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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技术下人力资源信息可视化的应用研究 
刘青 

（西安工商学院商学院  陕西西安  710200） 

摘要：人类社会拥有数据规模伴随科技的发展迅速增加，大量数据在时光流逝中无时无刻、以任意形式产生着、
存储着。大数据随着持续增长发展的市场经济，日渐创新和成熟的科技水平，遍布各行各业。各个行业的发展、前进、
决策以及盈利与大数据分析存在密切的关系，大数据分析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影响着各行各业的变革，带来技术创新，
而且为生产管理带来便捷性、先进性，影响着各行各业。对于企业而言，很好地理解数据、运用数据，把数据转化为
一项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且难以代替的资源，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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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社会拥有数据规模伴随科技的发展迅速增加，

大量数据在时光流逝中无时无刻、以任意形式产生着、
存储着。大数据随着持续增长发展的市场经济，日渐创
新和成熟的科技水平，遍布各行各业。各个行业的发展、
前进、决策以及盈利与大数据分析存在密切的关系，大
数据分析的巨大能量，不仅会影响着各行各业的变革，
带来技术创新，而且为生产管理带来便捷性、先进性，
影响着各行各业。资本不再是企业竞争的关键性资源，
知识、信息与数据成为企业的重要核心竞争力，大数据
分析技术也应运而生。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
理层的核心实力，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互联网技术，
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下，无疑会存在巨大的挑战。如何使
海量数据正确使用到各个领域中，使其能够在适当的位
置发挥能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保证互联网技术能
够为不断提高的效率及要求服务。企业核心管理层人力
资源管理，处在当下情况中，合理处理数据，正确把握
变革方向，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为企业长期稳固发展
提供基础条件。 

对于企业而言，很好地理解数据、运用数据，把数
据转化为一项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且难以代替的资
源，将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随着各种系统应用、智
能设备、社交网络、调查研究的发展，人力资源数据越
来越丰富，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大部分开始转移到
信息化系统上进行，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信息。
利用大数据技术从海量的人力资源数据中提取高价值信
息支持业务决策、风险预测从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获
得越来越多从业者的认同。企业对人力资源数据分析人
才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类人才
的缺口会一直存在。 

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信息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 

在大数据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在人才画像、培训评
估、绩效分析、人员规划、效能分析、薪酬评估等各方
面都需要进行数据分析。人力资源数据分析不仅需要掌
握分析的策略、方法，更需要用到高级数据挖掘技术。
从宏观上看，这些产生于不同的系统的信息，在不同的
系统中进行处理，存放在不同的系统中，没有统一的、
易于理解的可视化展现。现在的通用的数据展现平台缺
少对于大数据的清洗处理、挖掘分析，缺少易于理解、
格式化接入的可视化展现模式，不利于企业的人力资源
管理者准确理解人力资源大数据的运行态势，从而降低
了管理者对于人力资源数据的研判速度。同时，人力资

源管理面临以下几个挑战与机遇： 
1、大联接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人与人的连接、人与

企业/组织的连接、组织与组织的连接、人与物的连接、
物与物的连接逐渐强化，充分连接带来复杂管理的挑战，
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重构成为新课题。 

2、数字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数字技术的应用产生
了诸多跨界和颠覆的经典案例，数字经济的特征更体现
在我们沟通、协作等工作和生活的数字化。 

3、智能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新技术不仅改变了用
户习惯，更影响了企业文化，智能化技术的成熟，对企
业的生产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都带来新的挑
战。 

4、新人类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以 90/95 后为主的新
人类成为劳动力的主力。他们更在乎尊重和参与，不能
容忍科层式的条条框框，如何激发他们的活力更好的为
组织服务成为新的挑战和课题。 

5、员工体验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新人类更在乎员工
体验以及精神层面的鼓励：深度参与、及时反馈、即时
评价是他们的诉求点，营造一种员工体验的快感，成为
企业管理者面对新人类的首要课题。 

6、未来组织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所有因素叠加，我
们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不再是单纯的按
智能、岗位、职责、业务范围划分的科层式组织，更应
该是适应全连接的去中心化或扁平化的组织。 

综上所述，如何将人力资源的数据统一处理、统一
展现、提高数据的易读性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应对大连接、数字化、智能化、新人类、员工体
验以及未来组织等因素给人力资源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人力资源大数据的价值只要在于运用大数据思维与技术
在企业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招聘、员工培训与开发、绩
效管理、薪酬管理、组织与人才运营等方面，进行描述
性分析、预测性分析、诊断性分析、指导性分析，为人
力资源运营与决策提供辅助支持，从而有效推进组织前
进。 

Guido van Rossum（荷兰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研究学
会）为代替 ABC 语言，在 1990 时代初期设计了 Python。 
Python 提供了高效的高级数据结构，还能简单有效地面
向对象编程。Python 语法和动态类型，以及解释型语言
的本质，使它成为多数平台上写脚本和快速开发应用的
编程语言， 随着版本的不断更新和语言新功能的添加，
逐渐被用于独立的、大型项目的开发。Python 解释器易
于扩展，可以使用 C 或 C++(或者其他可以通过 C 调用的
语言)扩展新的功能和数据类型。Python 也可用于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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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软件中的扩展程序语言。Python 丰富的标准库，提供
了适用于各个主要系统平台的源码或机器码。2021 年 10
月，语言流行指数的编译器 Tiobe 将 Python 加冕为最受
欢迎的编程语言，20 年来首次将其置于 Java、C 和
JavaScript 之上。Python 具有简单、易读、易学、免费、
开源、速度快、解释性、可移植性、易维护等优点，可
用于图形处理、数学处理、文本处理等，是一种解释语
言。这就意味着 Python 代码在其运行前是无需编译。
Python 是一种动态类型语言，这意味着当你声明一个变
量时，你不需要解释变量的类型。Python 的用途非常广
泛：Web 应用程序、自动化、科学建模、大型数据应用
程序等等。它还经常被用作“胶水语言”，帮助其他语言
和组件改善操作条件。 

DBE 人力资源大数据实践教学平台是为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设计的数据分析项目仿真实训项目。项目是构
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岗位，进行数字化的展示，从各大
典型的实际项目出发，通过大数据分析实践增强业务理
解能力，并学会利用数据分析和专业知识解决不同场景、
不同类别人力资源问题的关键方法；通过对实际案例的
演练，掌握创新性提出管理建议与优化措施的方法，加
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做更懂业务的人力资源管
理者，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实务化、数字化能力，并为
未来从事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工作奠定基础。 

三、Python 技术下人力资源信息可视化应用 
1、研究内容 
本文切入点是人力资源管理全生命周期，通过前期

Python 代码提取相关数据，对提取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分析，使学生通过竞技比拼、情景模拟、任务驱动几种
方式，以 OBE 教育理念为导向，将大数据分析项目五阶
段对学生逐层进行训练，每个阶段嵌入情景模拟逐步加
深难度进行训练，使学生先拥有数字化思维，了解数字
化的大背景，其次了解、熟悉、掌握相关的操作方法及
技术手段，包括业务理解、数据收集、数据预处理（ETL）、
数据可视化及数据挖掘分析、项目分析报告撰写。 

2、研究目标 
通过可视化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人力资源大数

据分析项目的基本流程、可视化工具分析和一般数据挖
掘分析建模方法；通过大数据分析实践增强业务理解能
力，并学会利用数据分析和专业知识解决不同场景、不
同类别人力资源问题的关键方法；通过对实际案例的演
练，掌握创新性提出管理建议与优化措施的方法，加深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做更懂业务的人力资源管理
者，增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实务化、数字化能力，并为未
来从事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工作奠定基础。 

（1）知识目标：掌握人力资源大数据分析的概念、
基本特征；掌握人力资源大数据的范围与来源；掌握人
力资源大数据项目分析的一般流程。 

（2）能力目标：掌握人力资源数据收集与预处理方
法；掌握人力资源大数据分析可视化与数据挖掘工具；
掌握基于人力资源大数据项目分析的策略制定方法；掌
握人才盘点的数据类型、人员结构、绩效、人员流动、
关键岗位及人才梯队、 业务分析等盘点指标和可视化分
析及数据挖掘分析技能，提出改善建议方法；掌握人才
需求画像职位信息爬取、数据预处理、文本分析、词云
及主题分析（LDA）等技能，提出决策建议；掌握敬业

度问卷设计，通过降维分析确定敬业度因子，利用多重
线性回归模型进 行挖掘分析敬业度影响因素，提出提升
敬业度的策略与方法；掌握薪酬数据收集及处理、人工
成本、内部公平性与外部竞争性分析、薪酬结构、 薪酬
满意度等维度分析，提出薪酬体系优化策略；掌握绩效
场景下数据分析项目的流程，利用分类模型、回归模型
等数据挖掘级优 化技能识别绩效影响因素，针对绩效问
题提出管理优化建议；掌握人力资源大数据分析报告的
撰写。 

（3）素质目标：培养学生的大数据化思维与意识；
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大数据分析与决
策工具的使用技能；培养责任心、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有保密意识等职业素养。 

3、研究意义 
通过对相关信息可视化的研究，充分使用现代化教

学手段多媒体技术、仿真的教学和实训环境、可自动记
录学习过程及评价的软件平台以及可以在线学习答疑，
有效地激发学生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1）任务驱动法。引入了企业大量的实际案例背景
和大数据资源，以任务为导向，设定学习目标，让学生
们带着问题去学习。通过完成实训任务，加深对人力资
源管理的深层次理解，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 

（2）翻转课堂。学习的主动权从老师转向学生，不
再是单纯的老师讲学生听，学生利用 DBE 人力资源大
数据实践教学平台上丰富、详实的教学资源，实现自主
学习，边学边练，不断巩固和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提升专业技能水平。 

（3）小组讨论法。在操作过程中设计团队任务，学
生们通过小组讨论，团队成员的相互支持，一步步探究
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讨论，锻炼学生沟通与协作能力。 

四、结语 
通过本项目，使得人力资源信息的理论教学内容具

体化、前沿化、实践化，提高学生人力资源的专业知识
和能力素质，使学生与用人单位、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匹
配，符合大数据时代下的人才需求。 

参考文献： 
[1]尉耀元,张志国,任书霞.疫情防控背景下在线教学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1,15(02):91-95+102. 

[2]程虹,余柏林.应用型高校在线教学的实然困境与
应然决策——以淮阴工学院为例[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
实践),2021(05):64-66. 

[3]何俊梅,杨华.基于 Python 平台的医疗设备信息管
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A].中国医学装备大会暨 2021 医学
装备展览会论文汇编[C]. 2021. 

[4]宋钰,张玉婷.基于 python 的数据分析可视化研究
与实现[J]. 数据. 2021(10). 

[5]彭焕卜,谢志昆.基于 Python 的学习者基本数据分
析与可视化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1(15). 

[6]杨露,葛文谦.基于 Python 的制造业数据分析可视
化平台设计[J].信息化研究. 2018(05). 

作者简介：刘青（1990— ）女，硕士，讲师，陕西
华县人, 西安工商学院专职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数字
营销、大数据管理。西安工商学院 2022 年度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编号：22YJ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