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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要改变当前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现状 , 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 坚持“人才资源是电力企业第
一资源”的思想观念。本文中阐述了在电力企业人力资源中培养人才对电力企业的推动作用，并探讨分析了电力企业人力
资源中人才培养的策率，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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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电力企业人力资源中，培养人才对电力企业的推动作用 

1.1 人才能够为电力企业员工树立榜样，起到带头作用。

主要是通过示范、激励和引导三个层次作用于电力企业众多的员工。首先，示范作用是指人才通过自身素质的表现，
包括言行举止、思维思路，为他人树立良好的、积极的示范，让员工们对人才以及他们的表现树立一种敬仰精神。其次，
激励作用是指人才通过自身努力为电力企业创造巨大的效益，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和能力感染和激励身边的
员工，带动他们不断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创新。最后是引导作用，是指人才可以积极引导身边的员工及时总结个人的优缺点，
并与他人进行对比，进而不断提升个人能力，促进整个员工队伍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

1.2 人才能够帮助电力企业及时应对风险，直接促进电力企业的成长。

人才对电力企业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电力企业的宏观层次。人才通过创新研发新技术，
创建或引进科学的电力企业管理模式，及时科学的分析市场信息，为电力企业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和方向，
帮助电力企业扩大盈利空间、争强电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并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2 电力企业人力资源中人才培养的对策

2.1 坚持学历和能力并重 , 创新人才选用机制 .

2.1.1 把好岗位配置关。

实行岗位动态管理 , 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的用人机制 , 健全合理的内部竞聘上岗制度 , 构筑“能者
上 ,平者让 ,庸者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用人格局 ,促进电力企业由固定用工向合同用工、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要充分考虑每个职工的专长、兴趣、爱好、性格等因素 , 因人而异 , 因地制宜 , 把每一名员工安置到最适合的岗位 , 真正
做到“岗位要求与个人能力相匹配、个人进步与电力企业发展相统一”,实现电力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2.1.2 把好人才进口关。

电力企业现有进人渠道较为狭窄 , 人员引进主要来源于高校应届毕业生。确保招聘的生源及质量。在招聘过程中 , 可
参照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模式 , 全面推行“阳光”招聘 , 加大笔试、面试的考核力度 , 特别要注重能力的测试和考核 , 真
正做到以才引人 , 实现电力企业用人从“照顾子女型”向“电力企业按需型”转变 , 确保当前电力企业急需的电力类专业
人才能够引得进来。

2.1.3 把好人才流动关。

要针对电力企业生产一线岗位缺员的现状 , 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 , 通过实行基层边远地区岗位津贴 , 明确电
力企业新进员工基层工作期限 , 城区与边远岗位定期轮换等措施 , 鼓励辅助岗位人员向生产一线岗位流动 , 鼓励富余单位
人员向缺员单位流动 , 加大生产一线人员的配备力度 , 确保生产一线岗位人员足额配备到位 , 以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工作
的需要。 

2.2 坚持理论和实践并重 ,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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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创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式。

当前人才培养过多强调培养的共性要求和整齐划一 , 培养出的人才缺乏个性和“棱角”,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
因此 , 人才培养必须认清人才生理、智力、才能、文化背景存在的个体差异 , 调整人才培养的方式标准 , 培养善于实践、
勇于创新的新型人才。要对传统培训以课堂教学、教师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加以改进 , 注重实践锻炼 , 采用师
带徒、互动式、体验式、研究式、案例式、情景模拟法、户外拓展训练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 , 丰富培训形式 , 激发学员
学习的兴趣 ,切实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2.2 创新多梯次的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电力企业发展的需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规划,有计划地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人才。
要大力实施“重要人才重点培训、优秀人才加强培训、紧缺人才抓紧培训、年轻人才经常培训”方案。既要培养一批电力
企业高层领导人员 , 也要培养充足的中层管理队伍 , 还要培养遍布供电生产经营各类岗位、数量众多的技术能手和各类标
兵 ,形成一个初、中、高逐级提高的梯次人才链 ,实现人才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2.2.3 创新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内容。

要以掌握新知识、培养新素质、提高新能力为目标 , 构建经营决策、电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能交叉融合 , 集组织、管
理和技术于一体的多元化培养内容体系 , 全面提高各类人才的政治理论、技术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素质培养方向从单纯
满足工作需要向适应长远发展转变 ,素质培养结构由单一型向复合型人才转变。 

2.3 坚持物质和精神并重 , 创新人才激励机制

2.3.1 合理利用物质激励。

IBM 公司有句名言 :“让工作业绩来说话”。员工价值的体现与薪酬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工作业绩。分配的本意并不是简
单地把工资奖金平均分配到劳动者身上 , 而是以有限的资金 , 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 从而提高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通
过加大绩效考核力度 ,实行工效挂钩 ,优化工资结构 ,逐步减少技能工资份额 ,加大绩效工资比例。

2.3.2 注重利用精神激励。

过于强调物质利益 , 会使职工的自我意识不断膨胀 , 个人欲望逐步升级 , 从而产生自私自利、见利忘义的思想 , 不能
真正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 难以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因此 , 在满足职工物质利益的同时 , 还应以精神激励来升华职工
的思想 ,激励职工的行为 ,给他们以强大的精神力量 ,使之有目标可奔 ,有方向可寻。 

3 结束语

   在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必须创新人才选用、人才激励、人才培养、人才评价四大机制 , 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和
管理力度，从而促进电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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