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文/祁惠金 

   人力资源管理是随着人们对人力资源认识的深化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思想和方法，即对
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和科学管理的制度、法令、程序和方法的总和。建筑
企业建立一套科学、合理、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是建筑企业的首要任务。 
   一、我国建筑企业人力资源及其管理存在的问题 
   1、观念陈旧，没有把人力资源工作作为企业一项战略性的工作 
   人力资源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核心的资源，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强有力
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而现在的一些国有企业中，对这一资源的管理根本谈不上有一个完整的机制，
仅仅把人力资源管理当作一个事务工作，劳资、党办、工会、共青团等多体系管理，各自对人力作
为一种资源的管理是支离破碎的，没有一个完整的体制，这就是一种组织文化的弊端，隔离地看待
一个整体，如同盲人摸象。 
   2、建筑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普遍偏低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建筑业现有的工人队伍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初中以下学历者所
占比例超过90%，他们基本没有通过培训就直接上岗，由于缺乏基本的操作技能和安全知识，造成
的生产事故和安全事故较多。大专以上学历者极少，所占比例不足1%。技术工人在建筑业中比例高
达50%以上，普遍学历较低。 
   3、技术人员队伍力量十分薄弱 
   在建筑工人队伍中，绝大多数是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只占从业人数的1/1000，技术工人的
技术水平同国外同行业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同时机械装备率低,过分依赖“人海战术”，造成劳动
生产率水平低，建筑产品质量不高，很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管理人员应变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较差，缺乏全方位的复合型人才 
   建筑产品具有多样性和建筑生产具有单件性，建筑企业承接的工程项目形形色色，一个工程
一个样，管理人员要不断面临新变化解决新问题，这就意味着企业的管理人员要懂技术又要懂管
理，懂经营。而在我们建筑企业的大多数管理人员中，很多人只懂技术，不懂管理，理工科背景的
人员远远高于管理类专业，全方位的复合型人才更少，在适应市场变化方面缺乏相应的能力。 
   二、搞好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开发、培养和吸纳优秀人才，坚持聚才、育才、用才并重，调整政策、优化机制、改善环境
并举，着力营造有利于人才成才、稳定的机制和环境。这就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具有独到的人才观
念，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和人才使用体制。 
   1、注重感情交流，优化企业心理环境，营造现代企业文化 
   人的积极性不仅仅要靠金钱来刺激，还受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工作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并
和感情的交流及信息的沟通等有密切的联系。建筑企业的员工，常年远离家庭和亲人，工作艰辛，
生活没有规律，他们对情感的认同感、对企业的归属感表现的更为强烈。企业应允分了解每个员工
的需求，关心他们的生活，用一个情字来感召他们。 
   2、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企业的任何行为无一不是有人在实施，离开人的活动，建筑企业就意味着死亡。因此要树立
起“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及其开发及利用。 
   3、加强员工教育和培训，提高素质以适应组织需要 
   人力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提高建筑企业的竞争实力，企业必须按照对不同层次
人才的需求，制订人才培养计划。 
   4、应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 
   良好的企业文化能提升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新和创造性，通过在全体员工中倡导群体的
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建筑企业要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影响，加强对员工
的思工作，使之在精神上、心理上属于企业，为企业的兴盛而努力工作，为谋求建筑企业的长远发
展而奉献，形成人与企业之间的认同感，从心理上与企业融为一体。 
   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改变了传统企业把工作作为机器的附庸，对工作则采取命令式的管
理，只能服从机器的运转的管理模式；改变了传统管理强化纪律和规章制度，不注重工作能力的提
高的管理模式；强调了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制度，注意对人员的培养和训练，提高人员素质，激
励人的积极性，激励人在企业组织目标中，实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责任，使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统

 



一，从而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作者单位：上海兆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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