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生开放项目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题目： 陕西百家中小微企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指导老师： 张雯

职 称： 讲师

依托基地： 现代企业管理研究中心

课题组成员： 商学院人力 1301 张咪娜

完成日期： 2016 年 09 月 10 日



1

目 录

一、调研目的......................................................................................................................................................... 1

二、调研设计......................................................................................................................................................... 1

（一）调研对象............................................................................................................................................. 1

（二）调研方法............................................................................................................................................. 1

（三）调研具体执行和安排.........................................................................................................................2

（四）调研员的选择和培训.........................................................................................................................2

三、调研数据处理和分析.....................................................................................................................................2

（一）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最主要的为人才，共有 87 家。.................................................................. 2

（二）企业缺乏的人才依次为销售型、管理型、复合型、技术性。.................................................... 2

（三）企业重视员工培训的整体表现较好。.............................................................................................3

（四）企业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才问题。.................................................................................................4

（五）企业招聘人才的渠道多样化。.........................................................................................................4

四、调研结论和建议.............................................................................................................................................5

（一）结论..................................................................................................................................................... 5

（二）建议..................................................................................................................................................... 6



1

一、调研目的

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经

济布局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选择。数据显示，我国的中小微企业创造了 60%的

GDP、50%的税收和 75%的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了更进一步的了

解我省中小微企业发展现状，深入研究中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人才需求的变化状况，

2016 年 6 月 14 日—15 日，由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组织的陕西省 100 家中小微企业人才需

求现状调研项目正式拉开帷幕，首站走进榆林市靖边县。通过听取汇报、问卷调查、座谈

了解、实地查看等方式，对数家不同类型的中小微企业人才需求概况进行深入调研，摸清

企业成长脉络，找准企业发展瓶颈，积极为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支招献策。

今年以来，面对宏观经济形势持续趋紧、市场需求严重不足、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价

格大幅下跌的严峻形势，现阶段所有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存在主要问题集中在资金方面：银

行的钱贷不出来，民间无人敢投、也无人愿投；人才方面：优秀人才引不进、留不住；企

业管理方面：停留在家族式、情感式、粗放式上，如何向现代化、科学化管理转变，成了

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使企业渡过这样的共性低潮环境，让那些勇于面对困难、喜欢绝处逢生的企业赢

得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让企业把握自我发展的时机，获得能够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促进企

业成长的人才，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作为一家中国高端人力资源服务集成供应的研究机构

理所应当的承担起了进行市场调研的任务，将完全履行和兑现在调研期间向企业及企业家

所承诺的一切诺言。同时，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对关中和陕南中小微企业的人才需求

现状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学习，最后形成“陕西百家中小微企业人才需求现状调研报告”，

了解并分析企业对人才的客观需求。一方面会为政府机构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也将分享给

有需要的中小微企业，为陕西乃至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努力，为

企业的发展引进合适的人才，促进企业成长、升级与发展。

二、调研设计

（一）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活动从陕北到陕南，再到关中，涵盖了全省十八个县区，包括靖边、渭南、

宁强、平利、商南、秦岭、杨凌等县区的百家中小微企业。

（二）调研方法

此次调研采取问卷调查、集体座谈、个别交谈、实地察看、高层讲座等方式，先后深

入全省近百家中小微企业，举办大型高层讲座 6次,组织召开各类座谈会 30 余次。



2

（三）调研具体执行和安排

此次系列调研的具体执行与安排如下：

2016.06.06-06.10：活动前期准备工作

2016.06.14-06.15：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走进靖边

2016.06.21-08.21：系列调研活动，进行实地考察

2016.08.22-08.29：数据分析及报告撰写

（四）调研员的选择和培训

本次调研活动选择了企业管理资深顾问、高级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源需求研究负责人、

企业需求研究负责人等人组建调研团队，人员的选择涵盖了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全方位

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以及人才需求状况。在对调研员进行培训时，主要从调研目的、调研

方法、调研团队任务分工、调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处理方法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进行培训。

三、调研数据处理和分析

参与此次调研活动的企业有 170 家，调研数据显示：

（一）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最主要的为人才，共有 87 家。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人才不足的难题，而人才对于一个企业的发

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

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当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

时代，人才成为衡量一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标准，人才资源成为一个企业的核心资源，一

个企业想要做大做强，必须重视人才的作用，积极引进人才，才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只有解决了人才问题，企业才能获得快速成长。

（二）企业缺乏的人才依次为销售型、管理型、复合型、技术性。

调查数据显示，缺乏销售型人才的达到 85 家，缺乏管理型人才的企业有 59 家，缺乏

复合型人才的企业有 50 家，缺乏技术型人才的企业有 31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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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紧缺人才情况表

人才类型 企业数量 所占比例

销售型 85 38%

管理型 59 26%

复合型 50 22%

技术型 31 14%

图 1 企业目前最缺乏的人才

当前，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人才引进的难题，企业发展迫切需要专业人才。调查显示，

企业发展大多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而根据调查，人才问题是制约大

部分企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企业对各项专业人才的需求（78%）大大超出了对复合型人才

（22%）的需求，因此只有招到满足企业发展的各项专业人才，才能带领企业走出发展瓶

颈，摆脱发展困境，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难题，获得和把握新的发展机遇，为企业

赢得广阔的市场。

（三）企业重视员工培训的整体表现较好。

问卷显示有 76 家企业反映企业对员工的培训工作较重视，认为非常重视的企业有 63

家；而认为不重视的企业有 21 家，说明多认为较重视和非常重视，少部分认为不重视。

表 2 企业对员工培训的重视程度

重视程度 企业数量 所占比例

非常重视 63 39%

较重视 76 48%

不重视 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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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对员工培训的重视程度

员工培训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企业想要在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视员工培训。通过培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得以增强，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激励。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超过 85%的企业都重视对员工进行培训，

注重员工智力以及技能的开发，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以及忠诚度，提高企业员工的凝

聚力，实现企业与员工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沟通，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四）企业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才问题。

问卷显示有 84 家企业认为人才是第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人才问题，引进

企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就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赢得更

好的发展。

（五）企业招聘人才的渠道多样化。

大部分企业希望通过第三方评价机构招聘有经验的人才，少部分认为可以通过网络、

智联、猎聘、内部推荐等方式解决企业人才问题，问卷显示：有 99 家企业表示借助于第

三方的专业人才机构选拔有经验的人才；有 37 家企业希望通过网络进行人才的招聘；有

33 家企业希望通过内部推荐；28 家企业则希望通过智联、猎聘等网上的专业招聘平台来

获取所需的人才。

表 3 企业人才招聘情况表

招聘渠道 企业数量 所占比例

第三方机构 99 50%

网络 37 19%

内部推荐 33 17%

智联、猎聘等招聘平台 2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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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企业人才招聘渠道

企业选择何种人才引进方式，取决于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层次和要求。在调查中我们发

现，大多数企业希望通过外部招聘的方式获得人才，包括第三方机构、网络招聘等渠道，

通过外部招聘，企业能够获得大量优秀人才，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当然，也有企业

表示愿意通过内部招聘的方式获得人才，这种渠道费用低、针对性强、可靠性高，人员能

够尽快投入到工作中去，对企业内部员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选择

合适的方法引进人才。

四、调研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根据此次调研，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人才是制约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才问题亟待解决。只有解决了人才需求

的难点问题，才能助推企业转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这个时代，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修长城，人才就是基石；如果建大厦，人才就是栋梁；如果搞企业，人才就是成功的

保证。如果想把企业做大做强，那就必须重视人才。无论干什么事业，人才都是成功的保

障。中小微企业想要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就必须解决人才问题，采取合适的手段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将人才资源转换为企业前进的动力。

2.培训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非常重要的环节，企业应重视对员工的培训，激发员工潜

能。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在不断的学习中个人技能得到增强，潜能得到开发。企业想要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就必须对员工进行培训，开发员工潜能，不断增强员工

工作技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进而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以及忠诚度，激励员工，

构建学习型组织，从而增加企业的人才储备，提高企业的产出价值，不断提高企业收益。

3.企业应结合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人才引进渠道，广聚人才。企业在进行人员选拔

的时候，应该根据企业自身条件，包括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企业对潜在应聘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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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等，选择适合企业的方式，以保证人员选拔的时效性、针对性性以及经济性，做到“快、

准、省”，为企业真正招到适合的人才。

（二）建议

1.社会应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增加人才的数量以及质量；同时，政府应采取合理的方

式，解决人才供需失衡、人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人才市场呈现出第三产业

人才过度集中、非公有制单位是人才接收的主力军、专业技术人才分布不合理的特点，人

才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人才流动受到户籍制度、人事制度改革尚未到位等因素的制约。为

了解决这类问题，政府应采取合理手段促进人才市场的健康高效运转，为人才的流动提供

一个平台，促进人才信息的沟通，解决人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社会应重视对人才

的培养，注重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增加人才供给，调节劳动力市场失衡的局面。

2.企业应促进企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型，注重技术的创新以及人才的培养，提高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信息技术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加速了产业的升级、调整、转

型。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企业应积极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技术创

新，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掌握核心技术。人才在技术的革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是技术革新的核心驱动力，只有把握了人才，才把握了技术革新的话语权，因此，企

业应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企业人力资源管部部门应结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及时改善自身职能，更好地为企业

服务。在现代企业中，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能够帮助企业站

在人才的制高点，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紧

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及时转变自身职能，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4.员工个人应注重对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个人技能的提高，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职业生涯规划是个人未来生活的指导和前进方向，对员工个人以及企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

指导作用，职业生涯的成功在主观上表现为对职业生涯发展的满意度，客观上表现为在职

场上的竞争力（组织内部竞争力以及外部竞争力），因此，员工应重视对自身的职业生涯

规划，促进个人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