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730-73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72228  

文章引用: 齐蕊.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路径探究[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7): 730-734.  
DOI: 10.12677/ecl.2025.1472228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 
建设的路径探究 

齐  蕊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8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10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1日 

 
 

 
摘  要 

在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入的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正经历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数据化的变革，在面

临转型挑战的同时也迎来创新发展的机遇。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管理模式的重塑效应，系统探讨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战略意义，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实施策略。研究表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

设通过智能系统自动化运作、数据驱动决策等机制，能够显著提升组织管理效能、驱动绩效增长并促进

创新生态构建。但当前企业普遍面临规划系统性缺失、员工数字化技能断层、数据安全防护薄弱等挑战。

对此，本文提出适合企业发展需求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实施路径。本文旨在通过理论建构与路径设计，

为企业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增强核心竞争优势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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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models to intelligent and data-driven ap-
proaches, facing both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shap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ls, this pa-
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HRM informationiz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HRM informationiz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fficiency, drives performance growth,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ecosystem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automated intelligent system 
operations and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However, enterprises currently face challenges in-
cluding a lack of systematic planning, employee digital skill gaps, and weak data security protection.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HRM informationization that align with 
enterprise development need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HRM efficiency and enhance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theoretical construc-
tion and path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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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企业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方式。数字化转型已

经成为企业适应时代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指从信息化转变为数字化引

发的一系列适应性管理变革过程或状态，是企业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性管理变革活动[1]。人力资源管

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数字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在信息处

理、流程效率、决策支持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难以满足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求。为适应新时代

市场要求，企业需运用科学规范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平台来提升管理效率，进而降低企业成本、规范

运营发展[2]。信息化建设是现代企业实现未来生存与成长目标的必然趋势[3]，因此，探究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信息化的路径，对于推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意义 

在针对数字化转型的学术研究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商业模式、业态创新、技术变革、商务智能、

数字营销等主题，而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考察相对不足[4]。事实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重塑了企业管理模式，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核心职能

之一，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重构了人才招聘、绩效管理、员工培训等传统人力

资源管理流程，更催生了数据驱动决策、智能化员工体验等新范式。顺应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变革趋势，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变得越来越数字化[5]，因此有必要探究该背景下进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

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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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提升组织管理效能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能够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运营效能[6]，数字化

技术的应用模式能够在多方面为提升组织效能与优化管理流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智能人力资源管理系

统(HRMS)的部署实现了招聘、培训、绩效评估等核心模块的自动化运作，大大提高了流程效率，减少了

人为错误。同时，数字化技术还使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更加便捷，为企业的人力资源决策提供

了更加准确、及时的数据支持，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与竞争力。数字化技术驱动的流程革新使事

务性工作占比显著降低，人力资源部门聚焦战略决策，推动管理效能系统性提升。 

2.2. 提升组织绩效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下，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e-HRM)成为驱动组织绩效提升的重要引擎

[7]。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e-HRM 可以通过可视化人力资源规划、数字化绩效考核及网络化人才招

聘配置等实践举措，有效驱动组织绩效提升。具体而言，借助大数据建模与动态可视化工具，企业能够

精准匹配人力资源配置与业务战略需求，有效降低人力错配带来的隐性成本；同时通过多维数据采集信

息实时反馈机制，构建“评估–改进–激励”的绩效管理体系，持续激活个体价值创造动能；此外依托

算法匹配与全域人才网络，不仅实现人岗配置效率的优化，更将管理延伸至人才培养环节，显著减少关

键岗位的人才损耗。这种数据驱动的管理模式不仅能够提升效率，更能推动组织从经验决策向战略化、

敏捷化决策转型，最终实现人力成本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与组织绩效的系统性提升。 

2.3. 促进企业创新 

在组织中实施 e-HRM 有助于组织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8]，e-HRM 中信息技术的采用和虚拟组织的

应用对组织创新均有正向预测作用[9]。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e-HRM 通过构建动态知识网络系统提

升组织创新能力。其信息技术架构依托云计算与异构数据融合技术，支持跨层级虚拟团队实时协作，打

破隐性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实现经验碎片的结构化整合与创新要素的定向流动。虚拟组织模式借助任

务型社群的模块化配置机制，通过智能算法匹配人员技能与创新需求，形成动态优化的资源组合策略。

同时，e-HRM 平台支持的开放式创新机制降低试错成本，通过培育数据驱动的决策文化与扁平化协作生

态，系统性增强组织持续创新能力。 

3.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多数企业已经意识到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价值。在全球化竞争加剧与远程办

公普及的双重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更为迫切。然而许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10]，
如信息化建设规划缺乏系统性、员工数字技能不足、缺乏专门人才、数据安全存在隐患等。 

3.1. 信息化建设规划缺乏系统性 

许多企业在推进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时，缺乏整体规划与战略性思考，往往仅基于当前需求开

展系统建设，导致各个业务模块之间缺乏有效的集成和协同机制，形成了数据壁垒分明的信息孤岛，降

低了业务流程的效率。同时，企业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发展需求和数字化

转型战略。由于缺乏对组织未来业务场景、管理模式变革的前瞻性预判，所构建的信息系统普遍存在扩

展性与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当企业面临业务规模扩张、管理架构调整或数字化转型深化等场景时，现有

系统难以通过灵活迭代满足新需求，进而成为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瓶颈，无法满足企业未来发展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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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化技能不足、缺乏专门人才 

当前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普遍面临员工数字化技能与岗位需求脱节的问题。一

方面，基层员工对智能化人力资源系统的操作应用能力有限，难以高效完成数据录入、流程提报等基础

工作，导致系统使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中高层管理者缺乏数字化管理思维，在战略规划、决策制定

过程中难以将数据驱动理念与管理实践深度结合，制约了数字化工具对管理效能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

的是，企业缺乏既懂人力资源管理业务逻辑、又精通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专门人才。这类人才需同时具

备人力资源管理业务能力、数据建模分析能力以及系统运营优化能力，但多数企业现有的人才结构中，

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多缺乏技术背景，IT 人员又难以精准把握人力资源管理需求，导致系统建设与业务

场景脱节、数据价值挖掘不充分等问题频发，成为阻碍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核心问题。 

3.3.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存在隐患 

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过程中，企业收集和存储了大量的员工个人信息和企业人力资源数据，这些

数据一旦泄露，将给企业和员工带来严重的损失。部分企业跨部门数据交互尚未建立完善的审批流程与

脱敏规则，导致员工隐私信息过度暴露。然而，目前许多企业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存在不足，缺

乏有效的数据安全管理措施和技术手段，如数据加密、访问控制、备份恢复等，导致数据安全风险较高。

同时，部分企业数据安全应急响应机制不完善，难以在泄露、入侵等风险发生时快速处置，不仅可能引

发法律风险，还会削弱员工对数字化管理的信任，制约转型推进。 

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策略 

4.1. 制定科学合理的信息化建设规划 

企业推进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需以系统性规划作为基础支撑。企业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和

数字化转型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规划。首先应建立战略导向的规划框架，将

信息化建设与企业中长期发展目标、数字化转型战略深度结合，避免仅基于短期业务需求开展系统建设。

规划过程中需强化前瞻性设计，充分考量企业未来业务扩张、组织架构调整等潜在需求，在系统架构设

计中预留数据接口与功能扩展空间，提升系统对业务变革的适应性。同时还应充分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

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预留系统的扩展性和升级空间，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4.2. 提升员工的数字化素养和能力 

员工数字化素养与能力的提升是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核心路径。企业需构建分层分类的能力

培养体系：针对基层员工，聚焦于智能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操作、基础数据处理等应用技能培训，通过

标准化操作手册以及场景化模拟训练等方式，提升其系统使用效率与数据录入准确性；对于中高层管理

者，需要重点强化数字化管理思维培养，通过案例研讨、战略沙盘等形式，推动其将数据驱动理念融入

管理决策与流程优化实践。与此同时，企业需着力培育兼具人力资源管理业务逻辑与数字化技术的复合

型人才。此外，企业可以建立数字化能力认证机制，将员工数字化技能掌握程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此

外企业还应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信息化建设，提出合理化建议，营造良好的数字化文化氛围。 

4.3. 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构建全链条数据安全防护体系。首先企业应该实施数据分类管理，对

员工敏感信息采取差异化保护，通过权限管控、加密传输等技术手段阻断安全漏洞。在采用第三方云服

务时，需在协议中明确数据存储、跨境传输的合规要求及追责条款。跨部门数据交互需建立脱敏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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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流程，对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进行动态掩码处理。同时完善应急响应体系，通过定期漏洞扫描、攻

防演练提升风险处置能力。此外，将数据安全要求纳入员工行为规范，通过制度约束与技术防护结合，

筑牢数字化转型的安全防线。 

4.4. 建立有效的信息化建设评估机制 

企业推进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需要构建覆盖全周期的评估机制保障实施效果。首先企业应该

建立多维度评估指标体系，从战略匹配度、业务支撑力、技术适应性等层面设置量化指标，避免评估维

度单一化。评估流程需贯穿规划、建设、运维全阶段：规划阶段重点评估需求分析的全面性与技术方案

的可行性；建设阶段跟踪模块开发进度与质量管控情况；运维阶段通过用户满意度调研、系统故障率统

计等方式持续监测运行效能。同时，企业可以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独立评估，结合行业基准数据进

行分析，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此外，企业需建立评估结果的应用机制。将评估发现的问题纳入迭代

优化清单，通过定期复盘推动系统功能持续升级。通过“评估–反馈–优化”的动态循环，实现信息化

建设与企业管理需求的持续适配，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长效保障。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不仅是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技术工具的升级，更需要企业从

管理思维、业务流程到人才结构进行全面调整。企业需要认清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主动利用新技术优化管理效率，同时关注员工需求，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人文关怀。此外，政策支

持、行业协作与社会资源的多方支持，能够为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只有将内部创

新与外部支持有机结合，企业才能在数字时代抓住机遇，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未来，随着人工智能、

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人力资源管理将迎来更多的创新可能，如何在技术应用中保持人性化管理，仍是

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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