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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方方面面，颠覆和革新了传统意义层面

上的政府管理方式和运作逻辑。人工智能技术依托于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终端等在内的

基础设施，极大地促进了公共部门信息数据筛选处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部门自身内部人力

资源管理的自动化和科学化水平。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嵌入我国公

共部门的内部管理实践仍存在诸多潜在风险和问题尚待思考和解决。因此，一方面，本文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在当前我国各个部门的实际应用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系统梳理，挖掘当前阻碍人工智能融入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本文将基于人工智能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人工智能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应用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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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t gradu-
ally penetrates all asp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ubverting and revolutionizing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log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ly-
ing on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Internet of Things, mobile terminals, 
etc., has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data screening and processing, and also 
to a certain extent promoted the automation and scientific level of the public sector’s own inter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owever, due to the current lev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
ogy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embedded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practice of China’s public 
sector, there are still many potential risks and problems yet to be considered and solved. There-
fore,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ncoun-
tered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various sectors in China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potential risks that hinder the integration of AI into the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will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 sug-
gestions based on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AI embedded in public sector human re-
sourc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I embedded in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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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重构了人们的生

产生活节奏和思维方式，同时也深刻影响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方式。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进程，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当代前沿数字技术的代表，在近

几年间迅猛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深刻改变着现有的社会发展形态和政府运作方式。当前，数字政府已

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全新形态，其目标是利用数字技术，重塑行政治理结构，优化行政管理职能，革新行

政治理理念，以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从而推动数字国家的建设[1]。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

下，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是这个时代显著的标志，一方面大数据的迅速发

展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海量的数据支持；云计算的迭代不断增强和促进了人工智能对于大数据发掘的能力；

智能算法则不断增强了人工智能的学习和反馈能力。从现实实践来看，人工智能管理对于现代政府治理

模式的转变、管理流程的优化及管理效能的提升都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效益，目前已经逐步应用于现代交

通和现代人力资源等公共管理实践当中，但是人工智能应用于现代公共管理实践仍然存在诸多潜在的风

险和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讨和解决。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刻改变了公共部门的日常管理和公共服务，并在逐步渗透和重塑

着政府组织的战略、技术、结构、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公共部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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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管理的良性互动是优化政府管理服务，助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数字化政府服务和治理能力提

升，不断满足人民数字化需求的重要保障。有效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是实现公共管理绩效的关键

组成部分，影响公共部门员工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吸引和留住合格的人才，激励员工更好地工作，

发展员工的技能和能力等。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数字化变革依赖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

能技术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在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的效率和效能的同时，其所带来的一系

列潜在问题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虽然数字政府的相关研究已然是各学科关注的重点内容，但是聚焦

于人工智能背景这一分支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将深入分析人工智能背

景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如何应对，以期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数字化变革提

供思考和借鉴。 

2. 文献综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步渗透和嵌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颠覆和革

新了传统意义层面上的政府管理方式和运作逻辑，深刻影响了当前的社会发展形态。以大数据、云计算

和智能算法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其领域研究结合的可能性研究，

学者们逐渐就人工智能技术与各领域各学科的嵌入治理展开探讨，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

目前在公共管理研究范畴内已经论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新闻和体育等多领域结合的可能性、潜在

风险以及相应治理路径。 
目前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也渐渐进入大众视野，引发了学者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论研

究。如彭剑锋认为人始终是智能人的造物主，人类应当有自信不会被智能人所控制，作为伙伴，我们可

以借助 AI 的赋能实现管理效能。同时，他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必须确立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数智化

专业与经营者思维，不仅要有经营人的人感，还要具备数字化分析和洞察力，人智匹配与协作能力[2]。
王书华等则以制造业为例，论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提出了强化统筹

规划、推广新兴技术、加快人才培养等保持制造业人力资源优势的政策建议[3]。孙刚俭基于企业的角度，

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下，企业必须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构建更为现代化、智能化、精细化的人力资源管

理模式，以强化企业管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4]。石杰琳、王俊明认为以大数据等现代

科学技术嵌入政府公共管理，不仅优化了管理技术手段，增进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性和科学

性，但同时政府也面临这一系列新的压力和风险，如消除数据依赖和数据崇拜隐患及建立数据安全责任

机制等[5]。孟庆国、鞠京芮通过构建人工智能支撑下平台型政府的技术框架来具体展示人工智能对于平

台型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认为单从对组织层面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共部门会加速促进平台

型政府的形成，从而对组织的决策过程和组织管理的灵活性等方面能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6]。陈鼎祥等

详细阐释了人工智能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模块的实际应用场景，并构建了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外

部环境层面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理论模型建构，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提供

了一般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7]。然而目前就人工智能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这一细分板块的研究

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深入分析人工智能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及如何应对，

以期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数字化变革提供思考和借鉴。 

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属性及特征 

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概念最早起源并应用于企业管理，后来经过不断的演进和发展逐渐扩展到了公共

部门的研究领域，虽然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借鉴了大量企业管理的科学，但是公共部门的人力资

源管理与私营部门仍旧存在根本的区别，具体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8206


乔卓凡 

 

 

DOI: 10.12677/mm.2024.148206 1774 现代管理 
 

3.1. 公共性 

公共性是区别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和私营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特征，同时也是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的本质属性。对于私营部门而言，其驱动导向始终是以利益最大化为价值目标，更关注私

营部门自身价值利益需求的实现和扩大。相较于私营部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属性，公共部门

在从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活动中始终是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最高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

追求[8]。也就是说，公共部门存在的根本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这也代表着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的首要目标要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导向[7]。同时，正是因为公共部门相较于私营部门而言更具开放性

和渗透性这一特点，使得公共部门在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可以快速地识别并响应公众的公共需

求，也代表着技术的迭代、经济的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变动往往会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产生极大

的影响[9]。 

3.2. 服务性 

服务性不仅仅体现于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同样也体现在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

产品，属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属性之一。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服务属性脱胎于其公共

性。私营部门在提供服务时是以获取经济利益报酬为价值目标，即私营部门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时是以人力资源的回报率为衡量标准，而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旨在提高公共人力资源的素质，从

而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为公民更好地服务。也正是公共部门服务性这一属性，要求公共部门

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追求，以公共利益的实现和公众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

感为第一衡量标准。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也意味着技术理性始终不能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要平

衡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应用人工智能所要思考的关

键问题。 

3.3. 复杂性 

公共部门组织具有官僚制组织结构的特征，在这样的组织结构背景下，严格遵循完整统一的原则。

各级公共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和权限具有明确的划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明确界定各地方的人力资

源管理权限即职责范围。同时，公共部门的公共性要求也决定了与私营部门相比，公共部门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对于公务人员的个人道德素养和政治觉悟的要求更加严苛。虽然私营部门在人力资源招聘、

培训等方面依旧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但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工作属性及影响范围决定了公务人员的

个人素质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更大，所以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人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更为重

要。 

3.4. 稳定性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相较于私营部门而言更具有稳定性的特点， 这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的结构本

身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具有官僚制组织结构的特点和属性。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

理具有明确严格的原则和约束条件，不仅明确要求公共部门招聘、考核、晋升和解聘等一系列完整的流

程和规范程序，并且规定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任何环节的更改和变动都要由相应的立法机关开

展进行。一方面，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稳定性这一特点使得公务人员在招聘、选拔、考核、晋升、解

雇等一系列环节更加稳定，可以保持公共部门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的长效稳定。但同时也使得公共部门

的人力资源管理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难以像私营部门一样开展组织变革和调整。人工智能的合

理运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性和即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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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风险与挑战 

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会受到颠覆，人工智能技术在带来管理效率提

升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潜在的隐患和风险。 

4.1. 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在提高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和效能的同时，

也会带来一系列数据安全隐患和风险。人工智能技术所依靠的是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算法，其中数据

信息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基础和支撑。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数据相较于私营部门人才数据库而言，不仅

数据体量更大，并且其所涉及的信息更具敏感性和重要性等特点，再加上数据信息泄露属于不可逆的风

险，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数据泄露其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后果是不可估量的。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于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信息的存在不当存储导致的数据泄露，一旦关键的国家涉密岗位的人事数据泄露，不仅会

极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甚至会对国家数据主权和国家政治安全都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另一

方面，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政府治理的现实实践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提供者对于个人信息保

护及储存尚未构成明确清晰的程序和规则。由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信息数据的体量庞大，且更具敏感性

和重要性，往往会出现个人数据在未得到当事人的知情时擅自储存，这样不仅会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信

息隐私权，一旦发生数据泄露，不仅对于组织的良性运转造成打击，对于国家数据主权也会造成不同程

度的威胁和损害。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信息的储存时间期限也尚未出台明确的规

定和管理办法，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信息面对着信息的无限储存和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所造成的信息

泄露风险。总而言之，人工智能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会涉及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因此，如何有

效规避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数据泄漏和个人信息曝光应当是当前值得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这对于人

工智能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价值。 

4.2. 技术过度依赖和公共价值削弱风险 

人工智能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使得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朝着科学化、精细化和标准化的

方向发展，一方面技术的合理运用可以使得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从传统意义上的模糊治理转向

精准治理，摒弃了公务人员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由于个人价值判断标准所导致的决策误差。另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将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从机械化和模块化的重复性政务工作中解放出来，极大

程度提高了各个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但是，人工智能技术也具有它自身所固有的缺

陷和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过度依赖于人工智能也会给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系列的隐

患和风险，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和价值冲突问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分析工具，是用于协助公共部门

开展相关工作的技术工具和手段，因此其通过智能运算所产出的相关结果也仅供于辅助参考，切勿将人

工智能作为决策的唯一来源。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除了能够带来实际管理便捷之

外，人工智能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会导致更多的诸如公共价值选择、伦理观念冲突、敏感数据外

泄等问题。因此，因此，切勿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唯人工智能化，过度依赖于人工智能带来的分析结

果。如何有效监管人工智能嵌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全流程是相关部门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4.3. 算法权力带来的技术霸权和垄断风险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人类社会逐渐步入到以数据和算法为两大基石的人工

智能时代，而作为人工智能两大基石之一的算法正日渐成为新的权力形式，即算法权力[10]。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的大数据具有体量巨大、结构多元以及类型多样等特征，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智能算法，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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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大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处理，一方面使得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数据处理

的速度和效率更加快捷，另一方面，智能算法具备自己的一套严格的处理程序和流程，在程序更优的同

时可以达到结果更精确的目的，这对于优化组织结构，推动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变革具有重要意义[7]。
然而，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技术权力，有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它通过其高技术性、复杂性、不透明性将自

身的强制性特征隐形化，为算法技术权力的隐性运作提供了空间和条件[11]。因此，算法权力的出现在为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赋能的同时，也存在激发技术与社会系统之间矛盾。一旦过分依赖于智能算法不仅导

致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出现丧失自主性、社会公平性缺乏等威胁，同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数据的存储

安全和个人信息数据的隐私安全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12]。很大程度上存在被算法资本垄断的风险，从而

使得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数据处理和运 用由人占据主导地位扭曲为以智能算法占据主导地位的风险，这对

于关键数据信息的存储、公众舆论导向、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必

须从制度和法律规制的层面对于智能算法权力的产生和发展予以有效地规制和制约，充分发挥国家层面

的监督监管作用，合理利用智能算法，坚决抵制和抑制技术霸权的产生。 

5. 人工智能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治理路径 

5.1. 建立健全公共部门数据安全管理机制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大数据信息的储存和保护对于维护公共部门员工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力量，以

及维护国家的数据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数据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基础，一旦泄露不仅会涉及公共部

门的公信力问题，还会极大损伤个人与公共组织间的信任，甚至会危及国家的数据主权和政治安全。因

此，必须从数据的收集、处理、储存等全流程建立和完善全链条的管理机制。应当建立健全数据的分级

管理机制。在围绕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实现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在数据的收集的源

头，应当完善和明确简历个人信息征求的知情–同意规则，并明确阐述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程度、用途

目的以及潜在风险，以充分维护个人信息知情权[13]。此外，一方面，针对高级涉密数据，如关键的公共

部门的人事任命通知等涉及国家信息主权和信息安全的信息，应当排除于人工智能可设计的数据场域；

另一方面，针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信息应当按照重要程度和涉及范围大小强弱，划分为一般

数据信息和敏感数据信息展开分级管理，通过明确设立不同的保护等级和保护措施，以实现对个人信息

的分级保护，合理利用数据资源。 

5.2. 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道德引领 

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不断迭代和快速发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数据不仅涉及政府内部人事数据，

还牵扯到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等数据。由于人工智能在公共部门数字化治理中对于数据信息的无差别识

别采集，使得隐私泄露、过度采集以及数据滥用等问题愈发严重。因此，强化公共部门数据安全道德规

范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增强人工智能模型的自律，即在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端坚持正确的公共价

值引领。由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对于人工智能嵌入公共部门的伦理价值

问题尚未得到清晰明确地认识，所以必须在源头展开治理。正所谓算法的应用不是目的，而是捍卫国家

利益、保护公民权利的工具[14]。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中要始终贯彻和遵守透明公开、用户导向、隐私保护

以及数据安全等伦理原则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公共部门应当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所贯彻遵循的基本

伦理价值进行清晰和明确的阐释和说明；另一方面，就人工智能技术应当遵循的价值规范，对其研发人

员及研发团队的伦理价值教育培训，并定期不定期地展开相应的培训和抽检工作。伦理价值教育作为一

条贯穿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应用全过程的价值基线，只有严格规范和科学把控，才能正确地将一项科学技

术用于指导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在源头防范和抵制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技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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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部门公共价值的腐蚀。 

5.3. 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安全法律保障 

应当建立健全政府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健全政府数据安全治理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基本

法律，并明确政府数据安全管理标准，使得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大数据的管理实现有法可依。在此基

础上，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参与公共部门事务管理时的责任界限，并加强人工智能参与公共部门数字化

变革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数据收集存储、交易处理、使用等全过程管理的专项法律法规；另一方面，

监督和加强政府数据的安全执法。公共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政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法律的要求和规定，依

法开展政府数据安全治理工作，特别是对于公共部门数据管理的全链条安全执法，加大对数据的不当存

储、过度采集以及数据滥用等问题的处罚力度，加速和促进政府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地和实施。 
同时，应当健全政府数据安全的全链条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事前的风险识别和防范机制、事中数

据风险的评估和追踪机制以及事后的数据风险的安全反馈机制的全链条数据管理体系。通过风险识别和

防范，公共部门针对不同的数据风险处理的流程规则和资源使用对其进行处理；通过数据风险的评估和

追踪，严格掌握和遏制数据风险的进一步演化，适时将数据风险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以进一步提高公

共部门对数据风险精准应对；通过数据风险的持续的、动态的反馈机制，可以实现公共部门对于公共部

门人力资源管理大数据变化的实时掌握，并及时有效地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提高数据风险应对的精度

和速度。 

6. 人工智能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治理路径结论与讨论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也逐步渗透到政府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对人们的公共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样

的技术发展背景下，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模式也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尚待思考和解决，

因此加快构建以人工智能为载体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不仅是外部技术环境的

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公共部门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智能化变革的需求所致。不仅能够推动人工智能背景下

人力资源管理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发展轨道，同时也能为建立良性有效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提

供支撑，从而迎合当前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所带来的诸多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诉求。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问题挑战，本文认为当前公

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嵌入人工智能技术面临着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技术过度依赖和公共

价值削弱风险以及算法权力带来的技术霸权和垄断风险。与此同时，本文针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公共制度

体系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可以从建立健全公共部门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公共部门数

据安全管理机制以及建立完善公共部门数据安全法律保障等方面入手加以规范和解决。 
本文将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化信息与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板块有

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呼应了公共部门实现数字化变革的需求，另一方面目前就数字技术与公共部门人

力资源管理这一细分板块结合起来的研究尚未涉及，相关研究十分匮乏，因此研究数字化背景下的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理论和现实双重需求的研究主题。从研究的逻辑来看，本文先以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管理的属性切入，并深入阐释了数字化时代下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所面对的潜在问题与挑战，同时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及建议，但是对于现代数字技术是如何嵌入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

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实际的应用模块并没有详细地展开加以

列举，可能对于读者就数字技术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应用很难有真正意识上的实际认知，未

来的研究可以就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场景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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