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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组织敏捷性， 
推动商业文明持续进化

2022年开年，诸多企业降低了经营预期，这是对全球疫情持续反复， 政

治经济环境劫荡的预判，情况不容乐观。市场萎缩、供应聽受阻、内部助 力

不足，使得“降本増效”丁韧性成长”成为绝大多数企业必须思考的问RL

怀境越是动荡，组织的韧性越显更要。一方面，在不确定性成为新常 态

的情况下，帮助企业保持业务増长，柢抗风险；另一方面，向内不断激发 组

织活力，提升组织效能C

多年来，关于组织的研究发现，无论现在还是未来，获得繁茉发展的 最

强组织都在做一件事：通过运营.价值链,产品.服务和影响力，改香能 接般到

的毎一个人的生活❷这一类企业被统称为“有积极影响的企业(Net Positive) ” 

o这样的能力构建在清晰的战略、行动以及与利益相关者建立 起来的强值任关

系之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所有企业面临危机时，変 革自造才能度过溥

关。成为.'有枳极影响的企业”，不仅是优秀企业发展 的目标，也是组织変革

的明确方向。



危机是调整企业战略和精进组织能力的关键时刻•组炽变革的食中之 里首

先是调整战略，包括经营战路和人才战略。在变化中找到企业新的生 态位，

打磨产品和服务，储备人才，从而为企业开柘出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其次是

组织能力的提升。将战略转化为组织内部的共识和目标，形成变革 合力，实

现发展目标。组织变革关乎全体员工、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力，也 关乎所有

客户、投资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O

在本册报吿中，很多企业在调堅经营战略的同时，适时地将人才故略 视

为核心战®S,并通过敬字化升级人力资源诊理模块的方式，提升蛆织效 能。

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源管理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的绩效管理，更多的 成为指

向挖陶组织潜能，激发创新和变革的'心力”管理。通过战略和组 织能力的调

整和提升.这些企业一方面在存里市场深耕细作，提升了产品 和服务的质园，

提高了用户满意度；在流程环节上，降低成本，提高利润， 保住了基本盘。

另一方面，拥有了在增量市场上积极开拓的能力.开源新 的业务和模式。

变革的自抠力是企业抵抗风险最坚实的堡垒。越是在不确定的时代， 越

需要变革，这是达尔文主义在商业世界的应用♦时代的进步一直跟随若 重大革

命性科学技术送代的脚步。科技发展至今，数字化转型已经不是一 个备选项，

而是必选项。未来能够在商业世界的丛林法则中获胜的组织， 一定是拥有数

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能力的组织。因而组织在变革中也必须将 数字能力发展成

为组织的基础能力，让数字化系统工貝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而更快速更准确

地通过数据分析提供决策依据。不仅为产品和技术的 创新迅速匹IE人才和相

关资源，更包括推动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的不断 进化。

诳化是一个过程，“有枳极影响的企业”始终围绕战略、行动以及利 益相

关者指导蛆织变革，并充分利用科技发展的工貝赋能组蛆和管理，提 升组织

效能。面对危机，企业拥有坚韧的心力和迎雄而上的変革勇气，就 能将危机

转化为锻炼内功的机遇，在不断打造组织韧性的同时，撞动商业 文明的持嫔

进化。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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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及专家

观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雅特聘教授 弓长志学 北京大字

中国社会科学调査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企业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段会经历风调雨顺也会经历

风吹雨 打。企业花否在顺境中創新发展在职境中浴火重生.
組织能力和人才 素成是根本c粗駅提效不能仅仅是短期目稣，

更需要企业持续坚守人 才（AK.在面临外BB拜境波动期间.
坦酬握效屐百接的休观之一就是 在关健岗位上找到并i8用■

优秀的人才，不但能发揮晨大的肉但和 囹编生产力，更能甥

充分抡掘和发捍人才的磐力，在困精中诅別行业 大约、创造

新的凱会。

陈雷川 京东方VCHRO

京东方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在尸峻的内外

部怀缆形勞下，依爲 坚持产业和生态布扁，尤

其是在物联网细分布场颉城还阳吏加大了 资源

投入力唐.另外•作为以高科KBft制造为主的企业，

京东方还 白汽禁体徂娯效能提升以及依托流程

机制传検的敝字化砖型湧路 上持tttHA.

沙平卫Owen敦煌网HRVP

所有的人才就略郞是以业务故电为核心.散焼网今年

88上有里大升级，这次升级背后时应的是人才战略调整。

“以人才为 核心“是敦煌阿人才战88的理念，这个理念也体

现在绩效,嶄酬、文 化等相应的调登上，调整的目的是希望

毎个员工耶能在敎境网获得 职业的发展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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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枚众合云科HRVP

畳外部环境影响，众合云科在今年也逬行了更为S!紫的

战昭调 整，相应地组织架构SWT优化.“以务实为基础，全

面为蔚提，貝备 长远的规划性”，打通业务中色，绵規决策

时间，柝除部门健性鑿皇， 提高远营效率，是上次优化的

原则和目的.同时做到人才故落紧HI企 业战略：内部人才鮮

化♦外部人才引进齐头并道。

徐驰祖龙娱乐HRVP

対游戏和H技行业来说，人才是企业最大的投资。人力

资源部 门是人才眼大的投资者和這营着，因此，自身紛合靠

力需要持績提升。 而雇员也是人力资源部门的“客户”.通过

故字化工貝用心培有，可 以提升员工时公司的整体感受、认

知程度以及依赖程度，从而増加対 公司的粘度.

易萌 吉因加HR负责人

人力资源数字化的转变不仅转变了工作方式，提高了办公效

率， 还让信息作为统一的来源，避免7人的失误造成的损失.
吉因加在选 择人力资源5»字化系统时.会抓住届主要的需求

作为突破口，选用嫗 点问題的系统，st能俎锐发展c

赵晓宏职业教育公司HRVP

相比于去年年底的高増《策略，经历上半年的外部坏境

的变化 0題増长成为企业接下来的亶点。弟业教有企业作为

阪劳行业，在 保证现金流的基础上京将提升害户X9S作为

内部资源倾斜的方向。 raw.企业内圈会更注虫信细化管理，

向旨理霎效益，诳而提升组织 整体效率。

弓长R天辉维信诺集团招聘调配负责人

人力责源数字化是侮个企业期范人才憤埋■輔通内都协

作流程. 控制人力妾源成本的费磯变革’而a有延展性、另浸

作,数据sots化 呈现等优势的歆字化工具，刑能更好的M助

徳理层借出更有利的人 才战IS决BL为业务转型握供强有力

的人専保1®,

zS^Moka



王静元年HRD

作为企业致字化服务商，元年始终坚持“人本反昭\不断 
酒过专业能力与创新技术，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变革与曾理升

级.> 长期 援升人才希曆，搏侦引ifi高端人才“元年在人本故

路指导下，持续推 劫人才的彩响圈与sa射朗，让人才发展

与公B］快速发展同歩.通过支 握业务发展策略与激助引导，

建立员工満慮的发展平台，驱這支揮人 才變展与高效协同

的頃缤生态。

何—帆经纬恒词HRD

作为从码汽车电子翎域研、产、捐一体化的禺新技术企

业，经纬 恒润通过曉合幷调配公司内部人才资源、注芟招养

员工技术多样性 等方式，不嘶増强组织柔性，以适位外部环

境的变化与不确定性」此 外，经练恒涧努力推ifi人力資源的

救字化，期望以此枳景、沉淀员工 在司的全生命周期的状态，

从而支撑或态化的人才盘点与人才队伍的 培养规划，强化人

才发展的系统性，

郑 敏 中交兴路人力行政中心总经理

中交兴路眼务的客户主卷集中在物渔产业被相关行业，

受疫情 彫甲】58大，所以今年對战略制定上会同99MW当

下和长兩发展“ St魚 修心业务，加强可整个公司的箱细化运

营投制帙体成本支出，此外， 为了公司长远发展，也尝试死

展而场；对于組総内郃来讲，激发紺奴 活力会足祝们鱼点关

注的方向。

王琦楠 途游游戏人力资源总监

途游游龍作为一家坚持长明主义、打造品质浙戏的互联

网文化 产品企业，将一如既往地皇焦櫃心密9L时刻以用户

为出发点，ffi® 而有活力地为全球用户持续创作nas?戏-与
此同时，我们也会投入 更多活力用于高质■人才的吸纳与招

尊进一步提高蜥爰成本和庙■, 提高公司人才密度与效能，

借助招聘数字化系境，浅到并培养更多貝 有国际化帆野及祥

合企业价值戏的高潜人才.駅能业务发展，為足更 广泛.更高

庙的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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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篇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 
寻找确定性

2022亀是一个多■之枚,中国将行研究焼1月5日发布的中国経

济金败展 望报告》显示.殳發与危机、新一轮緡悄齐超预期因素冲

蜚,今携上半年中国经济 压力黒次増大，供綸双双下漕.蛭済増逢会

老•放♦ ,企业经大，就业同题凸 云而下半年.理看防Stt»«化，疫慣

对经济的冲击将进一歩技弱，一系列毙经济 改領逐密显效，中国

蛭済伯堕逐季回升。国富统计局7月15日发布tfiBXBiJH示. 2022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62642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二季度

増氏0.4%,

国际局势的幼荡.smsM.宏迥经济増速放线S9岛度不碼定性的

内外邮咨購, 乃企业而言.正成为某移新常裘。

为了探WJfi精态下.不同行业.规模的企4HS3B临复杂的外？0
环坦时.企业位 話、JS源配■,人才何调笙以造应伏速变化的外部

坏境，Moka联合专业调 5H机恂调研200家企业CHQ,围携企业营

收白林变£0. SBSMiBK,由焼及人才 哉昭谓整.企蚊在人力员源敬

字化投入上的預期导費化寺进行调滿与深度访谈，与 哈佛3!业评

论中文版达成皆力KltJ合作，形成0022 ±*年5。人才A1KIS& 
BRWS,绐望能力更务企技的人才裁踣知紺細做能的升蟻,捉供罗考

和指引 本次 Wft^naDT；• H年初、年甲前后蜕邑目标调愛采霜，扳杰上半足里博巧壇比

»■«>,褂分企业flfiffl ffl.但大8!分企业仍时下半年股假保持乐

晚，

旱于外犀床骤的貫.朶忤・企业下半年整体些，隐为主.ewwawatt
比棒贱心的潮

組蜗舌力不足是企业回筋的共ft, ®ftfl5^gttws> fflW»««CHOU^
人才依 然是企业的倾心.下半年会粗Ifi业免制豊姪対性的引人和

嬉作关嫩人才7
故宇化转型是CH0非常•建的紺枳摆效方式，入刀寅源救宇化工

貝的价语械H归认诃. 但企此輔父器拢住价比更为的产品.由it可
5L人力费瀬故字化产払道的目长.需不軽与调研的200気企业分布白多个地区.津及不同衍业■地域分

布主要集中• 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側等超一技城市以及那L湖北、

四川等歩个修瓦行业上， 互联限企业占比坦SL为25.5熒，生物匯

而四花:MiS.        均在20牝左右，・

金WC地产企业占比》0对较低方別是5.5%<06.宇鼠

规模上・以中碧企业为<-,3002000 A B1企业占比迖到94如 其
中501 • 2000 人的企蚊占tt 51%, 300-500 A的企业占tt 43%. S^. 
2001-5000 A的 企业占比为4.5尖5000人以上企业上比为1.5%,

■盖
■ X

IWU

”

I5WP)

；55%

卜

300-500 /

501 ZCOO 人



复杂的部珊塡 对彼业姪

营目标的影响

营收指标持续下调，现实比预期更“骨感”
调研结果显示，2021年底衆估2022年经营目标时，有36%的企业预期目标是零増长，

6%的企业营收指标下调20%以内，营收指标下调超过20%的企业也占到1%,合而并之，有

43%的被调研企业2022年的营收目标相对2021年是零増长和负増长°

调研显示，有2%的企业预明营收増长100%以上，18%的企业营收预期増长50%-100%

之间，37%的企业营收预期增长在50%以内，合计有57%的企业樓期2022年营收目 标保持増

长.由此可见，去年年底大那分企业仍然看好企业増长，占到57%；而不到一半的企 业对增长

持保守甫慎态度O

fflfi 2022年L6月实际情况的变化，企业在面对疫情反复和经济形势起伏，纷纷调芟了 

2022年的业錯指标预期，营收指惊相较去年年底的预期进行下调的有26.5%, 62.5%的企业 

营收指标较2021年底的预期缱持不变，另有调研结果显示，仍有11%的企业做出营收指标较 

预期上调的决定•这说明有小那分企业在去年年底做预判时过度悲观，或者所在行业受外郞环 

境駝响迎来一些发展机会。

去年年底，企业对2022年营收指标的预期 2022年上率年企业鰻营目标变化

・••不史

62 
5%

10



整体消费低迷，连锁零售行业市场预期不乐观

貝体到行业，在被调研的44家连锁零色企业中，营收指标下调的企业有15家，占比 

约为34.1%,维持不娈的企业有27冢，占比约为61.4%,仅2家企业选择上调营收指标, 这

与疫情发生以来消贺陷入低迷不无关系——国家统计局的敬据显示，1-5月份，社会 消

费品零售总额171689亿元，同比下降1.5%謨中,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47亿元, 

同比下降6.7%o

震荡中前行，互联网行业“稳”字当头

受人口红利消失、行业流S!见顶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索影响，互联网行业塾体发展面 

临比较大的“破曜困境，但行业整体发展趋势仍燃向上。去年年隴対2022年的预期中, 参

与调研的51家企业中，有49家企业预期会在2022年有所增长，由此可见，互联网企 业

在2021年底对2022年的豫期整体比较乐观.

经历上半年外部环境变化后，可以看到将近69%的企业选择维持原有营收指柄不变， 

有近8%的企业选择上调營收指标，同时，也有23%的企业选择下调营收指标，从各项 

数据表现来看，下半年互联网行业整体发展以“维毯”为主，部分细分领域由于疫情等各 

方面因素影响，可能有所増长或部分企业去年年底预期较为悲观。

回归冷静，生物医药行业“稳中有增”
生物医药行业近两年整体増速较快。去年年底对2022年营收目怵的预期中，参与 

调硏的41家生物医药企业中：n冢企业预期与2021年持平，29家企业较2021年有所 増

虬占比约为97.6%，仅1家企业下调营收指标，虫此来有，去年年底生物医药企业晋 遍

对2022年的预期较为乐观.

经历上半年外部环境的变化后，41家生物医药企业中，保持増长的下降至5家，占 

比为12.2%,指标下调企业増至8乱占比为19.5%,另有68.3%的企业维持营收指标 不变，

高于62.5%的琵体水平。由此可见，上半年虽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彫响，但生物佞 药行

业发展空好于其他行业。

危中有机，智能制造行业迎来弯道超车机会

虫于政策、芯片短哉等多方因素影响，近两年智能制造行业迎来小规模增长。去年 

年底对2022年莒收目标的预期中■参与调研的40家甘能制造企业中：13家企业预期与 

2021年椅平，23家较2021年有所増长，占比约为57.5%,超过一半的企业2022年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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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会比2021年有所增长；经历过上半年的変化后，25家即62.5%的企业保持营收指标 

不变，11家企业略徽上调营收指I乱同旳也有4家企业下调营收指标。从前后数据对比釆 

看，智能制造行业基本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甚至部分细分领域或头部企业迎来弯道超车 

机会。

参与调研的某智能制造行业头部企业表示，由于消費电子类产品市场整体呈现明显 

的荽缩，该公司主营业务虽受到一定影响，但通过及时调整业务策略,与头部客尸深度合

作、丰亩向客户提供产品的种类、积极参与国际性会议等，同时加大在部分市场的投入、拓展 

新市场，寻找新的増长点弁为之匹配相应的人力资源，这一系列调整为该企业帯来弯道超

车的机会。

2022年上半年行业营收指标変化

i5»^8 互IX网

•上・4 5* ・上■ T8*

生物医荷 智能制造

上・2T 5%

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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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策胳凋整：聚焦輟All,n
II: I

先保“基南盘”

复杂的外部坏Ml与经营目标调整的背景之下，敏惑的企业不甘于陷入“温水煮吉蛙” 

的困局，而是选择积极调整业务策略。调研结果显示，超过50%的企业将「聚焦业务策

略, 重点保持核心业劳，收缩边缘业务」作为业劳策略倜整的方向，“聚焦”成为企业今年

的核 心策略。

基于外部环境和经营目标的调整，公司在业务策略上的调整

6.5%
ettr*dk«®(S

32.5%
RfflkfiBBS,核心it务，收第边題业鼻

51.5%
4婚1«本

32.5%
加大投入
—19.5%
««««»

36.0%
拓N新市场

42.5%
吸第新*1黄

6,5%
»n«pin«m

38.0%

此外，基于营收指标的務期和调整，为了保证营收目标的达成，约有42.5%的企业

选 择「拓展新市场」,以中交兴路为例，因为眼务客户主要集中在物流行业，受疫情影峋

较大, 为了达成整体营收指斯，会选择以网格化、下沉化的方式拓展新区域，同时挖掘新

行业（如 保险行业、钢铁行业等）客户需求，不断丰富客户群体.

佰得一提的是，38%的企业将「提升客户满意度」作为重要的业务策略，这与当下

竞 争环境有关，対服务型企业来说，在存量市场一定的情况下，提升客户满意度是保持

企业 营收、提升客户粘性的吏要途径。通过深度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接受釆访的C端

（职业 敎育行业）、B端（如元年、中交兴路等）企业部提到今年会特别关注客户満意

度'在整体 投入不变的墓础上,内部资源向寝升客户満憲度方面傾斜。

13



36%的企业选择「提高利词率j ,这反映出企业在应对不利环境时先保“基本盘”， 再

检中求増员，并从存fit中挖掘增量的业务策略。此外，吸娥新融资的企业占比9.5%,意 

味着接近十分之一的被调研企业的对资金需求较大.急需“输血”，另有6.5%的企业选 择

总体收縮业务以求自保。

业务策略的调整要求企业在资源配實上也做出优化0 200家企业中，65%的企业整

体控制成本，肘部分领域加大资源投入。

65%的企业
选择整体控制，部分领域加大

资源投入

向訓辺1力祈足,
成为君飘企业的共柱|U

宏观不可改变，只有徴观可以有所作为。企业业务策暗的变化是企业战略在实践中

的 投射，而调査也显示出企业已经认识到，在微观上堂需做出改变。200家企业中，

50%认 为目前「组织活力不足」，37.5%认为「人才密度不堪」,35%则认为公司的

「潇程机制不 够完善

企业内都管理目前存在的间題

35.0%
电识靖构冗余*奈

27.5%
10.5%

ififfiiS力不是
50.0%

人才tear不尊
37.5%

紺织人敕宰1«
12.0%

投入产出比征
18.0%

的于化比個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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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30.5%认为目前「组织整体效率较低」,这些指标基本无关外部环境，都可以通 

过内部调整来持续优化。元年HRD王帰表示，协同效率低下是导致组织整体效率较低的 

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因为在推动故宇化或者业务转型的同时，在组织垮构和工作协同上的 

挑战就会越来越髙.这个也是目前行业内比较突出的问題，所以如何实现高效协同是企业
亟需解决的问題。

虽规慢扩张谨慎, 
怛AztfB是藤

All
裁员企业占比达到12.5%

营收硕期的变化传导到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信直接会通过人才扩张或者收缩体现出 

来。调研結果显示，裁员的企业占比达到12.5%,停止外部招膊的企业达到8.5%,这说明 

不少企业面临人工成本和业务发展的双更压力，为了保证现金流选择裁撤部分员工或停止 

外部招聘；另有19.5%的企业虽然业务増速明显，但人员规模扩张上比较保守，同时，有 

52.5%的企业保持正常的人员流动，整体来看，企业今年在员工现模增长上相对比较谨憤 

和保血

2022上半年企业员工规模上的変化

停止外部沼・
8.5
%

ftIBWMBI 12.5%

业务増遑別显，laAaaarfti比
较襟守

19.5
%事化不大，正常人员流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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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依然是企业的核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将近一半的企业(45%)仍将持续「吸纳优秀核心人才加

入」, 対应到人才故路的调整上。

45%的企业

选择吸纳优秀核心人才加入

此外，调研结果髭示，聶于新的业务策璐和要求，CHO在组织和人才战略上的调雑， 

排名前3的人才战略分别是「引入关贸人才」、「核心人才的培养」以及「调整人才布

局」, 在知识密集型企业中，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点在深度采访中也得到印证：

中交兴 路人力行政中心总经理郑敝提到，虽然今年整体市场环境变动比较大■但人才依然

会是高 科技公8)的核心，所以，也会坚持关诺人才的引讲以及核心人才的培养，这也企

业内部是 从上到下形成的共识。

基于新的业务策略和要求，您所在企业组织及人才故略上的调整

机筆有败瘪电

使本數事化工貝
38.0%

优化St■哲榻业务
U.5%

没歴人才布局 43.0%
引AXtt人才

45.0%
WBHC3效考修權式

30.53
MSr^5HKiim«?R

39.0%
派整貳IH分配!8弟

16.5H
孃。人才旳精界

45.0%
MBSXttW的培训

2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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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39%的企业制定了更为有效的激励政策，30.5%的企业对既有考核模式进行调 

Bo通过以上调整增加人才密度、吸引核心人才的加入和留存。

接受采访的职业教育公司HRVP表示，过去公司人员规模每年至少保持100%増长， 

蝮高年份会达到200%,但今年受经济环境影响，过去的人才扩张策略也相应调整，“从要 

数量变成要质BT ,这种转变不仅因为公司要通过高质量的人才实现业务稳定增长，也得益 

于有经验的优质人才供给的増加。可见，部分企业生存压力増大被迫“释放”的人才成为一 

些仍在快速檢定增长企业的'否悖骨气

不过，正如这位HRVP所言，由于人才••从SWB变成要质BT ,因此在人才吸纳上也 

更为严苛，过去招聘一名销售，像中年龄学历等方面的要求屈多8到10项，现在个 别岗位

的画像能超过30项，岗位画像的要求也绐招聘帯来更大压力，同时公司对面试官的 把控也

更为尸格，双管齐下确保招到优秀人才。

组织提散，

成为底业薩All管理诉成

参与调研的企业中，68.5%的企业将「降本増效，提升组织效率」作为企业内部资

源 调控目标/提效”成为企业关键伺。

前述职业教宵公司就减少了不必要的投入，更强调提高利润，降本増效，提升组织 

效率。在这一主导方针下，该公8）暂缓新业务开发，并将资源调配到能博产生收入的业

务 当中——把钱花在“刀刃”上也是企业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必要的»B8o

受外部环境影响，企业2022年上半年資源配置

投入，
26.5%

K少股入，收橈成本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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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字化，

成为组织提戒的重要您径

91.5%的企业认为数字化工具对组织效率提升明显

卷与调研的企业中，72%认为数字化工貝对组织效率提升明显，代替了很多低效更 

复工作；19.5%的企业认为数字化工具对组织效率提升非常明显，目对工作方式有一定影 

响；但也有8.5%的企业认为数字化工具对组织效率提升效果一般，目前所用数字化工貝 

的需求满足度不高。

前述职业救自公司则加大了人力资源数字化的投入，并取得一定成效。该公司人员

流 动性较大，借助快速上绶的智能HR报表，管理厨肘人员增僕动态.人效高低以及貝体

55 位推荐的选用对象,在咨理上应该如何优化等等问题都能統得相应的数据和建议■从而 

不仅能够更客观的评价,衡挝员工的能力或绩效，同时也提升了管理效酷。

数字化工具中，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使用率高达82. 5%

18

组织提效离不开数字化的转型。毕实上，绝大多数参与调研企业已经在使用数字化

工貝。具中，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使用率最高，达到82.5%. J1次是0A （流程管理系统）， 

占比为66%,使用招聃管理系统的企业占比为48.5%o此外，使用办公协同工貝（IM等）、



财务数字化工具、CRM （客户关系管埋系统）的企业分别达到39%. 45.5%和40.5%。总

体 上看■约有一半左右的企业除了使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之外，也都使用了其他多种数字

化工Ao

企业目前在使用的散字化工貝

人力 SSttllStt

EBB理系统
• 48 取

OA(派程首理Stt)
66.0%

办公 »PJIM(IMW)
39.0%

MMft?化工員
45.SH

CRM (SP9f*B9««)
40.5%

38%的企业将数字化作为人才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

对于如何”提效”，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共识，那就是人才的引进、培养•布局以

及 潛力潜能的激发上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结果显示，38%的企业将使用数字化工貝作 

为人才故暗调整的内容之一，这意味番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正在通过数字化工具来提升粗

炽和人力资源效能。
•WM«iwapi6 uusi

38%的企业
人才战略调整方向为「使用数字化工具」

将人力资源数字化系统“束之高阁”的情况较少

企业人力资源故字化系统的使用率如何？调研发现，人力资源各敬字化模块使用率 

在1%-30%的比率非常低，占比大效在2%到8%之间，这章味若企业人力资源模块一旦

“上 马-,束之高阍的情况有，但不多。整体来看，人力资源数字化系统使用率集中在

50%-80%之间，尤其以招聘懺理系统■基础人力和数据曾理以及员工福利和培训管理系

统为主， 模块不同貝体的使用率也有所是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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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黄字化版成K修后於丈旧僂甬« 1^30% 31 料 
50% 80% «±

招m»» 7.6% 25.4% 45.8% 21.2%

*WIA力和B«»理 3.0% 26.7% 43.0% 27.3%

花名册场入我调亀管理 7.1% 24.7% 37.M 30.6%

5.3% 22.5% 37.7% 34 4%

员工福利 7.5% 20.9% 47.8% 23.9%

AX4训 2.6 18.2% 44.2% 35.1%

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元年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专业技术和服务的企业，在人力 

资源数字化上做出了表率。除了在测评，招聘等方面采用数字化外，还开发了公司的故 

据中台.并结合业务、岗位设定了绩效模型，并针对模型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研判c显然, 

由于企业本身就是为企业穀数字化转型，因此对数字化理解的较为透彻，也知道如何规划 

和歩步为营的实现自身的数字化，同时又具备系统开发能力，因此在向敬据驱动转型的路 

上显示出更足的底气和更强的信心 今年上半年，公司整体数字化转型的预点在千万元 以

上，涉及到财务信息化、项目管理、营销散字化等多个模块，»0大投入力度彻底转型数 

字化的力员已经不可阻挡。

生物医药企业吉因加HR负责人易萌提到，公司已经实现了招聘系统的敬字化，快速 

推动了招聘流程,同时利用该系统对校园招聘的基础数据汇总分析，有效辅助了决策。此

外, 该公司対融酬,绩效系统故字化抱有转高期望，希史通辺数字化减少人工的错混，将庞

大 的数据交由系统计算和运转，同时希望与现在使用的招聘系銃打通，让数据得以共享，

从 而进一歩提升绩效。

人力资源数字化需与业务强结合

调研显示，在企业人力资源散据分析能力上，也就是61%的企业认为公司貝备基本 

的线上数据分析能力，可以为决策提供最基础的Bt据支持；23.5%认为公司有较为成熟 

的数字化应用，已经建立多维散据分析体系，并实现了数据対决策的有效支挥；15%的

企 业可以进行基础数据统计，怛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数据分析。

合而井之，99%的企业都有了散据分析能力，而仅有1%的企业的数据统计基本通

20

过表格手动计算。可见，采用表格手动计算人力资源的数据的企业已经是密寥无几，这慧 

味若人力資源的数字化工具巳成标配和主流，不断进阶向上提升数据分析能力是唯一的 

选民



企业目前人力资源数据分析能力

14.WH
100%

61 00%

■。較为虚险的I!字化险用2350»

数字化是企业组织和人力资源效率提升的重要 “抓手”
莅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调硏显示，不同的人力资源系统对組织系统提

升 清况也有所不同.从调研结果来看，CHO智遍认为目前的人力资源敏字化系统效率提升 

集中在31%・50%,值得注憲的是，近80%的CH0认为招聘宙理系統可以为组织提升 

31%-50% S以上的效率,占比最高；其他系统肘效率提升的占比不一，没有明确统一的 

认知。

人不同人力灸成财率 31%-50%
5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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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绝大多数CHO都认为人力资源的数字化是企业组织和人力资源工作效率 

提升的童要“抓手气73.5%的CHO希望通过人力资源数字化提升人力资源工作效率， 

73%的CHO希望提高组织整体管理效率。41.5%的CHO希望通过人力资源数字化能第 

让员工释放更多的价值。在所有选项中，只有22.5%的CHO希望同时还能以此推动企业 

整体数字化转型，虽然占比在所有选项中最低，但仍息味着这部分企业的人力资源数字化 

対公司整体的数字化有着较高的期望，希望成为公司数字化的一个“支点”，形成杠杆效应, 

大力成劫公司数字化的发展。

企业希望通过人力资源数字化达到的目的

买B!BF体■璋可视化

礎升照体工作体验

11员工■陂更多价值 41.5%

瘻升人力贵源工作效亨 73.5%

人力各眠能權铢数通

人力■>£妨业勇依«6的互相取通

皓构化數te分％勒修理决饌

以此推动企业化磴&

维信诺集团招聘调配负责人张政蚱表示.人力资源数字化是毎个企业规范人才管理、 

畅通内部协作流程、控制人力资源成本的柬要变革•而貝有延展性、易操作、数据视觉化 

呈现等优势的数字化工具，则能更好的帮助管理层做出更有利的人才战略决築，为业务转 

型提供强有力的人事保障。

参与调研的另外一家企业的CHO购认为，人力资源数字化是大势所起。一是非接触 

的在线工作方式»JCS遍接受，人力资源数据沉淀在线上，可以节约时间提升效率；二是 

数据有了共同一致来源，避免人为错涙和损失降低协作效率；三是规范管理动作•过去表 

格调取敬据的方式容易出错并存在风险；四是节约人力成本，得益于数字化，过去一个人 

的工作现在只需要0.8甚至0.5个人就可以完成，节约时间和成本。

前述元年HRD王静在深度访谈时表示，公司正在向敬据驱訪转型•值助数字化系统， 

已经可以通过看板管理将效率显性化，能够依托大数据发现企业经营或组织中的问题， 

还能第依托数据对聘用人才进行所的衡是，对发现的冋题枳极调整、优化。正是这种越 

来越深入的实践，让这家企业对到底需要什么林的人力资源敬字化系统有了深刻体会.

这家企业的CHO指出，市场上人力還源数字化系统并不能完全满足白身的需求。在 

他看来，市场上的产品大多是第子HR錯效管理，而非基于对企业的业务和人员的绒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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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幵发，这类产品对不同行业不同业务特点的理解不够深入，与业名脱节因此很 

禮K正俱助企业在人力资源上形成敬据驱动。对未来公司的人力资源的数字化， 

这家企业的CHO认为发展空间很大，但必须将业务和人员管理强关联，强结合， 

才能形成数据驱动型企业。

另有一家企业的CHO在总结人力资源数字化的经验得失时，认为选择系统 

-定登抓主要矛盾，即优先解;夬最核心的需求。以招聘系统为例，这家公司最牧

心 的需求就是让人事经理和招聘岗之间的信息及时流通，以縮短从选人到用人的

过 程，因此选择招聘系统时重点看在流程推动上是否更简便.更易到达，亜易洵

通。 此前，这家公B）在招聘系统上走过弯路，由于新的招聘系统在流程上不够

顺畅，不 得已改回之前的系统。因此，这家公司在基础人事系统師数字化上，君

重抓主笠矛 盾，而不再为一些微小、花哨的功能吸引而上手，这也貝是吃一堑长

一智•

41.5%的企业在预算内积极寻找价值更明显的 产

品

巧H难为无米之炊•数字化是一项需耍投入的工程，预算是毎个企业在决定 

数字化转型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调研显示，对比2021年底对2022年的规划， 

2022年上半年企业在人力资源数字化领域投入的强算也多有变动。其中，41.5% 

的企业在现有预貝内，寻找价值更明显的产品，这对人力资源数字化产品的供给 

方提出了更高啓求，如果产品同质化严重，那点味君价格战将不可避免。30.5% 

的企业在人力资源数字化方面的预算増加，在丑杂的环境中还能増加预耳，这部 

分客户的需求动向值得产品供始方仔细研究。顼算减少的企业为7%,占比虽然 最

低，但也代表了有一部分企业对投资人力资源数字化趋于审慎。

对比年初，企业2022 9 变化

2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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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在人力资源数字化方面35%的企业将在2022年下半年以及明年投入的 预

貝会增加,19%的企业預耸不$38.5%的企业将在现有预算内寻找价值更明显的产品。 同

时，也有7.5%的企业预算会减少。前述智能制造企业是数字化投入預貝不变的代表企 业

之一，但在不利的市场环境中，也会适当将优先级较低的项目S3后，舅是一种灵活的应

对策B8。
2022下半年以及明年，在人力资源数字化方面的珀

SWT預JI内.専找价值更明貝的产品
38.50%

預算増
加

35.00%

WIJPF*
19.00
%

预算减少
7.50%

综上所述，2022年准一的确定性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多变复杂的国际政治 

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冲突及能源危机、欧美高企的通胀等等。就中国而言，影响经济最屋 

而易见的就是瑾情因素。尽管国内经济一定程度仍然可能受到疫情反复的影响，但是从过 

去2个月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检定经济的政策正在逐渐显现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下半年 

及之后的经济拜境大概率会积极企穏，企业的茴商环境也将逐步向好。

调研结果也印证了企业的頑强生命力，多数企业基本上还是保持預貝不变或加大预 

算、加快以人力资源为代表的数字化转型，即便有些企业哲时收缩业务范囤或者延后一些 

非紧急的数字化模块的上线进程，但一切也都是为了苗势待发。

结语

这种“势”既从存星中挖消，也从寻找和培育新的増长机会中获取，而这正是从不诵 

定性中寻找備定,在保持“基本盘”的前提下，主动话应环境的积极篥略的体现。同时，数 

字化转型已経成为企业的共识，人力资源系统的数字化是提升个人与组织能效的关禳“抓 

手' 已经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优劣”的问题，那些与业角强关联，强结合，同时能 

够解决主要问题的人力资源敬字化系统，是企业真正所急所需。这意味着，人力资源数字 

化系统必须深入“胰理' 打通企业提升组织能效的’任督二脉、不如此，数字化系统停 卻在

浅层，只能粉演企业“手脚”的角色，而无法成为企业运算和分析的“大脑.，这是一 些企

业数字化或被半途而废，或被束之高阕，或被埋没涅灭的垂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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