活跃的市场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处于领

先的竞争优势。

4.2 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
为了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的能力，必须

进一步加强相关管理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提

高自身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对信息化手段的结合运用，促进企

业朝着现代化目标发展。在将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化结合应

用工作中，企业要对员工进行培养，使得其可以按照企业的

工作要求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以确保他们能够适应企

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在信息化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应该提高

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综合素养，对在职人员定时开展信息技术

内容的培训课程，增强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的管理意识，让员

工的能力得以提升，使员工能够熟练掌握软件技术和信息系

统的应用技术，从而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此外，在培训

过程中也应该培养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确保员工能够具备

较高的职业操守，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加强自身的综合能

力，为企业的发展贡献一分力。

4.3 优化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
企业人力资源基本管理制度中会涉及员工的薪酬、考

勤与学历等数据资料，在保证企业员工基本数据资料正确性

的基础上，将严格依据有关流程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职位的招

聘，根据企业的发展状况确保企业员工分配的科学化和合理

化，优化调整企业内部组织架构，适应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

企业在具体经营运作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员工的管理要求，

借助信息化手段，针对实际状况做出合理的优化调整，完成

企业的优化转型，在提升企业自身创新性价值的同时，使其

综合实力得以有效提升。

4.4 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系统软件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借助信息化应用系统对员工的

信息数据进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

效率。在开发信息化应用系统软件过程中需要合理使用算

法，保证涉及大量复杂计算的正确率、数据的及时更新，使

得工作人员通过应用信息技术，克服管理工作中经常出现的

信息处理和数据资料归纳分析问题。因此，在设计软件系统

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管理人员的操作要求，实现具体功能的现

实需要，以免产生大量效率低下的工作。开发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化应用系统软件应当把现实需求问题当作切入点，以协

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现实需要问题与软件开发之间

的相互关系，从而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化 [4]。

5 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推动了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为企

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带来了直接作用，促进完善企

业结构调整和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企业效益的提

高起到较大的积极影响。所以，企业必须意识到人力资源管

理信息化发展的重大价值，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信息化

应用结合，加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优化调

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应用，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化应用系统软件，推进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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