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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新发展

何彦香
（河北省唐山市市政工程环境卫生事务中心，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内人均知识水平迈向了全新的台阶，对人才需求也从低端人才跃升至高端人才。

我国已经从工业时代经历了商品时代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群众的财富积累的一大来源就是知识储备能力，个人知识能力的

提升是国内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必经阶段。本文以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出发，探讨了知识经济时代下对人力

资源的全新要求，提出促进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新发展的有效措施，为相关人力管理部门提供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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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逐渐迈向深水区，知识带来的专

利产权经济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拥有更多人才的发达国家往

往在世界发展浪潮中独占鳌头，具备一定优势。如今国与国

的竞争从工业、资源竞争逐渐过渡到人力资源竞争。哪国能

够提供更适合优秀人才学习和成长的土壤，人才往往越青睐

于哪个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要以

新思路和新方法对人力资源发展模式重新构建研究，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合理引导优秀人才贡献更大力量建设国家。在

一些发达国家实现完全垄断的领域，只有人才才是国与国之

间能进行交流的单一有效条件，实行更加科学有效的人力资

源管理战略将有助于更多人才投身到出生国的经济建设和技

术建设中来，打破技术垄断顺应知识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人力资源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如今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布局增加本国核心竞争力，竞争

已不仅仅局限在货物价格和货物质量高低方面，而是软实力

的有效竞争。更多国家把有效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领域、大

学教育以及优秀人才引进方面，目的是构造以知识为驱动的

经济发展社会。纵观全社会的发展史，以农业商品和单一手

工业出口的国家往往不能实现经济实力的跃升，真正提高国

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有效因素是国家人均知识水平和技术水

平，人均知识水平的有效提升可以让下一代的起点更高，在小

学阶段会少走更多弯路，学习也更容易找到方向性。对下一

代的教学有效性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强劲动力。只有年轻一

代才是国家主人，国家需要继承人，也需要有责任意识和担当

意识的青年扛起国家发展的大旗。任何国家都在统筹各种有

利因素增加核心竞争力，以世界较为发达国家为例，发达国家

往往不存在短板问题。无论是经济、政治、动画、科技、文化都

能影响世界和人们的思考模式。文化输出远比经济输出的作

用大，文化可以改变人的思维，经济输出的作用是快速的，但

是是短效的，文化输出正是与经济输出截然相反，拥有更多优

秀人才资源的国家才能创造出更多优秀的文化，研发出更先

进的设备，保持世界领先的有效地位。[1]

（二）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社会发展中会提高收入水平

人力资源的丰富性会在知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提高群

众的收入水平，往往优秀的人才会研发出具有自主研发产权

的仪器或设备，任何仪器设备都是更好地为人服务，一旦仪器

设备能被社会接受，就会拉动上游产业的有效发展，并带动相

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从内需的角度来看还是国家层面出口

的角度来看，只有群众的需求增加才能提高群众的收入水平。

如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高水平需求，唯一途径就是正确利

用人力资源对群众需求进行探知，进行合理性和针对性研发，

满足大众需求。以科技型技术公司为例，优秀的人才提供了

技术理念和制造过程，提升了社会时间的有效利用率。

（三）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社会发展中提升创新能力

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教育普及的情况，但即使

是教育普及后仍存在成绩的高低之分，随着教育普及的步伐

逐渐加快，这种成绩与成绩之间的差距会被不断缩短乃至几

近一致，这就是现在社会中的热点词语“内卷”的本质原因。

内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正常社会现象，只有培养适合人才发

展的良好土壤才能让形成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在知识经济

型社会中，只有创新才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创新思维可

以培养，但是创新点是永远不能模仿的。优秀的人力资源可

以在社会中形成有效创新合力，带动周围人乃至整个产业发

展。[2]

二、知识经济时代下对人力资源的新要求

（一）要求人才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由于新冠疫情以及国际社会较为不稳定的发展因素给很

多国家带来发展的难题，中国是拥有世界最大人口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在提升了社会治安的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实现了脱

贫的奋斗目标。脱贫的群众往往会将有效资金投入到子女教

育中，目的是让自己的孩子跳出父母的圈子，迈向更高的台

阶。在知识经济时代下，人才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做到胜不

骄，败不馁。一些优秀的人才往往从幼儿园成绩就名列前茅，

而这种优势一致持续到大学阶段。但在大学由于周围人的学

习方法参差不齐，个人认知水平和能力也大有不同，多数时候

即使是非常努力，但成绩却不能实现质的飞升。这是正常情

况，在中小学阶段学习成绩的有效排名面向是整个学校或整

个市区，而在大学阶段面向的是与你具有相同分数的学生选

手，成绩所差无几，但或许一个人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往往

在成绩方面就占有上风，无论处于优势学生还是劣势学生都

应以更加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学习，学习永远都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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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之间不能永远保持竞争状态，要互帮互助，共同提升。另

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是保持平和心态，无论外界风云如何

变幻，内心始终如一，以科研项目和自我工作目标来约束和界

定自我，促进内心和思想统一。

（二）要求人才思想创新

面对斗转星移变幻莫测的世界，人才要不断进行思想创

新，改变传统思考模式。人才往往是素质、学习能力两者兼并

的多面手，在知识经济发展时代下，只有创新才是拉动经济增

长地源动力。老旧的技术往往已经失去了本质的竞争力，在

时代飞速演变的今天，新产品终究会取代旧产品，而这种取代

的时间正在逐渐加快，留给旧设备和旧思想的时间已经不多

了。没有创新思维的国家会被挤兑，没有创新思维人才最后

会失去核心竞争力，可见人才的宝贵地位与创新能力是休戚

与共的，创新的内容或许不能学习，但创新的思考过程和思想

方法是可以学到的。人才在知识经济社会应拓展思维，多接

触行业准则，多观察社会发展情况，注重对知识积累，很多创

新点往往就是学科之间的有效融合和迁移而形成的。

（三）要求人才接受新事物

事物每天都会更新，拥有新功能和新技术的机器最终会

取代老事物。人才也应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学会接受新事物，

要敢于放弃旧事物。古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是对人才

引导作用的合理解释。人才往往是社会中的佼佼者，思想具

有一定的引导性作用，人才接受新事物往往给社会中的其他

群众举了一个更加生动的例子，人才的亲身经历和有效做法

也是最有效的宣传。只有以人才作为新事物接受过程的合理

引导者，才能让新事物推广开来，以便逐渐实现新事物普及的

最终目标。新事物往往运用了新技术和全新的设计语言，这

些新技术和新语言会给人才提供全新的思考方向，指引人才

向着更加深远的学习方向发展，提升人才的有效竞争力。

（四）要求人才提升风险意识

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潜在的风险也

会逐渐增加。人才要永远防备随时到来的市场风险和人力资

源风险，努力找到风险的应对方法，增强自我对风险的处理和

应变能力，提升风险意识。由于人才的生长环境多数比较安

心和谐，他们在奋斗目标从来也没有将任何风险的预防放在

人生发展方向，但一旦风险到来就会给人才重击。逃离舒适

区，定期进行风险意识训练才是提升风险意识的合理措施，要

让所有人才重新追忆起奋斗的艰辛，永远将风险作为发展进

步的第一动力。[3]

三、知识经济时代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为知识人才创设发展环境

知识经济时代下要尊重人才，打造适合人才生长发展的

有效环境，加强对人才思想的有效培训，适时进行知识人才思

想意识灵活程度考察，合理培养人才为国效力的意识。人力

资源部门也应该关注每个人才的发展动向，对不同人才的发

展能力和性格特征进行详细分析，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练习。

调动相关人才工作积极性，实行以绩效奖励为主，多种奖励方

式并行的奖励方式，调动人才工作积极性。知识经济时代背

景下，适合优质人才发展的环境应为透明化、公正化，所有人

力资源管理部门改变传统管理模式，打造适合人才生存的肥

沃土壤，只有环境综合管理水平提升，人才不招自来。

（二）重视知识人才个性培养

在知识经济发展时代应重视人才个性化需求，保留人才

个性化创设满足个性化发展有效环境，鼓励有个性人才进行

资源共享与学习分享。往往具有一定个性的知识型人才具有

较强的创新能力，而这个社会缺少的就是创新，鼓励个性人才

保留个性，共享出更多适合落实的创新想法，优秀的人才往往

会给其他人提供思考方向。整个社会也应转变对个性人才的

传统意识，重视能力而并非个人性格，对个性人才也可采用多

元化管理模式，另辟蹊径，灵活约束。

（三）提升人才责任意识

对人才进行积极且有效的心理暗示，提高政治站位意识

以及自身责任感，实行工作责任制，奖罚分明，将工作范围科

学划分，实名管理，一旦事故发生直接进行直接负责人问责处

理，而责任意识与危机意识可相互依存，责任意识的有效提高

也是危机意识的提升，责任事故处理方式也应公开透明，对其

他优秀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在人才管理中也应实施较为科

学的轮岗制度，由专业人评审人才能力与责任感，适时重用责

任感较强的人才，鼓励更多人才重视责任感的提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发展模式需要更

改，管理过程应注重人才的创新能力、防风险能力、学习新事

物能力的培养，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优秀人才给社会发展

贡献出强大的发展动力，也会带动全员创新的兴趣，迸发出强

大的活力。正是在知识经济型社会有较为娴熟的学术研究能

力和成熟思考方式的人才队伍才能带领整个社会披荆斩棘，

迈过艰难险阻，攻克技术性难题打破技术性垄断，不断为政府

和国家贡献出个人力量提升国家整体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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