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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借助可视化技术，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文献共引分析等，定量

地展示了新中国 ７０ 年（１９４９—２０１８）国际和国内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的演

进。 基于该主题年度发文量将该领域 ＳＳＣＩ 期刊国际研究划分为二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将该领域 ＣＳＳＣＩ 期刊国内研究（１９９８ 年之前为 ＣＮＫＩ 期刊，仅占之后的

１３％ ）分为三阶段：引入探索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９７ 年）、系统深化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同步

创新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对国内外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论文进行共现分

析，补充和验证既往基于定性综述的研究结论，定量地展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演进；
通过比较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揭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前沿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
最后，基于关键词战略图，对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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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人力资源”由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２００８） ［１］１９５４ 年在其《管理的实践》中提出，余南

庸和顾潭祝（１９８１） ［２］从人力资源会计的角度发表了国内第一篇人力资源管理的论文，此时国内还

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人事管理”阶段，学者们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解较为浅层，对人力

资源管理研究的贡献很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念引入国内，但并未

应用于实践（赵曙明，２００９） ［３］。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赵曙明（１９９２） ［４］ 系统地将国外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引入到我国，王重明（１９８８） ［５］、时勘（１９９０） ［６］等将心理学理论引入我国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特
别是 ２１ 世纪前后国际主流研究方法引入后，我国迅速应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开展中国情境下

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系统回顾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然而，目
前该领域研究回顾主要采用传统的定性方法，依靠作者主观构建的研究框架梳理文献内容和主题，
如赵曙明（２００９） ［３］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将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历程划分为三

个阶段；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如赵源（２０１５） ［７］对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 年知网中 ２０００ 篇高被引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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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做了计量分析，房宏君（２０１２） ［８］ 通过文献共被引对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

点进行了客观分析；或仅针对人力资源业务伙伴模式（饶荣豪和段承瑶，２０１７） ［９］、中国战略人力资

源管理（张翔，２０１４） ［１０］等某一具体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进行回顾，缺少对国内外中国情境下人力资

源管理研究的全面回顾；而且上述研究时间跨度均较短。
陈超美 ２００４ 年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用 Ｊａｖａ 语言开发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信息可视化软件，目前最具特

色和影响力（侯剑华和陈悦，２００７） ［１１］。 因此，本文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 ＳＳＣＩ 和 ＣＳＳＣＩ 期刊中的中国

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研究论文进行共现分析，补充验证既往基于定性综述的研究结论，定量展

示新中国 ７０ 年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演进；比较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年不同时期研究热点，动态显

示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前沿发展历程；绘制关键词战略图，预测研究趋势，推动中国情境

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进一步发展。

二、 数据获取

本文关注新中国 ７０ 年（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样本包括国内人力资

源管理研究及国际学者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因此，其研究结论有利于指导中国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 ＳＳＣＩ 数据库为来源，限定类型为论文和综述，检索主

题中含有“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Ｃｈｉｎａ”或“Ｃｈｉｎｅｓｅ”的文献，删除页码少于两页的文献

及非研究性文献后，得到 ６９３ 篇文献。 本文国内文献以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ＣＳＳＣＩ）数据库为来源，其期刊来源具有代表性及权威性。 但由于 ＣＳＳＣＩ 数据库于 １９９８ 年正式使

用，为全面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历程，本文以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为来源分析 １９９７ 年之前的相关文献，以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的 ＣＳＳＣＩ 期刊为来源分析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的相关文献。 本文检索出 １９４９—１９９７ 年主题

中含“人力资源管理”的 ８７０ 篇文献，删除页码少于两页的文献及非研究性文献后，得到 ８１３ 篇文献；
检索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主题中含“人力资源管理”的 ６５０４ 篇文献，删除页码少于两页的文献及非研究

性文献后，得到 ６０６１ 篇文献。 自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共计 ６８７４ 篇。

三、 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时空分布

１． 时间分布

ＳＳＣＩ 和 ＣＳＳＣＩ 期刊中的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研究年度分布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ＳＳＣＩ 和 ＣＳＳＣＩ 期刊中的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研究年度分布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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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ＳＣＩ 期刊中的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始自 １９９０ 年（Ｈｏｌｔｏｎ，１９９０） ［１２］，近 １０ 年（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 年）该领域文献较之前显著增多：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发表量均为个位数，２０００ 年未发表相关文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除 ２００４ 年为 ９ 篇，其他年份均在 １１ ～ １８ 篇之间；２００９ 年开始剧增至 ３９ 篇，之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稳定在 ５０ 篇左右，２０１５ 年大幅增至 ６２ 篇，２０１６ 年之后持续增加，２０１８ 年达到迄今

最高点 ７１ 篇。 因此，该领域国际研究 ６９３ 篇文献，以 ２００８ 年为界被划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分别对应 １０９ 篇、５８４ 篇文献。

ＣＳＳＣＩ 期刊 １９９８ 年才开始设立，因此 １９９８ 年之前的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研究论文来自在中国

知网中检索到的 ８１３ 篇，１９８７ 年之前发表量均为个位数；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年稳定在 ２０ 篇左右；１９９４—
１９９７ 年逐年大幅增加，１９９５ 年开始发表量超过百篇，１９９７ 年的 ２６７ 篇成为 １９８１—１９９７ 年的峰值。
ＣＳＳＣＩ 期刊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论文发表数在 １９９８ 年为 ８３ 篇，之后逐年增加，１９９９ 年开始超过百

篇，２００８ 年的 ６１７ 篇成为迄今为止的最高值，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

管理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但之后开始基本上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因此，以 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８ 年作为阶

段划分的分界线，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９７ 年、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分别析出

１１６ 篇、３１９６ 篇和 ３５６２ 篇。
２． 国家分布

ＳＳＣＩ 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国（３２８ 篇）、英国（１６０ 篇）、澳大利亚

（１５９ 篇）、美国（１１５ 篇）、加拿大（３１ 篇），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更加

关注。
３． 期刊分布

发表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主题论文较多的 ＳＳＣＩ 期刊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论文发文数量前 １０ 的 ＳＳＣＩ 期刊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２０１７） 发文量 占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４２５ ２１７ ３１ ３１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４７４ ４５ ６ ４９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０ ７８８ ３３ ４ ７６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 １６３ ３２ ４ ６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０ ８５７ ２７ ３ ９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３ ９９３ １９ ２ ７４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１ ３９５ １８ ２ ６０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４７４ １８ ２ ６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 ０ ６６１ １４ ２ ０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 １９８ １０ １ ４４

合计 ４３３ ６２ ４８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 作者分布

国内国际该领域作者共现图谱如图 ２、图 ３ 所示，其中节点大小表示作者发文量，节点之间的

连线代表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表示作者间合作关系的强弱。
从图 ２ 可以看出，新中国 ７０ 年来从事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且文献在 ＣＳＳＣＩ 期刊发表较

多的作者主要包括：赵曙明（１０６ 篇）、李燕萍（３２ 篇）、刘善仕（３１ 篇）、杨东涛（２７ 篇）、彭纪生（１６
篇）、高素英（１４ 篇）、段兴民（１４ 篇）、石金涛（１２ 篇）、李新建（１２ 篇）、张光磊（１２ 篇）、孙健敏（１２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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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图 ３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作者共现图谱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由图 ３ 可以看出，ＳＳＣＩ 期刊发表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较多论文的作者主要包括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Ｗａｒｎｅｒ（２６ 篇）、Ｆａｎｇ Ｌｅｅ Ｃｏｏｋｅ（２３ 篇）、Ｊｉｅ Ｓｈｅｎ（１７ 篇）、Ｃｈｅｒｒｉｅ Ｊｉｕｈｕａ Ｚｈｕ（１５ 篇）、Ｃｈｒｉｓ
Ｒｏｗｌｅｙ（１４ 篇）、Ｊｏｓ Ｇａｍｂｌｅ（１３ 篇）、Ａｄａｍ Ｓｍａｌｅ（９ 篇）、Ｓｈｕｍｉｎｇ Ｚｈａｏ（８ 篇）、Ｌｉｑｕｎ Ｗｅｉ（８ 篇）、Ｄｉ
Ｆａｎ（７ 篇）等。

四、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可视化分析

１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高频关键词反映该领域研究热点。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对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 １０９ 篇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主题文献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图谱如图 ４ 所

示，高频关键词如表 ２ 所示。 基于二者，该阶段研究被分为两大类：
（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自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兴起之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便成为学者们关

注的重点。 Ｗｅｉ 和 Ｌａｕ（２００５） ［１３］验证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与公司采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显著相关。
同时，培训、绩效管理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如 Ｗａｎｇ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０８） ［１４］证实绩效管理显著影响组织绩效。

（２）跨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吸引了众多国外企业

在华投资，也促进了众多国内企业走出去，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不同

国家的文化差异从各个角度对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跨国企业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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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Ｋｕｐｋａ 和 Ｅｖｅｒｅｔｔ（２００８） ［１５］ 阐述了跨文化亲和力对跨国企

业外派人员成功率的重要性；Ｂｊöｒｋｍａｎ 等（２００８） ［１６］ 证实在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其母公司

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明显更加相似。

图 ４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表 ２ １９４９—２００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１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８ ０ ４７ １５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８ ０ ０７
２ ｃｈｉｎａ ８１ ０ ３９ １６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８ ０ ０５
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３ ０ １９ １７ ｓｙｓｔｅｍ ８ ０ ０３
４ ｉｍｐａｃｔ ２３ ０ １８ １８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８ ０ ０２
５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５ ０ １ １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７ ０ １３
６ ｆｉｒｍ １４ ０ １ ２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７ ０ １３
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４ ０ ２ ２１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７ ０ ０６
８ ｍｏｄｅｌ １３ ０ ０６ ２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６ ０ ３
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３ ０ ０１ ２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６ ０ １３
１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２ ０ ０７ ２４ ｈｒ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６ ０ ０６
１１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１ ０ ０６ ２５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６ ０
１２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１１ ０ ０５ ２６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５ ０ １７
１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９ ０ １６ ２７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５ ０ １３
１４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９ ０ １２ ２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５ ０ 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结合高频关键词表（如表 ３ 所示）与关键词聚类图（如图 ５ 所示），该阶段该领域研究被分为

三类。
（１）绩效管理研究。 绩效管理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 代表性研究包括 Ｗｅｉ 等（２０１０） ［１７］

探讨企业文化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应用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群体性和发展性文化对战略人力资

源管理的应用具有积极影响；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６） ［１８］ 实证得出高层管理团队效能部分中介战略人力资

源管理制度对组织二元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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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员工态度、行为的关注。 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态度、组织公民行为、创新等关键词的

高出现频次表现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对员工心理的关注。 如 Ｃｈｅｕｎｇ 等（２０１１） ［１９］验证情绪劳动和

职业倦怠以及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Ｗｅｉ 和 Ｌａｕ（２０１２） ［２０］研究支持职能团队动态对高层管理团

队多元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３）中国文化对本土人力资源管理行为的影响及跨文化比较。 “中国”“儒家”等聚类标签反

映一些学者基于跨文化比较分析中国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行为的影响。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５） ［２１］ 考察

包括偏袒、裙带关系、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的中国官僚文化如何破坏中国现代精英管理体制的发

展；Ｃｏｏｋｅ 和 Ｌｉｎ（２０１２） ［２２］比较越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的投资策略和劳

务管理实践。

图 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表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象限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象限

１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４７ ０ ０１
２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０ ０ ０１
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４１ ０ ０１
４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８３ ０ ０８
５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８２ ０ ０８
６ ｉｍｐａｃｔ ８１ ０ ０３
７ ｗｏｒｋ ５７ ０ ０３
８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５５ ０ ０４
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４ ０ ０６
１０ ｍｏｄｅｌ ５４ ０ ０５
１１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５２ ０ ０２
１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４２ ０ １
１３ ｈｒ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４３ ０ ０４
１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１ ０ ０５
１５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８ ０ ０７
１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３８ ０ ０３
１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７ ０ ０４
１８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５ ０ ０６
１９ ｆｉｒｍ ３５ ０ ０４

Ⅳ

Ⅰ

Ⅳ

Ⅲ

Ⅱ

Ⅲ

Ⅱ

Ⅲ

Ⅱ

Ⅲ

Ⅱ
Ⅲ

２０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３５ ０ ０２
２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３４ ０ ０９
２２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３４ ０ ０３
２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３３ ０ ０５
２４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０ ０２
２５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３２ ０ ０１
２６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３０ ０ ０５
２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３０ ０ ０５
２８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７ ０ ０４
２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２５ ０ ０６
３０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３ ０ ０７
３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 ２３ ０ ０７
３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２２ ０ ０３
３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１ ０ １１
３４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２１ ０ ０２
３５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２０ ０ ０６
３６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 ０ ０３
３７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２０ ０ ０２
３８ ｖａｌｕｅ ２０ ０ ０２

Ⅲ
Ⅱ

Ⅲ

Ⅱ

Ⅱ
Ⅲ
Ⅱ
Ⅲ
Ⅱ

Ⅲ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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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近十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汇总

（１）关键词战略图。 战略图能够更直观地判断研究热点与趋势。 按照夏恩君等（２０１７） ［２３］ 的

建议，以关键词频次为 Ｘ 轴，中心度为 Ｙ 轴，原点为频次和中心度的中值，将高频关键词在战略图

中显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频关键词如表 ３ 所示，形成战略

图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战略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１）第一象限：主流领域。 “视角”“企业绩效”具有高频次、高中心度的特点，自身发展成熟，且
与其他主题联系紧密，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如 Ｓｕｎｇ 和 Ｃｈｏｉ（２０１８） ［２４］证实，企业绩效和环境

变化对公司高管面向培训与发展的战略导向具有显著影响。
２）第二象限：高潜热点。 具有低频次、高中心度的特点，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与其它主

题联系紧密，是具有发展潜力的新热点，如“创新” “跨国企业” “组织公民行为”。 代表性研究有

Ｊｉａｎｇ 等（２０１２） ［２５］研究表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促进中国企业组织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３）第三象限：孤岛领域。 具有低频次、低中心度的特点，自身发展不成熟，且与其他主题联系

较差，但需区别对待，部分可能即将处于研究边缘，如“前因变量”，其他一些关键词代表的研究有

可能发展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如“中介作用”等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和“组织承诺” “满意度”等心

理机制的研究。 代表性文献有 Ｆａｎ 等（２０１４） ［２６］发现，高绩效工作系统可以增加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并减少职业倦怠。
４）第四象限：边缘地带。 其特点是高频次、低中心度，发展成熟，可能是逐渐被边缘化的主题；

与其他主题研究的关联度相对不高，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领域，比如“影响”“绩效”，代表性

论文有 Ｚｈｕ 和 Ｃｈｅｕｎｇ（２０１７） ［２７］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该地区新兴经济体的整合促进

全球化。
（２）关键词突现分析。 为使 ＳＳＣＩ 期刊中的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

前沿更加全面地展现，帮助了解研究热点的演化历程，关键词突现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直观显示出

ＳＳＣＩ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 ７０ 年来的热点及前沿演化的历史进程，找到该领域研究前沿的“脚
印”。 ①热度持续至 ２０１０ 年前：“合资企业”“全球化”“国际化合资企业”等。 Ｙｅｕｎｇ 等（２００８） ［２８］

概述亚洲国家和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方式。 ②热度持续至 ２０１５ 年前：
“价值”“亚洲”“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等。 如 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４） ［２９］强调，在全球竞争加剧的时代，富有

弹性的员工队伍是战略性发展的软技能。 ③热度自 ２０１５ 年持续至今：“变革性领导” “组织支持

感”“满意度”等。 如 Ｊｉａ 等（２０１８） ［３０］强调，变革型领导、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的绿色激情对绿

色创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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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年排名前 １５ 的 ＳＳＣＩ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关键词突现图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可视化分析

１ １９４９—１９９７ 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结合高频关键词表（如表 ４ 所示）与关键词聚类图（如图 ８ 所示），该阶段的研究被分为两类。
（１）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

源投资”等高频关键词反映了该阶段中国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初步探索。 代表性研究包括：赵曙明和

倪炜（１９９６） ［３１］提出，国有企业转型应着眼于企业内部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开发；余仲

华（１９９４） ［３２］提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从计划人事管理模式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的必要性。
（２）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比较。 “香港”“澳大利亚”“山东”等聚类词体现了该阶段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注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应用实践。 赵曙明（１９９７） ［３３］ 通过分析国外

人力资源培训的新发展，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做出了启示；希利（１９９６） ［３４］ 概述了世纪之交以

来美国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变化以及今后的发展走向。
表 ４ １９４９—１９９７ 年 ＣＮＫ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１ 人力资源 １９５ ０ １３ １６ 投资 ３６ ０ ０５
２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６４ ０ ０６ １７ 北美洲 ３５ ０ ０２
３ 人力资源开发 １６３ ０ ０８ １８ 劳动者 ３３ ０ ０７
４ 企业管理 １５７ ０ ０２ １９ 美国 ３１ ０ ０９
５ 企业 １５４ ０ １２ ２０ 美利坚合众国 ３０ ０ ０３
６ 人力资源会计 ７４ ０ １ ２１ 就业 ２９ ０ ０５
７ 经济 ６１ ０ １６ ２２ 市场经济 ２９ ０ ０１
８ 财政管理 ５７ ０ ０９ ２３ 经济体制 ２８ ０ ０４
９ 人力资本 ５４ ０ ０５ ２４ 劳动资源 ２６ ０ ０５
１０ 劳动力 ５２ ０ ０５ ２５ 劳动力资源 ２５ ０ ０３
１１ 人力资本投资 ５２ ０ ０３ ２６ 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２２ ０ ０６
１２ 人力投资 ５１ ０ １ ２７ 人事管理 ２２ ０ ０３
１３ 资源 ４９ ０ ０８ ２８ 物质资本 ２２ ０ ０１
１４ 生产力 ４０ ０ １ ２９ 行政管理 ２１ ０ ０４
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３９ ０ ０６ ３０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 ２１ ０ ０２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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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１９４９—１９９７ 年 ＣＮＫ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结合高频关键词表（如表 ５ 所示）与关键词聚类图（如图 ９ 所示），该阶段的研究被分为三类。
表 ５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１ 人力资源 ７９３ ０ １８ ２３ 民营企业 ２９ ０ ０４

２ 人力资源管理 ７６１ ０ １２ ２４ 中小企业 ２９ ０ ０２

３ 人力资本 ２１７ ０ １６ ２５ 激励 ２８ ０ ０５

４ 企业 ２０１ ０ ０１ ２６ 人力资源部门 ２７ ０ １３

５ 人力资源开发 １９６ ０ １５ ２７ 资源 ２７ ０ ０９

６ 企业管理 １５６ ０ ２５ ２８ 经济 ２７ ０ ０３

７ 知识经济 ９６ ０ １４ ２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６ ０ ０９

８ 图书馆 ８０ ０ １５ ３０ 企业绩效 ２５ ０ ０３

９ 管理 ６８ ０ ０４ ３１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２５ ０ ０３

１０ 人力资本投资 ５７ ０ ０５ ３２ 组织绩效 ２５ ０ ０３

１１ 对策 ５５ ０ ０２ ３３ 科技人力资源 ２４ ０ １２

１２ 人力资源会计 ５２ ０ ０７ ３４ 人力资源规划 ２４ ０ ０３

１３ 开发 ５０ ０ ０２ ３５ 激励机制 ２４ ０ ０２

１４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４９ ０ １４ ３６ 管理人员 ２４ ０ ０１

１５ 创新 ４４ ０ １４ ３７ 人力资源配置 ２３ ０ １６

１６ 知识管理 ４３ ０ ０７ ３８ 财政管理 ２３ ０ ０３

１７ 高校 ３９ ０ ０４ ３９ 人力资源战略 ２２ ０ ０２

１８ 人力投资 ３６ ０ ０４ ４０ 绩效考核 ２２ ０ ０１

１９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３６ ０ ０３ ４１ 竞争优势 ２１ ０ ０５

２０ 国有企业 ３３ ０ ０５ ４２ 绩效管理 ２１ ０ ０２

２１ 可持续发展 ３２ ０ ０２ ４３ 管理者 ２１ ０ ０２

２２ 企业文化 ３０ ０ ０３ ４４ 民营企业 ２９ ０ ０４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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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１）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研究。 “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配置”“人力

资源规划”的重要职能及环节是该阶段研究关注的重点。 孟晓飞和刘洪（２００１） ［３５］ 阐述了学习型

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张弘和赵曙明（２００２） ［３６］较为全面地分析归纳了一

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并进行了比较。
（２）关于微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 理论与实践结合也是该阶段研究关注的重点，包括

“企业绩效”“激励”“绩效考核”等高频关键词。 陈万思等（２００６） ［３７］ 从职能胜任力和个人胜任力

两个角度构建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胜任力模型；邹化鑫（２００６） ［３８］比较分析了目标管理、３６０
度反馈管理、关键绩效指标和平衡记分卡。

（３）人力资源管理背景和管理方式研究。 “知识经济” “创新” “可持续发展” “民营企业” “科
技人力资源”等高频关键词反映了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时俱进的特点。 蒋春燕和赵曙

明（２００１） ［３９］分析知识型员工的特点，探讨知识型员工流动的特点和原因；时勘等（２０００） ［４０］ 从个

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面对科技创新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研究，形成适合我国科技创新体系要求

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基于关键词聚类结果（如图 １０ 所示）和高频关键词（如表 ６ 所示），该阶段的研究被分为两大类。

图 １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１）战略视角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及相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一直是学者

们关注的重点，宋典等（２０１１） ［４１］通过跨层次分析表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影

响受到创新氛围的部分中介调节影响；张徽燕等（２０１２） ［４２］对中国情境下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企业绩

效关系的 ５３ 篇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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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象限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中心度 象限

１ 人力资源管理 ５６３ ０ ３６

２ 人力资源 ４２７ ０ ３３

３ 人力资本 １２４ ０ １８

４ 人力资源开发 １０２ ０ ０９

５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７３ ０ ０５

６ 企业绩效 ６９ ０ ０５

７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５６ ０ ０７

８ 组织绩效 ４９ ０ ０７

９ 企业 ４９ ０ ０２

１０ 企业管理 ４６ ０ ０４

１１ 高绩效工作系统 ４１ ０ １１

１２ 对策 ３９ ０ ０７

１３ 绩效管理 ３９ ０ ０４

１４ 图书馆 ３９ ０ ０２

１５ 科技人力资源 ３７ ０ ０３

Ⅰ

Ⅳ

Ⅲ

Ⅱ

Ⅲ

１６ 高校 ３５ ０ ０４

１７ 中小企业 ３３ ０ ０３

１８ 影响因素 ３０ ０ ０３

１９ 胜任力 ２９ ０ ０１

２０ 高校图书馆 ２８ ０ ０３

２１ 创新 ２８ ０ ０２

２２ 劳动关系 ２７ ０ ０５

２３ 知识管理 ２７ ０ ０２

２４ 管理 ２５ ０ ０３

２５ 公共部门 ２４ ０ １

２６ 社会资本 ２２ ０ ０２

２７ 胜任力模型 ２２ ０ ０１

２８ 激励机制 ２２ ０

２９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２１ ０ ０３

Ⅲ

Ⅱ

Ⅲ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人力资源管理背景与管理方式的研究。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人力

资源管理的研究总是跟随着时代热点的发展，包括“科技人力资源管理” “知识管理” “创新”等关

键词。 房宏君（２０１１） ［４３］论证了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对企业绩效的重要影响；阎海峰和陈灵燕

（２０１０） ［４４］考察发现知识分享在承诺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组织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４． 近十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汇总

（１）关键词战略图如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战略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１）第一象限：主流领域。 关键词如“人力资本”。 如李新建等（２０１０） ［４５］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与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的总效应、效应差异和调节因素。
２）第二象限：高潜热点。 如“高绩效工作系统”“公共部门”可能具有研究潜力。 田立法和张光

磊（２０１５） ［４６］探究了创新战略、高绩效工作系统与高新技术企业绩效关系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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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三象限：孤岛领域。 其中部分关键词代表的研究逐渐减少，可能已处边缘化位置，如“高校图

书馆”。 但“科技人力资源管理”“胜任力模型”“竞争优势”“劳动关系”“创新”“社会资本”等有可能发

展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 罗安娜和李燕萍（２００９）［４７］探究高校社会资本对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机制；。
４）第四象限：边缘地带。 关键词如“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绩效”可能将逐渐边缘化，但也

可能是未来研究的基础，如未来研究可能向纵深、精细化发展，更关注其特定的某一（些）细分维

度，如管理创新行为。 代表性论文有赵曙明等（２０１１） ［４８］基于战略国际人力资源管理框架探讨人力

资源管理系统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２）主题关键词突现分析。 由于 １９４９—２０１８ 年突现关键词太多，不便展示，因此，仅分析最近

一个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突现图（如图 １２ 所示）。

图 １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排名前 ４５ 的 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突现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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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热度持续至 ２０１２ 年前：“胜任力模型” “激励机制” “组织学习” “绩效管理”等。 如赵曙明

（２０１１） ［４９］强调，高胜任素质、高积极性和高协作性的员工能力开发对于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

重要性。
２）热度维持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科技人力资源管理”“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外包”等。 如

张光磊和李俊凯（２０１２） ［５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探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冲突的方法。
３）热度从 ２０１３ 年持续至今：“劳动关系”“高绩效工作系统”“创新绩效”等。 如魏巍和彭纪生

（２０１８） ［５１］考察了绩效导向和稳定导向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六、 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国际国内比较

基于对 ＳＳＣＩ 期刊 ６９３ 篇、ＣＳＳＣＩ 期刊人力资源管理 ６８７４ 篇研究论文可视化计量分析比较，将
国内外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汇总对比，如表 ７ 所示，因此，可以将中国情境下人力

资源管理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１． 引入探索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９７ 年）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下，传统的人事管理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人力资源管理

理念开始从西方引入，如赵曙明（１９９２） ［４］ 出版《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地为中国带来了

全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且随后深入探讨了中国企业的劳资关系，为我国企业劳动关系和人

力资源管理性质的变化做出了贡献（Ｚｈａｏ，１９９４） ［５２］ ，彭剑锋（１９９３） ［５３］ 主编的《现代管理制度、
程序、方法范例全集》为国内企业引进了西方及日本的优秀管理实践案例。 此时国内研究基本

上都是人力资源相关概念的探索，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市场”和“人力资源管理

与开发”“人力资本投资”等，另外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立足于中国国情，与现实联系密切，关
注我国“市场经济”“经济体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开始应用计算机，定
量研究方法被引入。 同期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论文较少且多在 ２１ 世纪初

前后。
２． 系统深化阶段（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年）
此时中国已经开始积极探索人力资源管理在实践中的运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正在由传统的

人事行政管理职能转变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职能。 国内研究多为在中国情境下检验与发展西方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 “企业文化” “激励机制” “人
才管理”等相关研究爆发，主要关注微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积极探讨人力资源对企业绩效的

重要影响和作用方式。 ＳＳＣＩ 期刊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化、跨文化比较、中
国企业文化对跨国企业的影响。

３． 同步创新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在东西方基本是同步的，对于新兴行业的人力资源

管理的探索国内外基本一致。 该阶段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蓬勃发展，研究内容也是横向与纵

向相结合、宏观微观相结合。 除“高绩效工作系统” “雇佣关系” “劳动关系” “人力资源柔性”等

企业管理方式研究外，还重点关注了员工态度、行为的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影响结果的关注由

“绩效”转向“（员工）创新行为”“（团队）创造力”“组织认同”等。 并且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紧跟时

代发展，关注“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大数据”等时代热点。 ＳＳＣＩ 期刊关于中国情境人力资源管理

的研究论文 ２００８ 年以后大量出现，“国际化人力资源管理”“市场导向”“竞争优势” “中介作用”
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此外，除人力资源管理对绩效（如组织公民行为）、创新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外，中国价值观和哲学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也受到了关注。 显然，该阶段国内与国际研究主流

趋于同步。
２０２

赵曙明，张紫滕，陈万思　 新中国 ７０ 年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知识图谱及展望



表 ７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国际国内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频关键词比较

阶段
国内 国际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年

人力资源 １９５ ｃｈｉｎａ ２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６４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
人力资源开发 １６３
企业管理 １５７
企业 １５４
人力资源会计 ７４
经济 ６１
财政管理 ５７
人力资本 ５４
劳动力 ／ 人力资本投资 ５２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

人力资源 ７９３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６
人力资源管理 ７６１ ｃｈｉｎａ ７９
人力资本 ２１７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３３
企业 ２０１ ｉｍｐａｃｔ ２３
人力资源开发 １９６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５
企业管理 １５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１４
知识经济 ９６ ｆｉｒｍ １４
图书馆 ８０ ｍｏｄｅｌ １３
管理 ６８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３
人力资本投资 ５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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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５６３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４７
人力资源 ４２７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０
人力资本 １２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１４１
人力资源开发 １０２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８３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７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８２
企业绩效 ６９ ｉｍｐａｃｔ ８１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５６ ｗｏｒｋ ５７
组织绩效 ４９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５５
企业 ４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４
企业管理 ４６ ｍｏｄｅｌ ５４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七、 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趋势展望

基于关键词战略图（如图 ６ 和图 １１ 所示），以及关键词突现（如图 ７ 和图 １２ 所示），未来对中

国情境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可能存在以下十大趋势：
１． 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研究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

也在不断提高，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研究应该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如今“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生物经济”“共享经济”“知识经济”“５Ｇ 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共享经济，无论是对企业管

理还是员工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促进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不断变革，使人力资源管理愈加灵

活化、柔性化、信息化，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议题。 如虚拟团队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出现和发展

（Ｃｈａｒｌｉｅｒ 和 Ｓｔｅｗａｒｔ，２０１６） ［５４］及其对管理流程和绩效的影响（Ｈｏｃｈ 和 Ｋｏｚｌｏｗｓｋｉ，２０１４） ［５５］，都是互

联网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值得探讨的问题。 代表关键词有“大数据”“人力资源柔性”等。
２．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化研究

２０１３ 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积极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而“一带一路”建设的载体

是企业，因此加快了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进程。 然而，全球化带来了经济形式的巨大变革，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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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化问题成为学者们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如赵曙明（２００９） ［３］ 通过指

出中国国内大部分企业已经进入国际竞争国内化阶段但缺乏国际化的管理者，强调中国情境下人

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必要性；Ｃｏｌｌｉｎｇｓ 等（２０１９） ［５６］ 以多层次人力资源管理视角探究全球人才管理和

跨国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张君和孙健敏（２０１７） ［５７］从人力资源配置、培训与开发以及绩效与薪酬

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与措施。
３． 中国情境下本土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及跨文化比较

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才是促进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更加有价值的重要方式。 “一带一

路”倡议，是新一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指南针，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已然成为国际化

的投资者，是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 相应地，人力资源管理改革随之进一步深化，向国际化、市
场化发展，这就需要学者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全球价值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体系（赵曙明，
２０１８）［５８］，“有中国味道和元素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是中国对世界人力资源管理的贡献。 另外，经济全

球化就是整合全球的人力资源，建立全球各地的精英人才网络，采取有效激励政策激励员工，并且在全球

范围共享智慧，不同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源管理影响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个体特质、态度、价值观不

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催生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变革。 因此，“企业文化”“跨文化比较”“高绩效工作

系统”等关键词的热度表明，如何“本土化”仍是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４． 创新驱动的人力资源管理变革与发展研究

“创新绩效”等强调了创新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国际化市场下，创新发展战

略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寻求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创新方法是为企业储备发展人才的有效

方法。 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高科技型企业，创新都是企业获得持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企

业组织应强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三支柱，重塑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构建系统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积极利

用大数据整合、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现代技术促进人力资源管理实现科技式管控和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另一方面，组织的载体是员工，组织创新的核心推动力在于员工创新行为，如 Ｈｕｎ 等（２０１９）［５９］提出人力

资源管理系统是人力资源管理影响员工主动性行为和之后创新结果的前因变量。 因此构建促使员工自

我驱动方式实现目标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性，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
５． 中国企业和谐雇佣关系研究

“劳动关系”始终是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和全球化

过程中，多种形式所有制企业并存，企业雇佣关系从传统的单一模式转变为组织导向和工作导向等

多种模式并存的局面。 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中发生的雇佣关系冲突日益严峻，逐渐成为中国

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及建设和谐社会的障碍（Ｘｉ 等，２０１６） ［６０］。 和谐的雇佣关系氛围是和谐劳动

关系、和谐企业的重要体现，而建立和谐企业是每个企业所追求的。 如何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尤
其是共享经济下的劳资关系，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

６．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社会资本”的研究热度持续不减，强调了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性。 在

当今竞争激烈的新时代，企业的生存发展已经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网络背景下，这要求企业有

效利用其社会网络，创造核心竞争优势。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探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已成为互

联网时代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维护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资源还是有效

利用企业内部社会资源，都是企业持续稳健发展不可忽视的挑战。 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和社会资本的重要关系，这仍将受到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持续关注。 如刘善仕等（２０１７） ［６１］

基于在线简历数据探究我国上市企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位置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曾颢和赵曙明

（２０１７） ［６２］基于社会交换、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师徒制的新趋势。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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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新生代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新生代群体步入职场，新生代员工逐渐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主力军，
如何管理新生代员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问题。 新生代员工有着价值观多元化、自我意识较强、
心理缺乏弹性、创新意识较强、崇尚自由和民主的心理特点，因此在职场上表现出自我成就意识强

烈但职业生涯规划清晰度低、心理需求多元化、等级关系淡化、可塑性强、兼顾生活与工作平衡、企
业忠诚度低等特点，因此对于新生代与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应该从多方面创新，如工作 －家庭平衡

（Ｃａｒｌｓｏｎ 等，２０１９） ［６３］、激励管理（陈家田，２０１４） ［６４］、离职管理（马丽，２０１６） ［６５］、幸福感（赵宜萱和

徐云飞，２０１６） ［６６］、组织承诺（宋立风等，２０１８） ［６７］、心理契约（魏峰等，２０１７） ［６８］等，都是有关新生代

员工研究的重要方向。
８． 组织变革转型下的人力资源体系调整研究

２０１８ 年，许多企业进行了组织调整，尤其是以互联网及一些超大型组织为代表的组织进行了

主动调整，激发内部活力。 如 ２０１７ 年起百度便一直改进的“ａｌｌ ｉｎ ＡＩ”；阿里、小米重新聚合划分自

身产业；５８、链家、万科调整组织架构，形成新的事业群以促进更有效、敏捷的决策机制；华为成立一

个部门，在全球范围内培养干部队伍，提升领导力。 因此，此时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在战略层面而非

专业职能层面对人力资源体系进行调整以适应组织的变革转型是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迫切需要考虑

的问题。 另外，组织变革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减人增效、使组织扁平化，这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研

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９．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公共部门”是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高潜热点。 目前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定性研究较多，且多是对国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引进，而对本国

公共部门的适应性还需加强。 因此，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愈加受到重视，其激励机制、大数

据的应用、外包以及如何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引进、消化和创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都是人力

资源管理研究持续关注的重点。
１０． 低绩效管理系统研究

高绩效工作系统源于人力资源管理“最佳实践”的探索，从图谱中可以看出，“高绩效管理系

统”是过去几年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方向。 然而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高绩效系统的反

向出发，探索如何提高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和积极性。 如沈伊默等（２０１９） ［６９］实证探究了辱虐管

理和员工创造力的关系。 因此，从低绩效工作系统角度出发也将是未来人力资管理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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