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略性激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战略性激励>>

13位ISBN编号：9787505850774

10位ISBN编号：7505850776

出版时间：2005-8

出版时间：李宝元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08出版)

作者：李宝元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略性激励>>

内容概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略性激励>>

作者简介

李宝元，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研究会理事等职。
作者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经济学与管理学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
近年来，曾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福特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发表经济管理类学术论文70余篇
，其中10多篇被《新华文摘》等全国著名文献转载或转摘；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十余部。
目前，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本理论，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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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形成某种社会性的精神创造力，就成为人力作为“资源”、“资产”或“资本”要
素内在规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作为“生产力”，其价值更直接、更重要地体现在其社会规定性方面。
因为，单个人的能力，即使是智能精神方面的创造能力，总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单个人的寿命是有限
的，其用于增长学识和技能的时间就总是有限的；而在专业化分工和市场化交换的社会中，人们可以
通过“互相利用”实现知识技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补、替代和积累，使整个社会的精神创造力在规模
上无限扩张、在动态上加速增长。
 “以人为本”真义 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目标价值与手段意义应该是内在统一的。
说到“以人为本”，不能仅在客体性和手段意义上去理解，而忘却了对人来说具有更本源、更直接和
更主要的主体性和目标价值，也不能将主体性和客体性、目标价值与手段意义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去解
说。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作为“资源”、“资产”和“资本”的手段意义，与人作为“利益主体”、作
为组织和社会“主人”的目标价值，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辩证关系。
对此，马克思曾有精辟论述。
他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
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
这两种情况在两个个人的意识中是这样出现的：（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
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
（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
的才能成为手段，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有为自己而存在才能把自己变成为那个人而存在，而那个人只
有为自己而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这个人而存在。
”这种辩证关系具有普适性，同样也适合于组织管理活动中的人、人与人以及组织与组织成员个人之
间的二重性相互关系。
 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组织与员工各自有其特定利益和目标，但却是互为“手段”、相互“利用”的。
企业利用员工的人力资源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将他们作为其创造价值、赚取利润的“资产”或
“资本”；而员工个人也借助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和机会获得了其“谋生手段”、实现了他们个人的
自我“人生价值”。
人力资源管理就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研究为了实现组织目标，企业应该如何恰当地、有效地和充分
地“利用”员工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并使之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形成具有
战略竞争优势的凝聚力和群体创造力。
当然，这种“利用”在“境界”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大有策略艺术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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