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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息爆炸时代与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深深影响着企业的运营与商业模式，

如今对于企业来说，数据已经由成本转变为一种商业资本，一项重要的经济投入，

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大数据时代下的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同样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创新。企业若想乘上这股浪潮，企业管理者需要

深刻地理解大数据并意识到大数据所带来的新的认知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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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革是这个世界永恒的主题，如今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已经积累到

了一个开始引发变革的程度，它不仅使世界充斥着比以往更多的信息，而且其

增长速度也在加快。然而要想做一只“站在风口上的猪”，首先需要弄清楚什

么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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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的概念及其与传统数据的区别

1.1  何为大数据

以前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收集和处理超大规模数据，我们是在信息匮乏、

技术有限的环境下做很多事情，发展一些使用尽可能少的信息的技术。例如统

计学的一个目的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数据来证实尽可能重大的发现，另外还有抽

样调查等以样本来估算总体的统计方式。然而样本估计带来的最大的弊端就是

它的误差会在对数据进行细分、细化的过程中持续放大，以致我们无法获得许

多更为准确和精细化的信息。

近年来，一个新的转变正在进行，随着大数据的总体分析取代了样本分析，

社会科学与企业决策已经不再极度依赖于样本分析、样本研究和调查问卷。当

所收集的数据是在正常状态下依靠系统自动收集的，并且几乎是所有的完整信

息时，就不用再担心收集过程中所存在的偏差，而且我们可以收集到过去无法

收集到的信息。

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的《大数据时代》中，大数据指不用随机分析

法这样的捷径，而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大数据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

但数量大并不是大数据，大数据需要具备的 4 个特点是：大量性（volume）、高

速性（velocity）、多样性（value）、价值性（value）。

1.2  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区别

第一，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分析的数据总量是传统数据所无法比拟

的，甚至有时可以是关于某个特别现象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赖于传统数

据人为限制的随机抽样。第二，大数据是在某些领域通过传感器和屏幕等

入口自动高度产生并收据、储存了大量的数据，而不再依赖于传统数据的

人工收集与处理。第三，传统数据往往先明确使用目的，然后才产生数据，

而大数据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使得我们难以提前确定所有的模式和应用。第

四，传统的数据库处理仅需要一种或少数几种工具就可以处理，而大数据

则需要辅以合理的算法和强大的云计算能力，且其所得出的信息蕴含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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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数据无法比拟的价值。

2  大数据给企业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
影响

2.1  大数据推动企业管理变革

大数据对企业管理的颠覆是全方位的，包括对商业模式的颠覆，对营销和

销售方案的颠覆，对运营流程和系统的颠覆等等。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数

据化意味着把一切都透明化，甚至包括很多以前我们认为和价值没有多大关系

的东西，例如微信朋友圈的分享，淘宝的购买记录，搜索引擎的一个搜索命令。

现在人们不再认为数据是静止与陈旧的，不会认为数据在被收集完后就没有用

处了，当通过量化的方法将一些内容转化为数据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数据来挖

掘以前所未被关注的潜在价值，建立在精准大数据分析上的市场预测和营销策

略将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与成功。

对于企业来说，大数据的预测价值为其带来的重要的管理变革就是决策数

据化，或者称决策智能化，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模式由原来的“感觉 +

经验”转变为了“数据 + 事实”。过去很多企业即使有数据意识，也只是将企

业运营和发展的分析与决策建立在简单的、部分的、已经发生的数据与信息上，

这样所做出的分析有严重的局限性与滞后性，同时决策者凭借着主观理解与个

人经验根据这些分析做出评估与制定决策，将导致战略定位不准，存在很大风险。

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企业通过自动收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企业内外部

大量甚至是关于某一事件全部的数据，并以此进行科学分析，可以更为深入且

准确地挖掘有价值的信息，进而依据于数据进行智能化决策，制定并优化企业

战略。

2.2  大数据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价值

大数据即时产生、自动提取、高速处理的特点，保证了数据的充分性、

及时性和准确性，使企业可以进行智能化决策，实现各个领域资源的有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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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作为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的管理者，HR 部门自然不能在传统管

理被颠覆之际独善其身，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迫切需要大数据的领域，变革

在所难免。

大数据给人力资源带来的价值同样在于决策优化和效率提升，在大数据

分析与预测的核心下，各个招聘渠道的效果、应聘者与企业和岗位的契合度、

员工培训需求等信息一目了然，HR 不用再依据时间和主观堆积而成的经验

来进行决策，而是采取更为科学和高效决策方式，大大提高了决策正确率和

工作效率。

2.2.1  大数据时代下的招聘变革

第一，人才筛选与推荐模型。传统的招聘工作是HR结合岗位分析、企业战略、

领导力模型等设立一系列招聘要求和标准，这些要求和标准首先起到的作用就

是对简历进行筛选，无论是从招聘网站上的无数简历中筛选出符合企业要求的

简历来寻找人才，还是在网申过程中通过计算机对关键词的检索来排列出与企

业要求契合度最高的求职者。

然而，且不说企业对于要招聘的岗位所设立的这些指标是否全面、有效，

是否可以依照于此招聘到完全符合企业真实预期的人才，单从面试的过程来看，

在这样一个需要依靠智商与情商共同进行判断的复杂过程中，即使提前设定好

了各种硬性筛选指标，HR 和其他管理者们也难免因为某些其他的综合考虑而改

变选择。

大数据的应用则可以很好地避免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建立特定的算法和模

型对 HR 招聘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分析，可以发现求职者

的各种素质与企业最终招聘人才之间的关联性，以此建立自动筛选与推荐模型，

使 HR 可以从人才库中直接得到系统基于大数据推荐的简历，进而更轻松准确

地找到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这些可以被用来收集和分析数据包括所有求职者

的简历信息、HR 的简历浏览时间、HR 下载简历行为、求职者面试行为、面试

所用时间、面试最终结果，等等。随着这些招聘工作和招聘行为的不断重复，

收集到的数据会越来越多，通过对模型的持续优化，招聘系统的推荐和决策模

型就会越来越准确，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招聘成本，同时也可以大大提高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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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招聘准确度。

第二，渠道筛选与推荐模型。当下招聘网站已经成为所有企业招聘的主流

方式，不仅如此，通过微博微信等来吸引人才的新媒体招聘方式也逐渐受到众

多企业的青睐。但在如此众多纷杂的招聘渠道中企业如何进行选择来保证招聘

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以往 HR 大多是凭借多年来的招聘经验来判断各种渠道的

招聘效果，而如今大数据可以帮助找到更为准备的答案，并可以带来更多意想

不到的效果。

通过 HR 在所有招聘网站和社交软件上的操作行为和最终的招聘成果，可

以分析出不同招聘渠道对不同岗位人才的招聘成功率、招聘所需时间等信息，

依据这些信息 HR 可以选择和组合最优的招聘渠道来达到最佳招聘效果。同时，

通过与用户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中的互动可以分析出潜在求职者的需求是什

么、企业的信息平台搭建是否完善、offer 毁约率高低的群体各有什么特征等，

例如通过用户的后台提问、文章点击率、用户活跃时间等信息来完善企业信息

平台的设计和搭建，优化招聘流程，使其更贴合潜在求职者的需求，提高这些

渠道的招聘效果。

2.2.2  大数据时代下的培训变革

研究员工培训需求、建立合适的培训计划一直是 HR 工作的难点，往往培

训部门花了大量力气调研出员工的培训需求，但最后的培训效果却不如人意。

需求是不断产生并且持续变化的，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调查培训需求再进行

课程设计往往具有很严重的时间延迟性，同时因为主客观的一些原因也可能造

成需求调查结果的偏差性。

大数据的到来则给 HR 的培训工作带来了一丝希望，如同亚马逊通过用户的

搜索和购买记录来给用户推荐类似书目一样，企业也可以在自己的在线学习平

台中通过员工的学习记录来进行课程推荐，从员工的课程搜索、评论、学习总

结及员工在微信、论坛、微博等社交工具的发言中随时随地挖掘员工的培训需求，

甚至结合员工的个人信息来分析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员工的总体需求，

并基于此进行课程的设计。可以想象，如果每个人获得的培训都是高度定制的、

自己最需要的、可以学以致用的，对于员工个人或培训部门或企业来说都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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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到的状态。

3  如何让大数据更好地走进人力资源管理

思维、技术、数据是推动大数据的“三驾马车”，然而目前这三者在人力

资源领域都是较为匮乏的。为了推动企业走入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首先要做

的就是培养大数据思维，思维是变革的起动机，一个好的利用数据的模式和思

路，是使用数据进行创新管理的根本，不光是人力资源工作者要有大数据意识，

更重要的是还要获得公司高层管理者的重视、认可和支持，由传统观念转换成

大数据思维是每个想推动人力资源数据化的企业都必须经历的重要一步。

目前的人力资源管理仍然处于极度缺乏数据的状态中，很多企业即使拥有

了大数据思维，却不具备大数据收集、处理及分析能力。人力资源若要建立大

数据云平台，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数据的获取，由于大数据大量、高速、多样性

等特点，大数据的收集应该是伴随着企业员工的日常工作行为无意识地自动进

行的，同时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取得企业各部门的支持来导入数据，而这会使部

门间的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同时对于庞大的数据需要有专业的数据人才来进

行管理和分析，因此对数据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同样 HR 要考虑的问题。

新时代下的人力资源工作者，需要充分利用本岗位所拥有的所有资源，这

些曾经没有被关注的数据，就是进行精细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好工具，并且这个

工具一旦开始发挥作用，随着时间和数据的累积，就会越用越好用，会逐渐成

为指导企业成长和发展的人才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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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 era and cloud era, big 

data deeply affects the oper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of enterprises. Now for 

enterprises, data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cost into a kind of commercial 

capital, an important economic input, which can create new economic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re also experien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To ride this wave, business managers need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big data and realize the new cognition and value it b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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