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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知识更新日趋频繁，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已经
成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8％迅速增长到2004年的19％，已经
进入到大众化的发展阶段，这其中高等继续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高等继续教育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实现“形成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宏伟目标，发挥着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
的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规模已占全国高等教育的一半左右，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
产业部门的改造以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各种岗位上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需要通过边工作边学习
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可见，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又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国的高等继续教育要抓住机遇发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抓好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众所周知，高等继续教育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已经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这就决定了高
等继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要求的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因此，高等继续教育教材的编写“要本着学用结合的原则，重视从业人员的知识更新，提高广大从业
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体现出高等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和职业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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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力资源统计学是统计学在社会经济应用的一个分支，也是企业进行定量管理、定量分析的工具。
本书介绍了人力资源统计学的相关知识。
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实例，阐述了一些实际操作问题，这将有助于读者理解理论及提高应用能力。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其他经济管理、社会学、科学技术管理等专业学生学习人力资
源统计学的教科书，也可作为有关管理部门干部培训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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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琪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曾出版《休闲经济》、《统计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等专著、教材二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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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人力资源统计学概述第一节 人力资源统计学的概念在进行人力资源统计研究中，首先
阐明人力资源统计学中如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统计资料、人力资源统计工作、人力资源统
计学等一些基本概念。
这是认识事物的起点。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人力资源一般是指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通俗地说就是人
。
把“人”看做一种资源，是现代人事管理的一个创新。
人力资源与物质、信息资源共同构成企业的三大资源。
然而，人力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第一，人力资源是一种活性资源，与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相比，
具有创造性。
现实中，这种活性资源还表现在如果没有充分使用或不用，就不能激发其潜能，其才能就会萎缩，人
力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最大浪费。
第二，人力资源是具有增值性和可开发性的资源。
物质资源在使用过程中，通过磨损或被加工，其独立形态就不存在了其价值会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
而人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伴随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在生命周期的一定阶段会不断增值，并且可以
通过培训、教育、体育锻炼等投资活动提高其价值。
但是，过了最佳的生理、心理时期，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能力就开始下降、退化乃至消失。
第三，人力资源是企业利润的源泉。
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必须通过人的加工创造、流通才能增加价值，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源是创造剩余价
值的主体，是企业利润的源泉。
第四，人力资源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资源。
企业为了实现高速持续发展必须拥有大批优秀的人才支持。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所形成的一种资本。
人力资本体现在劳动者后天获得的以其数量和质量来衡量的知识、技能、智能以及体能等因素上。
这些因素影响着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人力资本的形成是通过投资实现的，这种投资包括上学、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和寻找有关价格
和收入信息等多种形式。
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把人力资本投资定义为通过增加人身上
的资源（能力）来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心理收入的活动。
他认为这种投资有很高的回报率。
投资活动的收益主要表现在能够改进人的技能，增加人的知识，增进人的健康，从而提高人的货币或
心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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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力资源统计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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