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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才 评的发展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讨论了人才剐评的功能、特性以厦夸后的发展方向 

明确了人才剐评在整体性人力赘源开发和管理中的重要意叉。 

关键词：人才剥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机刹评 

中围分类号 ：C,9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2)01一O098-03 

Personnel Assessment as well as Its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LIANG Jian-chtmI，PENG Jia ，WU slI - 

( ．Co~ege ofTrade Law，C．hoagqb~￡ 断 ，Cho,~ g460044， m； 

2．Ed／tor~ of ＆ 螂 Ed／tfim，c 蜩 Urd~-ns ， 叩韶 460044．( 妇 ) 

A]~lrstd：The discusses the fulml~ons，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d~ecfical personnel asse~ ．And then it p0i 

otlt pew nnel m be I】ec 8ary in ee~omlc and∞ 啊 development．and finally indicates its imtcmmce inⅡ|a玎 wer resource 

ma工m窖E皿el】t． 

Key words：pew nnel assessment；nmnl~wc,r resource deveblm~m and nmnagement ~ ment between personnel and o∞nD呲 

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人才是最关键、最根本的 

因素。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进一步加 

快，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已成为当今社 

会一项迫切重要的研究课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包括对人才的预测、规范、教育、培训、考核、评价、交 

流、选用、配置调控等几个环节，人才测评是其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人才测评是运用心理学、管理学、统 

计学、计算机、人才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 

心理测验、行为观察分析、情境模拟等手段．根据岗 

位需求和组织特性对人才的职业素质作出综合性评 

价，实现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的必然环节。 

西方发达国家早在 19世纪末就在教育和医疗领域 

对测评个体差异的手段和技术展开了研究。二战 

后，人才测评得以广泛研究并应用于各种领域。近 

几十年来，人才测评技术在西方已形成产业，美国每 

年人才测评服务的相关收入已达到一百多亿美元。 

我国在如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教育领域的测 

量研究．1989年开始建立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近几 

年借助全国各地人才市场的发展 ，人才测评技术得 

以广泛应用．北京、上海、深圳等相继建立了人才测 

评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府职 

能部门的转变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随着企 

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进展，将有越来越多的单位通 

过市场寻找合适的人才。各类人才必将根据杜会需 

求和个体价值取向确定发展方向，进行合理流动。 

面对选择与被选择，录用与被录用，人才测评在人力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的作用将日趋明显。 
一

、人才测评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有利于规范和完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 

国家公务员制度全面推行后，如何对公务员的 

政治思想、专业知识和业务素质等进行全面考评，成 

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公务员的考评，不仅指对 

公务员录用所进行的测评，而且包括对公务员的管 

理过程中所进行的考核和评价，决定公务员的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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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奖惩、培训、辞退等。科学的测评，有利于公务 

员录用和管理工作科学化和规范化。由于这项工作 

比较复杂，内容广、范围大，且公务员考录工作发展 

时间不长，因此有必要对公务员考评的理论和实践 

经验进行总结、研究，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考试录用 

制度和模式，摸索出一套科学化、规范化的考试录用 

工具和程序，实现公务员人才资源的合理录用和配 

置。人才测评将以科学的手段使公务员考评工作步 

人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和发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人才和经济紧 

密联系在一起。由于目前所有制结构的不断调整和 

完善，企业产权制度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企业处于分化重组之中，出现了大企业集团与众多 

小企业并存，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与公有制 

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非公有制 

控股企业、外资企业等)并存的局面。企业选拔人才 

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不再单纯依赖上级主管部门的 

任命或调配，更多地通过市场的途径来进行选择。 

尤其是最近几年，许多国有制企业实行了“鼓励兼 

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 

等，转型、兼并、破产、重组的企业逐渐增多，许多非 

公有制企业也纷纷加大投资力度，再就业以及人才 

流动的速度加剧，人才结构处于分化组合的动态调 

整之中。企业高级管理人才的选拔逐渐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经理型人才的争夺日益激烈，培养和建立一 

支精良的职业企业家队伍已势在必行。人才测评以 

科学的手段，准确地评价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经营 

管理能力，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并可相应地建立合 

理的价格体系，避免人才与价格的非理性背离．把企 

业经营人才的能力与其创造的利润相结合。 

(三)人才择业观及用人制度产生了根本变化 

传统的用人观、择业观，甚至事业单位的用人制 

度都产生了一系列变化。除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公 

开考录外，“双向选择”的方式被社会普遍认可和采 

纳。各类人才逐渐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需求 

来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机构改革和用人制度改革 

的深化，使更多的单位和团体政事分开、政企分开， 

在人才的录用、任免上也趋于市场选择。分配结构 

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使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 

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人才的 

能量转化为人力资本，并与生产资本相结合，人才可 

以参股等方式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这些变化都影 

响着人才的流量、流速和流向，因此人才测评已势在 

必行。 

二、人才剥评的功能 

在整体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人才测评是 

十分重要的中间环节和基础性工作，起着承上启下 

的作用。一方面，人才测评以科学的测评工具和程 

序，对应聘人才的知识、能力及能力倾向、工作技能、 

发展潜力、个性特征、情绪状况等进行评定，对人才 

的质量和价值作出科学的、定量的鉴别和判定，为人 

才商品的价格确立和流通、使用等，提供较为客观的 

依据 ；另一方面，人才测评也为个体择业及发展提供 

了科学的指南。通过测评，个体能更好地认识自己 

的素质、特长和潜在能力，有利于确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向，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愿望和 

动机，从而使人们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挖掘自身 

潜力，改进前进中的不足，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避免择业的盲目性。 

了解人才资源状况 传统的人才资源普查往往 

只通过人的学历、工作经历等来确定人才资源状况。 

这种方式忽视了人才的潜能和发展方向，人才测评 

可以从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角度对人才进行综合 

测评，使人们对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人才资源 

状况有清楚的认识，有利于人才的长远规划和合理 

开发利用。 

选拔人才 包括国家机关公务员以及各种人才 

的选拔录用。传统的招聘和选拔人才，往往只注重 

资历，或面试的印象，考核多以考查被试的业务知 

识、专业知识为主，忽视了对被试心理品质或潜能的 

测试 现代人才测评在岗位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模 

拟工作者的形象，进行各种综合性的测试，提高了人 

才选拔的效率和成功率。 

人才合理配置 从整体性人才资源的角度来 

看，我国人才闲置、结构不合理、人才堆积、人才奇缺 

等矛盾现象非常突出。通过测评，使各级各类人才 

准确定位，真正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人才诊断评价 通过人才测评，了解人才资源 

中存在的问题，了解人才自身知识、能力等方面的缺 

陷和不足，对人才资源的发展状况和阶段进行鉴定、 

评价，促进整体性人才资源的最优化发展。 

咨询决策 通过人才测评，机关、单位、企事业 

团体都可以掌握人才资源的各种信息，为管理和决 

策提供科学的保证。 

三、人才测评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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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测评是运用现代心理学、管理学、统计学等 

相关学科的理论，采取科学的测试程序和手段．对人 

的政治思想、专业知识、能力水平、个性特征、情绪的 

稳定性和健康状况等进行综合的评价，因此．就测评 

活动本身来说，具有一定的“中立”性。测评开始至 

结束，不对测评对象的行为发生实质性影响，仅仅是 

利用科学的测评工具，依照严格的测评程序，根据工 

作胜任的要求．帮助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招聘、选 

拔、录用、评价和开发人才。 

由于现阶段许多人才测评机构是以行政支持为 

背景的人才组织，所以人才测评的设立、发展所必需 

的人、财、物以及工作的开展，都会得到政府主管部 

f1的支持．也受到政府主管部门不同程度的控制。 

因此现阶段的人才测评 ，多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并重，业务的开展以政府的组织系统为依托，以行政 

影响力为后盾，担负参与市场中介服务竞争，培育人 

才市场，引导人才市场的多重职责，这就决定了现阶 

段人才测评的几种特性。 

行政性 在特定的时期和某些特殊的业务范围 

内承担政府授予的特殊管理职能，以弥补计划体制 

向市场体制转换过程中行政分工的空白，以此推动 

和引导市场的发展。 

事业性 在一定程度上把服务的公益性和社会 

效益作为指导思想。政府部门组织的人才测评机构 

比其他企业性市场化的人才测评组织更 自觉地服从 

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 

企业性 面向市场开展经营话动，追求适当的 

经挤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主要是通 

过市场的机制来进行，从长远来看，人才测评机构将 

逐步由政府推动向独立运作阶段过渡，实现管理职 

能与服务功能的分离，逐步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从另一方面来说，建立权威、规范、高效的人才市场， 

也是政府对社会人力资源实施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 

和途径。 

四、人才测评发展的方向 

(一)以市场为导向，人才测评工作市场化 

由于现阶段大部分人才测评机构都是政府人事 

部门为适应人才市场发展的需求而设立的新型组 

织，因此，在思维观念、工作方式、运转机制等方面与 

行政机关有一定的联系．与瞬息万变的市场仍有一 

定距离。因此有必要防止人才测评机构成为～种单 
一 的行政化机构，失去了市场服务机构的特点。从 

长远来说，人才测评应转变行政管理性的工作方式， 

走进用人单位．走近人才，分析人才资源的变化和走 

向。根据市场的需求拓宽服务范围，为用人单位和 

各级各类人才提供优质服务。 

(=)测评工作要规范化、专业化、法制化 

应针对不同测评对象．制定较统一的职业标准 

要求和岗位规范．研究人才选拔中各种人才素质在 

测试成绩中的比重，制定较统一的衡量标准，正确运 

用各种方法，由单一的、外在的、过分依赖笔试的测 

评发展到综合性的全面测评，把各种测评方法结合 

起来．形成一套较科学的测评程序，同时严格控制测 

评过程中的误差和主观随意因素对测评结果的影 

响，使测评过程专业化、规范化，最终形成一套科学 

的、法定的测评系统。 

(三)逐步实现人才测评的产业化 

应加强对人才测评产业化的必要性、可行性、政 

策规范等的信息收集和调查研究工作，制定管理规 

范，通过行政、事业、企业三种特征之间的逐步推进， 

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调控人才测评的方向，在服务宗 

旨、范围、方式以及收费标准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法规 

政策，并加强对测评机构的监督管理。 

(四)测评技术信息化、智能化和网络化 

汁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推广和发展，势必对人 

才测评带来巨大变化。目前应当着手智能型的人机 

测评方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使测评方式更为科学、 

合理．使人才测评业逐步迈向科学化、现代化和国际 

化，使方便、快捷的网络性测评方式终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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