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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化背景研究高校人力资源数据分析问题

吴学林

（无锡太湖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00）

摘　要：人力资源数据包含人员招聘、绩效管理、劳动关系、人员培训等信息，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在传统

的管理体制下，依靠人工处理的方式开展的数据分析工作，表现出一定的不足。对此，分析当前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工作开展现状，结合具

体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的措施，从多个层面提出具体的优化策略，旨在促进人才资源管理信息化的转型变革，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整体的

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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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	data	includes	information	such	as	recruit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labor	relation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owever,	under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the	data	analysis	work	carried	out	by	

relying	on	manual	processing	has	shown	some	shortcomings.	In	this	regard,	we	will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	data	analysis,	explore	

solutions	to	specific	problems,	and	propose	specif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multiple	levels,	aiming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work	quality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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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力资源作为高校运行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构成，在教学和

科研等工作上的作用突出。为近一步提升高校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建

设水平，开展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工作，可通过数据变化和

分析的结果，完成更为精准的管理决策。然而，高校人力资源数据

分析信息化程度不足，依靠人工处理的数据录入、数据分析、数据

储存等工作效率不高，仍存在着数据质量难以提升的不足。对此，

展开具体的分析，为高质量的开展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工作提供保障。

一、高校人力资源数据分析问题

（一）数据分析和储存效率不高，数据质量有待提升

高校人力结构复杂，导致人力资源数据的来源、类型、输入

手段不同，增加高校人力资源数据的输入难度。高校每一位员工从

入职到退出高校岗位工作全过程产生的数据，都需要进行记录和储

存。而面对海量的数据群，不可避免的容易出现数据的遗漏、丢失、

错误等问题。特别是高校内部各部门递交的数据，由于存在着数据

形态和传输方式的差异，文本数据、纸质材料、电子文件等数据形

态的转化，造成数据输入端混乱，降低数据分析的效率。而在储存

环节，高校主要采用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两种储存方式。其中纸质

文件作为原始凭证，对储存的空间有着较大的要求。而电子文件在

传输过程中，容易遇到各类安全风险，也增加储存的难度。而两种

形态的数据相互独立，信息互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数据化的

处理，造成数据的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数据核实，增加数

据管理的难度。人力资源数据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手资料，不

但需要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还需要管理者有着较高的数据

分析和处理能力，结合现实的需求完成数据的采集应用。然而，高

校人力资源数据输入端和储存环节存在不足，造成数据质量不高，

对数据的应用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数据处理信息化程度不足，数据分析效率较低

在全面深化高校内部管理改革下，信息化技术手段的应用，

使人力资源管理数据分析的工作质量得以提升。借助数据分析技术，

对海量数据进行批量处理，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提取有价值的

内容，形成具体的结论，为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然

而，由于高校信息化改革的力度不足，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面临着人

工处理和信息化处理共存的问题，造成数据的收集和处理信息化程

度不高，数据分析的效率有待提升。具体而言，在数据收集环节中，

高校数据库内容不完整，数据更新的速度过慢。造成数据的收集和

处理，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信息录入上，难以对数据展开深层次的

识别和筛选，造成收集数据的质量难以保障。而在数据分析的环

节，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习惯采用人工分析和软件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对于高层次的数据统计软件和工具，不具有使用的经验，时

常出现数据软件操作不熟练，数据丢失等问题，造成数据分析的效

率难以提升。尽管很多高校现有的数据分析软件，有着数据分析功

能，但是分析的方式较为固化，一般是根据上级的要求，将数据统

计到表格软件中，完成数据的处理。这种单一化的数据分析和处理

方式，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数据分析需求，数据分析和处理的时间过

长，也容易造成数据分析不全面，分析结果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

二、基于信息化背景下高校人力资源数据分析能力提升对策

（一）结合实际搭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推进数据分析规范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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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为更好地提升高校人力资源数据分析能力，提高数据管理水

平，应紧密结合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实际情况与改革需求，积极搭建

完善、全面且科学的制度体系，明确数据管理流程，以更好地推荐

数据分析工作规范先开展。第一，制定领导支持制度，要求决策层

要提高此方面的重视，明确人力资源数据分析与管理的重要性，在

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组建专门数据管理与分析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负责数据管理规章制度与具体政策的

落实。第二，建立数据流程制度，在制度中详细指出数据收集流程、

数据储存流程、数据调取流程以及数据应用流程，要求数据分析人

员必须严格遵循流程制度开展相应工作，保障数据分析工作的规范

性。第三，完善数据维护制度，要求数据分析人员要做到及时和定

期数据维护。其中，数据维护制度应明确数据维护岗位及岗位说明

书，确定数据维护时间、数据维护内容以及数据维护标准，包括定

期或不定期更新数据、不同业务数据维护内容、数据维护格式与类

型等等，将任务与职责落实到个人。第四，确定奖惩制度，根据绩

效和工作效果，给予激励或惩处，保障相关人员能够严格按照制度

执行。第五，完善数据管理制度，实施分级管理措施，按照不同数

据类型进行分级管理，如一级数据为保密数据，不可对外提供 ；二

及数据为脱敏数据，经过处理后获得领导审批才可对外提供 ；三级

数据为可公开数据，可直接对外提供。

（二）多措并举提高数据分析信息化程度，提高数据分析准确

性

多措并举提高高校人力资源数据分析信息化程度，对于提高

数据分析能力水平，实现数据分析，信息化建设与智慧化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一是积极搭建完善，且覆盖全面的高效人力资源管理信

息系统、系统功能应包括招聘系统、薪酬管理系统、职称评审系统、

人员培训系统、档案管理系统以及绩效考核系统，根据不同系统功

能，丰富信息系统模块，科学规划信息系统特色功能。，开发统计

数据自动录入、自动提取、安全存储、自动检索、异常信息提醒、

实时数据展示等功能。二是购入先进、科学的计算机设备设施，聘

请专业信息技术研发人员，根据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特点，开发相应

功能，在信息系统中增加可视化页面，提升数据分析结果的可视化

水平。三是眼镜国内外最先进、有效的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提升

数据分析水平。其中，可通过引入标准化数据收集方式，统一不同

部门业务信息系统的接口与访问页面，在部门之间建立规范的数据

传递标准，打破个信息系统之间的壁垒，实现各部门数据分类、分

级集成，提升数据分析效率。还可通过建立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综合

平台，完善人力资源管理数据，提高数据语义分析。通过大数据推

荐算法，建立人力资源筛选模型，进行人岗匹配度筛选，帮助工作

人员精准分析应聘者信息数据，真正发挥人才库信息价值。四是在

绩效考核环节应用大数据技术手段，通过大数据采集、导入、统计

分析和数据挖掘，合理划分绩效考核指标的权重，体现人力资源特

征与价值表现，提升考核工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有效避免人为考

核可能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三）注重加强数据分析人员技能培训，提升数据分析能力水

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具备信息化管理思想，才能更好地

在信息化背景下，推动人力资源数据分析，信息化建设与改革创新

发展。为此，为更好地推动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工作信息话、智慧化

改革，解决传统数据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要及时更新数据

分析人员管理思想，加强技能培训，提升数据分析能力与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使之能够更好地胜任信息化背景下的数据分析工作，为

提升高校人力资源数据分析水平提供重要保障。首先，严格把控数

据分析人才入口关，建立明确的人才招聘标准，要求数据分析人员

必须具有数据分析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业知识背景 ；具备完善的

数据管理与分析专业能力 ；具备职业素养与数据动态更新能力 ；具

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能够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数据分析工作。通

过建立明确人才招聘标准，严格把控人才入口关多好从源头上提高

人才质量和能力水平。其次，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与在职培训，围绕

信息技术、数据分析、计算机等方面加强技能培训，帮助员工树立

终身学习思想，借助培训契机，不断提高其技能水平。此外，鼓励

优秀骨干员工参与外出进修，不断提高创新意识，使之能够主动挖

掘数据背后信息，扩展数据应用范围，为各级决策提供可靠数据支

持。

结语

总而言之，人力资源记录着高校各部门职工入职到退出岗位

工作全过程的数据，庞大的数据量为数据分析和处理提出更高的要

求。传统依靠人工处理的方式，无法实现对海量数据的批量化处理。

依托全新数据技术产生的全新数据分析方法，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带来便利，但同时也提出新的要求。对此，需要高校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搭建完善的制度体系，以规范化的标准促进数据分析规范性的

开展。同时，加大数据分析的信息化建设力度，利用更多的技术手

段完成数据的高效处理，提升数据分析的准确性，也提升数据的整

体质量，为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促进人力资源工作高质量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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