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学报 2012, 9(3) 401- DOI:     ISSN: 1672-884X CN: 42-1725/C

本期目录 | 下期目录 | 过刊浏览 | 高级检索                                                            [打印本页]   [关闭] 

人力人力人力人力资资资资源管理源管理源管理源管理 扩扩扩扩展功能展功能展功能展功能 

本文信息

Supporting info 

PDF(128KB) 

[HTML全文] 

参考文献[PDF] 

参考文献 

服务与反馈

把本文推荐给朋友   

加入我的书架 

加入引用管理器 

引用本文 

Email Alert 

文章反馈 

浏览反馈信息 

本文关键词相关文章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组织绩效

元分析

文化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乔坤

周悦诚

王晓云

PubMed

Article by Qiao, K. 

Article by Zhou, Y. C. 

Article by Wang, X. Y. 

人力人力人力人力资资资资源管理源管理源管理源管理实实实实践践践践与与与与组织绩组织绩组织绩组织绩效效效效关关关关系的元分析： 系的元分析： 系的元分析： 系的元分析： 从从从从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实实实实践内践内践内践内容和文化容和文化容和文化容和文化视视视视角切入角切入角切入角切入

乔乔乔乔坤坤坤坤, 周周周周悦悦悦悦诚诚诚诚, 王王王王晓晓晓晓云云云云

1.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曼尼托巴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基于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的现状，对国内外31种重要期刊的101篇实证研究论文

进行了元分析。同时，针对二者关系研究中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内容分类不一的问题，在综合各种分类方式的基

础上提出了新的二维划分方式，并检验了不同实践内容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此外，还将101篇实证文献按照东西

方不同文化背景对研究对象加以细分，对比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不同文化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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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from Specific Perspectives of Practices’ 
Categories and Culture

 QIAO Kun, ZHOU Yue-Cheng, WANG Xiao-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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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adopts meta-analytic method to analyze 101 empirical papers from 31 top academic 
journal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Meanwhile, due to the inconsistent categories of HRMP, the 
authors conduct a new two-dimension category of HRMP and test the relationship of HRMP and OP.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paper further explored the impacts of cul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RMP and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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