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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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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内容分析法对从“中国知网”收录的主题词为“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42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该命

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才激励机制、培训与开发管理、科技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

关系、人才评价模型与胜任力研究、团队管理建设、科技人力资源配置等9个方面，从研究方法上以理论分析为主，缺

乏数理实证性的论证，从研究层次上，以行业背景或者特定企业的分析居多，缺乏中国情境之下研究科技人力资源管

理的一般理论范式体系。在内容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该命题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我国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提

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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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es content analysis on CNKI. net included of subject headings for “technology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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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引言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从微观角度来说，包括企

业对科技人才的招聘与评价、薪酬与激励、培训与

开发、绩效与考核等涉及人力资源管理各个方面的

内容；从宏观角度而言，则是政府如何有效构建科

技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规范、法律视角下如何保护

科技人才的利益所得、如何促进区域内科技人力资

源的优化配置与流动等 [1]。

国内对于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相对国外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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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最早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见于20世纪90年代

中期 [2]， 而且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缺乏一般性的理

论范式的构建 [3]。             
有关专家学者阐述了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与特殊性 [4-8]和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当前面临的严峻

挑战 [9-11]，并对宽带薪酬设计、弹性工作制选择、

订单式福利推出、阶梯式培养、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人才胜任力与素质测评、研发团队领导等有关

科技人才的激励、培养、考评、晋升等方面的课

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12]。此外， 还从宏观角度对政府

的法律规范与区域之间科技人力资源流动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探讨 [9,13]。研究对象涉及军队、高等院

校、政府机构、科技型企业等 [14]。研究方法主要

有理论研究、案例研究等，数理实证以结构方程为

主，同时也包括一些回归分析，类似VAR、面板

数据模型等 [15]。而研究层次则以某个特定的企业

论述或者一些细致行业背景下的讨论居多 [16-17]。                                                       
但是，纵观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现今尚未

有专门的述评或者综述对国内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研

究的现状进行总结，也还没有利用内容分析法对该

命题研究的主题、层次、方法进行分类统计。所以

本文针对此方面的不足，利用内容分析法进行统计

分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研究思路

2.1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国内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

相关文献，识别出现有研究的重点与不足，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未来发展的一些有效建议或者意见，从

而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相应的借鉴。

采用内容分析法作为研究的手段。内容分析

法是一种数据处理的方法，是一种可以从原始材料

中归纳、整理、抽离出核心要素，用于在“特定情

境”或者“特定条件下”再现某些研究领域的总体

特征或者针对某一个命题进行推断的研究技术，适

用于各类定性研究命题的量化分析 [18]。通过内容分

析法，可以把某些非数量表示的文献转变成数字统

计的量化分析结果，从而识别出命题中能够反映一

定本质且易于计数统计的特征，有效克服定性研究

过程中存在的主观性。

研究流程：首先，依据研究的主题选择对应的

样本文献；其次，确定分析单元的结构；再者，对

样本文献进行编码与归类；最后，输出内容分析的

统计结果。

2.2 样本来源与分布

本研究将选择中国知网学术论文总库，以“题

名词”检索方式，不限定时间范围，对有关科技人

力资源管理的文献进行检索。为能更直接地反映我

国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水平，本文仅以“科技人

力资源管理”为入口词进行检索，并对检索结果进

行分析，最终得到相应的分析结果。在中国知网学

术论文总库中输入“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并选择

中英文扩展检索，一共检索到51篇文献，发表的时

间为1997-2012年。对初步检索的文献进行阅读，

去掉书评、报纸等非学术性的文献后，剩下42篇

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16篇学位论文，26篇期刊论

文）。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文献发表的时间分布

时段（年） 样本数（个） 比例（百分比）

1997-2000 5 11%

2001-2004 8 19%

2005-2008 9 21%

2009-2012 20 49%

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9-2012年这4年间有

关“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论文占到样本文献的

50%左右，而2000年以前发表的相关文献数量较

少，只有11%。

表2  样本文献中的期刊论文分布

论文期刊 数量（篇）

科技管理研究 3

科技进步与对策；科研管理研究；中国金融 2

经济与社会发展；技术与创新管理；广东林业

科技；广东农业科学；科研管理；农业发展与

金融劳动理论与实践；厦门科技；四川劳动保

障；中国卫生事业管理；云南林业；人力资源

管理；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兰州学刊；管

理科学文摘；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成都行政

学院学报（社科版）

1

由表2可以看出，42篇样本文献中的26篇期

刊论文的分布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其中

在《科技管理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数有3篇，其次

为《科技进步与对策》、《科研管理研究》、《中国金

融》3种期刊各2篇 ,其他17种期刊各有1篇相关文

献发表。

对于样本文献中的16篇学位论文（博士论文2
篇，硕士论文14篇）分布在14所高等院校，其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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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天津大学的学位论文有3篇，与发表期刊论文最

多相关的作者单位相一致（单位署名为天津大学的期

刊论文有4篇，是发表相关期刊论文最多的机构）。

 表3   样本文献的作者分布

排名 作者 文章数（篇） 分数

1 徐治立 3 3

2 韩秀英 3 2.5

3 房宏君 2 2

4 曾克俭 2 2

为了甄别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贡献学者，从而实

现对该领域的跟踪研究，笔者借鉴Li 和Tsui所采

用的统计方法 [19]，即调整后分数= N
1i

1
/ （其中 i为

每位作者的文章数量，N为该作者所在每篇文章的

合作人数），对42篇样本文献中所涉及的67位作者

进行了统计分析。从表3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内

从事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学者范围非常广泛，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徐治立（3篇，3分）、韩秀英（3
篇，2.5分）、房宏君及曾克俭（2篇，2分），然而排

名前三的研究学者近10年各自所发表的文章数量均

不超过4篇，绝大部分研究学者在这10年中单独或

合作发表的相关论文仅为1篇。这表明了国内对该

命题的研究并未形成明显的领军型学者。

2.3 分析框架设计

分析单元、分析类目的确定是内容分析法的核

心，本文研究目的是为了梳理国内科技人力资源管

理这一命题研究的总体现状，所以从研究主题的分

布、研究方法的类型、研究层次的划分3个视角进

行归类。

2.3.1 研究主题的分布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词是管理，对象是

科技人力资源 [20]，所以可以依据人力资源管理的六

大模块（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

酬与福利管理、工作规划与岗位分析、劳动关系管

理）来进行研究主题的划分，但是科技人力资源管

理有其自身的特点或者特殊性，依据付会敏 [21]的研

究思路重新调整后的分类为：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

理论范式、人才激励机制、培训与开发、评价与考

核、招聘与选拔、团队管理建设、薪酬体系设计、

科技人力资源配置、科技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与其他

变量关系的研究，一共9个主题。

2.3.2 研究层次的划分

基于不同层次的分析是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视

角。本文结合样本文献的特点将科技人力资源管理

的研究层次定位于以下3个：企业层次，区域或行

业层次，国家层次。企业层次主要以特定的企业作

为研究对象，而区域或者行业层次则立足于某一个

行业或者某一个区域范围内进行讨论，国家层次则

包括了以中国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或者将中国与其

他国家进行比较的相关研究。

2.3.3 研究方法的分类

一般而言，研究方法总体可以归类为定性研

究和定量研究两种类型。因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

性，所以案例研究在该领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

于此，本文将实证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单独作为

一个部分，并将规范分析、理论推导和研究述评视

为定性类别的理论研究方法，而将那些运用经验测

量、统计分析或者模型构建等类型的研究设计归类

于定量化的数理实证研究。

3 信度、效度检验与数据分析

为确保文献编码的一致性、分类的准确性、内

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设计了以下编码规则：（1） 编
码工作需由两名具有相似知识背景的人员在编码学

习后各自完成编码。（2）编码过程采用二值数据1
或者0（是或者否）的编码方法。基于以上制定的编

码规则，采取以下编码一致性计算公式：

一致性水平=
N N

M2
1 2+

其中，M为完全一致的编码数，N1、N2为两位编码

员各自的编码数。

为确保统计分析的效度，本研究采取以下措

施：首先基于以往国际英文期刊中涉及科技人力资

源管理研究的编码机制，可确保有较好的理论基

础，其次在编码前对编码人员进行了编码培训和初

步编码的尝试与修正，并根据预编码的结果去除信

度较低的指标项目，最后在编码实施的过程中严格

按照编码程序进行操作。因此可以确定本研究的统

计分析效度水平可靠。如表4中的结果显示，3个

类目体系中的14个指标的编码一致性水平均达到了

0.8以上，这种结果达到了可接受标准 [22]。

依据内容分析法的要求，本文对14个指标中出

现二值数据“1”的频次、频率进行统计分析，以便

清晰地了解国内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命题的研究层次、

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的分布及趋势，如表5所示。

通过表5可以得出，国内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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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层次主要集中在行业或者区域层次，其所占的

比例达到样本文献的50%左右，而企业层次所占的

比例约为30%，国家层次的研究较少，仅为20%左

右。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整个国家如何提高科技人

力资源管理水平，如何构建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一

般概念模型的论述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研究方

法方面，案例研究所占的比例较低，相比其他人力

资源管理研究命题的案例数量略显不足，无法有效

指导企业实践中的运用及具体操作，理论研究的比

例占到全部样本文献的80%以上，结合研究层次的

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出：理论研究中的主体都是基于

某个特定的行业或者特定区域，分析其科技人力资

源管理的现状，从其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或者人力

资源六大模块中某一个部分出发探讨其发展与改进

的对策及建议，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缺乏一般

性的理论范式的构建，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中国科

技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体系。同时表5中的分析结果

也反映出现有的研究严重缺乏数理实证性的论述，

无法有效验证理论中的假设，也因为科技人力资源

管理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概念的

定量化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来看，国内研

究的焦点聚集在科技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创新与完

表4  各类目指标编码一致性水平

类目指标  编码一致性水平

研究层次

企业层次 1

行业或者区域层次 0.97

国家层次 0.98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 0.98

理论研究 0.91

数理实证研究 1

研究主题

科技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弹性工作制、股权激励等） 0.92

科技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人力资本投资等） 0.90

科技人才的评价与考核（人才素质测评、胜任力研究等） 0.99

科技人力资源的招聘与选拔（人才引进机制等） 0.89

科技研发或攻关团队的管理建设（团队管理、团队领导等） 0.90

科技人力资源的薪酬体系与管理（宽带薪酬等） 1

科技人力资源的配置与流动（人才流动、人才保留等） 0.92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创新、绩效） 1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范式（概念的明晰、理论的发展） 0.95

表5  各类目指统计频数及频率

类目指标 频数  频率

研究层次

企业层次 23 29%

行业或者区域层次 42 50%

国家层次 19 21%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 10 12%

理论研究 69 82%

数理实证研究 5 6%

研究主题

科技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 21 25%

科技人力资源的培训与开发 11 13%

科技人才的评价与考核 5 6%

科技人力资源的招聘与选拔 6 7%

科技研发或攻关团队的管理建设 10 11%

科技人力资源的薪酬体系与管理 5 6%

科技人力资源的配置与流动 12 17%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与其他变量关系 9 9%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范式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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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方面，在培训与开发以及配置与流动方面都有较

多的涉及，但是对于科技人力资源的招聘管理、选

拔制度、薪酬体系的设计等方面涉及较少，同时对

于研究科技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或者效率等指标同其

他相关变量之间关联的关注度不够，对于中国情境

之下的科技人力资源管理范式的构建、完善、修正

论述不足。另外，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联系，现

有研究主要是分析其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经营绩

效、企业组织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有学者从国家科

技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论述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同国

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互动关系 [23]，但是以上变量

之间的交互分析在研究主题中所占比重仅为9%。

4 结论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涉及的主题词有很多，本文

仅以“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一词为入口进行检索，

获得51篇文献，剔除报纸、文摘评论、科技年鉴等

非学术性的文献，最终获得了42篇直接相关的样本

文献，利用内容分析法进行梳理，从发表时间、论

文作者、发表期刊与学位论文所属单位以及样本文

献中的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分

析得到以下结论。

（1）1997年至2012年间，有关科技人力资源管

理的学术论文总体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09年以后

相关论文的数量有非常明显的提高。

（2）通过对样本文献的特征统计，国内致力于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学者较为分散，各主要学者所

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均在4篇以内，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国内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

权威学者，且学者对该命题的研究浅尝辄止、深入

性不够，研究较为薄弱。

（3）从发表的期刊级别上，对于该命题研究的

论文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不多，权威期刊上的

则更少，其研究水平还有待加强。

（4）关于研究层次，从最初关注企业层次的研

究已迁移至主要侧重于研究特定行业或者区域内科

技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但是缺乏一般理论范式

的构建。

（5）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的

复杂性与特殊性，定性研究依然是该命题研究的主

导方法，其中理论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案例研究

也有一定的发展，数理实证性的研究很少。

（6）在研究主题方面，关于科技人力资源的激

励机制、培养与开发都是现有研究比较关注的地

方，同时从微观上探讨影响企业科技人力资源流动

的影响因素以及从宏观上分析区域内科技人力资源

的优化配置也是现有研究的重点之一，对于其他人

力资源管理模块，例如薪酬、招聘、考核等涉及较

少。另外，对于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与其他变量之间

关联的相关分析也很少。

在科技人力资源研究中，未来的研究课题需要

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视角，从经

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涉入较少，直

接导致该命题在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薄

弱，无法形成相互支持的态势。因此，国内在开展

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同时，需要定位在与其他

学科领域交互式的应用拓展，从不同的层次、不同

的学科视角进行探索。

（2）在研究方法上，现普遍采用的是定性研究

方法，且主要囿于思辨性的逻辑推导或者理论演

绎，案例研究的比重也略显不足，所以需要突破现

有研究方法的局限，发展案例研究的方法，提高对

企业实践操作的有效指导。此外，还需进一步加强

数理实证性的研究，以提高命题研究的效度与信度。

（3）在研究主题上，缺乏国情下的科技人力资

源管理范式的构建、完善与修正，今后需要结合经

济文化制度，提炼出科技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本文的研究样本仅是从“中国知网”收录的相

关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42篇，没有对其他数据库，

例如“维普”和“万方”等进行检索，样本的数量

和类型相对有限，代表性欠全面，尚不能充分反映

整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因此，后续研究尚需扩大研

究样本覆盖范围，优化分析方法，加强跨时段的比

较分析以及与国外研究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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