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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本研究通过对2016年至2024
年间刊载于CNKI的96篇关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期刊文章进行深入调查。采用CiteSpace软件

和CNKI计量可视化工具，系统整理了相关文献的知识结构，总结了各阶段的研究热点和特征，同时对未

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预测。这一研究旨在为公共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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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attracting the research interest of more and more scholars.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th inves-
tigation of 96 journal articles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published in 
CNKI from 2016 to 2024.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and CNKI quantitative visualization tools,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relevant literature was systematically organized,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were summarized, an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were predicted.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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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u-
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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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一项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吸引着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随

着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力资源在公共部门的管理和运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旨在优化公共机构的人才结构、提高员工绩效，并确保公共服务的高效交付。这

一领域的研究背景根植于对公共组织内人力资源运作机制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人才招聘、绩效评价、领

导力发展、多元化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凸显在其对政府治理效能、公共

服务水平和社会公正的直接影响。当前的研究趋势集中在深入挖掘如何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公共服务人

才、构建创新的管理模式、应对科技变革对人力资源的挑战、提升员工满意度以及推动公共机构的现代

化管理以及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和包容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等。这些挑战为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和机遇，推动着公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为框架，通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和 CNKI 计量可视化工具，对国内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通过此分析，整理了文献的知识结构，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期刊数据库，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为检索

词，按照主题检索的方式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经过初次检索，检索出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文献共为

773 篇，为了确保样本数据的准确性，将报纸、会议等与研究主题内容相关性低的文献删除，并且设置时

间为 2016～2024 年，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96 篇。本文将这 96 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文献分析。 

2.2. 研究方法 

在论文中，我采用了两种主要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文献综述，分别是

CNKI 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和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方法。CNKI 的计量可视化分析是一种基于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使用 CNKI 的计量可视化工具，可以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的文献进行全面的统计和分析，包括文献数量、作者分布、关键词频次等方面的数据。这种分析方

法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方法则是一种基于科学

知识图谱的文献分析方法。通过使用 CiteSpace 软件，可以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文献数据转化

为可视化的知识图谱，从而揭示该领域的知识结构和关系网络。通过分析知识图谱中的节点和链接，可

以深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问题和学科交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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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这两种分析方法，可以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

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建议。 

3. 文献数据分析 

3.1. 发文量的时间分析 

从 CNKI 的计量可视化分析中的文献年度分布(见图 1)可以看出，从 2016 年到 2023 年，文献发文

量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具体来看，2016 年的发文量最高，为 26 篇。随后几年，发文

量逐年下降，到 2019 年降到了三年历史最低点，仅有 3 篇。然后，从 2020 年开始，发文量开始逐年

上升，到 2021 年达到 10 篇。但到 2022 年又出现下降，降到了 9 篇，而到 2023 年则进一步下降到了

12 篇，由于目前 24 年时间节点过短则未将 24 年的文献数据纳入研究范围。从整体上看，该领域的文

献发文量在近年来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变化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活跃度并不稳定，

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政策环境、研究热点转移、资金支持等。具体来说，从 2016
年到 2019 年，文献发文量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可能表明，在这段时间内，该领域的研究活跃度

逐渐降低，可能是因为随着学术环境的不断变化，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不断涌现，导致原有的研

究热点逐渐失去研究价值或研究热度降低，而新的研究领域和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或者又是因为

研究资金的来源和分配会对研究热点产生影响。当某些领域的研究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时，这些领域

的研究热度会增加，而其他领域的研究则可能受到限制。再者可能由于政府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会对研

究领域产生影响，使得某些领域的研究得到重视，而其他领域的研究则可能被边缘化等原因导致。这

种趋势可能会对该领域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需要引起关注。然而，从 2020 年开始，文献发文量开

始出现上升趋势。这可能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该领域的研究活跃度开始逐渐恢复。

此外，这也可能受到政策环境、资金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这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可能会促进该

领域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到 2022 年和 2023 年，文献发文量又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可能表明，该领

域的研究活跃度再次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趋势的变化和背后的原因，我们需

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相关因素和背景信息。综合来说，从 2016 年到 2023 年，该领域的文献发文量呈现

出一种波动性的变化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活跃度并不稳定，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趋势可能对该领域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

该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map of literature 
图 1. 文献年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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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作者分析 

通过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相关研究的作者分布及合作情况，不同领域的学者相互合作、交流可以丰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的内容。2016~2023 年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作者知识图谱见图 2，该合作图谱显示 N = 122，E = 
50。N = 122：这表示在作者合作网络中，有 122 个节点(通常代表作者)，节点的大小与作者发文数量呈

正相关。E = 50：这表示在作者合作网络中，有 50 条边。边通常代表合作关系，表示两个作者之间存在

某种合作或共同发表论文的关系。Density = 0.0068：密度值介于 0 和 1 之间，表示网络中节点之间的连

接紧密程度。密度值越接近 1，表示节点之间的连接越紧密；而密度值越接近 0，表示节点之间的连接越

稀疏。在这个例子中，密度值为 0.0068，意味着节点之间的连接非常稀疏。综上所述，这些数值描述了

一个包含 122 个节点和 50 条边的作者合作网络，但这个网络的密度非常低，节点之间的连接非常稀疏。

这可能意味着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不频繁或紧密。综上，建议今后各研究团队加强合作与交流，强化研究

质量和影响力，从而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Figure 2.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author knowledge map 
图 2.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作者知识图谱 

3.3. 文献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分析 

文献的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是衡量文献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它们分别代表了文献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和受关注程度。被引频次是指某篇文献被其他文献引用的次数。在学术界，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越高，

说明该文献的质量和价值越高，对学术界的贡献也越大。被引频次是评价文献质量和学术价值的重要指

标之一，通常被用来确定学术界对文献的认可程度和影响力。被引频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学

术界对文献的认可和重视程度。当一篇文献被多次引用时，说明它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观点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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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些内容对于其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被引频次是衡量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依据之一，也

是科研评价中常用的评价指标之一。下载频次则是指某篇文献被下载的次数。在学术界，一篇文献的下载

频次越高，说明该文献的受关注程度越高，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力也越大。下载频次反映了读者对文献的需

求和关注程度，因此也是衡量文献价值和影响力的指标之一。与被引频次相比，下载频次更多地反映了读

者对文献的兴趣和需求。当一篇文献被大量下载时，说明它涉及的内容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或者具有很高的

实用价值，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因此，下载频次也是评价文献价值和影响力的重要依据之一。

总之，文献的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都是衡量文献价值和影响力的常用指标。被引频次主要反映学术界对文

献的认可和重视程度，而下载频次则更多地反映读者对文献的兴趣和需求。通过了解这些指标，我们可以

更好地了解文献的价值和影响力，从而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和科研评价。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

进行整合，见表 1。从文献被引频次来看，张再生、白彬、唐素梅、肖家美、张志胜、江露、宋振海、吴春

雷、陈文静等人的文章被引频次较高。其中，被引频次及下载量最高的是张再生；白彬的文章《治理能力

现代化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被引 33 次、下载 1792 次；其次是唐素梅、肖家美、张志胜的《基

于期望理论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研究》，被引 30 次、下载 1070 次，该文对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管理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并强调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正向激励的重要性，详细阐述了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激励机制的类型和特征，同时也给到了人力资源管理中激励机制实施的建议；再次是

江露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激励机制》，被引 28 次、下载 1198 次，其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

本质属性作出了解释，同时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机制在当下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最后结

合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国外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的成功经验对完善我国激励机制提出建议。

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这些文章无疑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点。它们不仅对先前的研究进行了

更正、总结，还为我们提供了未来的展望。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和未来

发展趋势至关重要。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们可以获得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启示。这些文章的价值在于它们所提出的新的观点、新的思路，以及对于该

领域的新的认知和理解。它们将有助于推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进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力

的理论支持。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这些文章，认真阅读并思考它们所提出的观点和思路，以推动公共

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Table 1. Analysis of literature citation frequency and download frequency 
表 1. 文献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分析 

序号 文章名称 作者 发表年份 被引频次 下载量 

1 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变革 张再生，白彬 2016/1/15 33 1792 

2 基于期望理论的公共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激励机制研究 唐素梅，肖家美，张志胜 2016/4/20 30 1070 

3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 
激励机制 江露 2018/8/2 28 1198 

4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分析 宋振海 2018/6/5 20 745 

5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 
理论与实践前沿问题探讨 吴春雷 2016/8/29 17 726 

6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 
激励机制研究 陈文静 2018/3/5 17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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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ap of the institution that issued the document 
图 3. 发文的机构图谱 

3.4. 发文机构分析 

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文献为基础，通过文献计量法对发文的机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见图 3。
图中节点代表研究机构，连线代表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数据表明，关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

究的发文机构共 93 个，发文最多的机构是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长春工业大学，

分别发文 4 篇；其次是哈尔滨商业大学，发文数量为 3 篇；再次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东北农业大学、广西大学、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机构。从数据可以看出，

机构类型主要以高校为主。该图谱中 N = 93：这表示机构图谱中有 93 个节点。在此文中，节点通常代表

研究机构。因此，这意味着有 93 个不同的研究机构参与到被分析的研究领域中。E = 27；E 代表边的数

量。在机构图谱中，边通常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如共同发表论文、合作研究项目等。E = 27 表示

在这 93 个机构之间存在 27 条合作关系。Density = 0.0063：密度是一个用于描述网络中节点之间连接紧

密程度的参数。它的值介于 0 和 1 之间，越接近 1 表示节点之间的连接越紧密，越接近 0 表示节点之间

的连接越稀疏。Density = 0.0063 表示这些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非常稀疏，也就是说，在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管理研究中的发文机构大部分都是独立发文，虽然有一些机构之间存在合作，但整体而言，机构之间

的合作并不广泛或紧密，还需要加强机构间的合作与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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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分析 

4.1. 关键词频次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的核心所在，它们代表了文章的主题。通过运用规范化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方

法，我们可以迅速地确定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快速了解该领域

的最新动态和趋势，为相关研究和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用 CiteSpace 软件对“Keyword (关键词)”进行

分析，对纳入本研究的 96 篇论文样本进行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分析，得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关键词共

现分布的可视化图谱(见图 4)。 
 

 
Figure 4. Visual map of co-occurrenc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ct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keywords 
图 4.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关键词共现分布的可视化图谱 

 
N = 87：这表示关键词图谱中有 87 个节点，代表 87 个不同的关键词。E = 120：E 代表边的数量，表示

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或共现关系。E = 120 表示 87 个关键词之间存在 120 条关联关系。Density = 0.0321 表示

关键词之间的连接相对稀疏，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聚集趋势。Q = 0.06124：Q 是一个用于衡量网络模块化程度

的参数，其值介于 0 和 1 之间。Q 值越接近 1 表示网络结构越明显，关键词之间的聚类效果越好。Q ＝ 
0.06124 表示关键词之间存在一定的聚类趋势，但聚类效果并不显著。S = 0.9774:S 是一个用于衡量网络整体

的离散程度的数，其值介于 0 和 1 之间。S 值越接近 1 表示网络中关键词的分布越离散，相反，S 值越接近

0 表示关键词的分布越集中。S = 0.9774 表示关键词的分布比较离散。这些数值参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关键

词之间的关联和聚类情况，进一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主题和热点。根据图 4 能够看出“公共部门”、“人力

资源”、“激励机制”、“外包”的节点明显大于其他关键词，意味着其是该领域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

其他关键词以更紧密且广泛的方式连接在核心议题周围，共同构建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本架构

与知识网络。这种网络结构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该领域的理解，同时也为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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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考。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通过对节点信息进行了汇总，深入分析，整理出了前十位

的最高频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的出现频率高，代表性强，为我们提供了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详见表 2。 
 

Table 2. Top ten most frequent keywords and their frequencies 
表 2. 前十位的最高频关键词和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公共部门 63 0.95 6 对策 4 0.03 

2 激励机制 11 0 7 公务员 3 0.02 

3 人力资源 8 0.01 8 创新 3 0 

4 问题 4 0 10 管理 3 0 
 

关键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度是评估其在知识网络中地位的两个重要指标。频次直观地反映了关键词

的出现频率，即其受关注的程度；而中介中心度则更深层次地揭示了关键词在引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一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越高，意味着它在知识网络中扮演的“桥梁”角色越重要，连接着众多其他关

键词，是知识流通和传播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分析知识网络时，我们不仅要关注关键词的频次，以了

解哪些话题是热点；更要重视其中介中心度，以把握哪些关键词在知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

用，进而深入挖掘它们对整个知识网络结构和知识流动的影响。这些关键词不仅揭示了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管理领域的研究现状，也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通过深入研究这些关键词的关联关系和演变趋势，

可以更好地把握该领域的发展动态，为相关决策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Figure 5.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5. 关键词共现图谱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11306


罗庭伟 
 

 

DOI: 10.12677/sd.2024.1411306 2750 可持续发展 
 

首先，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我们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关键词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然

后，利用这些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以关键词为聚类依据，有助于将相关研究按照主题进行分类。这种

方法不仅有助于整理和理解研究领域的复杂性，还能够提炼出研究的核心主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

方向。CiteSpace 的运行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指标，其中 Q 值为 0.6124，S 值为 0.9774。这些值是评价

关键词聚类效果的重要指标。Q 值是用于衡量网络模块化的指标，而 S 值则用于评估网络的紧密性。在

这里，Q 值大于 0.3，S 值大于 0.5，表明关键词聚类图谱的效果较好。这意味着我们所得到的关键词聚类

结构合理，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现状。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发

现了一些显著的聚类群体，这些群体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如图 5 所示，此次关键词聚类共产

生个 5 核心聚类群，分别是＃0 公共部门、＃1 期望理论、#2 人力资源、#3 创新、#4 公务员。 
随后再通过对不同聚类标签下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将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与关键词聚类汇总表相

结合，得到了目前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相关的研究热点： 
1) 期望理论研究 
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期望理论作为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在理解和优化组织内人力

资源运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基于一种心理动机模型，用以解释和预测员工的行为与工作绩效[1]。
期望理论提供了深刻理解员工对于激励机制的期望如何影响其工作动机和投入。在公共部门，激励机制

涉及薪酬、奖励、晋升等方面，而期望理论有助于揭示员工对于这些激励手段的期望水平及其对绩效的

激励程度。通过深入分析期望与实际得到的激励之间的匹配程度，组织可以更精准地制定激励策略，提

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投入度。同时，期望理论关注公共服务意识对于员工期望的影响。在公共部门，

员工通常具有较强的公共服务意识，对于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的期望也相应提高。期望理论通过研

究员工对于组织使命和公共价值的期望，揭示了这些期望如何塑造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对组织的忠诚度。

这有助于公共部门组织更好地理解员工的动机来源，激发其对公共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总的来说，期望理论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为深刻理解员工的期望、动机和行为提供

了丰富的理论支持。通过运用期望理论，研究者能够更好地洞察公共部门员工的心理状态，为组织提供

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这一理论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共部门的绩效和效率，也为员工个体的职业

发展和满意度提供了更多关怀和支持。 
2) 人力资源管理对策研究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对策研究，关注于如何优化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配置与管理，以应对

日益复杂的行政环境和提升公共服务效能[2]。这一研究领域集成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旨在解决公共

部门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挑战，如平衡预算限制和员工期望、提高组织透明度和公平性、促进多样性和

包容性，以及增强员工动机和绩效等。对策研究着重于开发和评估各种人力资源管理工具和策略[3]，比

如创新的招聘流程以确保吸引合适的人才、定制化的培训和发展计划以促进员工成长、绩效管理系统以

提升工作效率，以及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以满足不同员工的需求。同时，研究还着眼于构建和谐的劳动

关系和完善的组织文化，以维护组织稳定性和提高员工满意度。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价值

观的变迁，对策研究亦考虑到如何利用数字化工具改进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管

理多元化的员工队伍。通过这些研究和实践，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不仅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当下的挑战，

还能够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前瞻性的策略和解决方案，从而推动公共管理的整体进步和创新。 
3) 创新性研究 
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创新性研究正引领着管理实践的新潮流。这一研究方向聚焦于探索

和推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策略，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组织环境。在招聘和选拔方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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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研究致力于运用先进技术和数据分析手段，以提高招聘效率和选拔准确性。培训与发展领域，研究

者关注采用在线学习、虚拟培训等新兴方式，提升员工技能，确保其适应不断发展的工作要求。绩效管

理方面，创新性研究致力于构建更灵活、有针对性的绩效评估机制，将个体和组织目标更好地融入绩效

考核体系。激励机制的研究探讨以员工参与和个性化奖励为基础的创新激励方式，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

和积极性。此外，创新性研究还关注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以优化人力资源决策和提高管

理效能。通过开展前沿研究，创新性研究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为推动管理

实践的现代化和智能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4) 公务员绩效管理研究 
公务员绩效管理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公务员个人的职业发展，

还对整个公共部门的运行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公务员绩效管理进行研究，对于提

升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推动公共部门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众期待的

提升，公务员绩效管理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如何设定公正透明的评价标准、如何确保绩效反馈的有效沟

通，以及如何将绩效结果与个人职业发展及激励措施相链接等[4]。当前的研究强调采用多源反馈、360 度

评价和目标管理等手段来提升绩效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时，也关注绩效管理过程中的技术应用，

例如利用信息技术来简化评价流程、提高数据分析质量和加强绩效追踪[5]。此外，研究亦提倡建立一个

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文化，鼓励公务员积极参与个人目标的设定，以提高他们的工作动机和满意度。在

理论和实践层面，公务员绩效管理的研究不断深入，旨在发展出更加科学、合理且符合公共部门特性

的绩效管理体系，从而促进政府机关高效运作，满足公众对高标准服务的期待，并实现公共资源的有

效利用。 

5. 结语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可视化分析方法，对 2016~2024 年来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发展历

程进行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始更加重视，在确定了公共部门人力资

源管理这项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也识别了几个关键的研究方向，例如：绩效管理、激励与奖励机

制、人力资源管理、外包行业管理等。此外，关于人力资源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在人员配置决策中的应

用也需进一步探讨。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探索这些缺口，并考虑如何将新兴技术整合到公共部门的人力

资源管理中。同时，对于公共部门特有的伦理和责任问题，如公平性、透明度和包容性，也需要更多的

关注和研究。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推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的创新，为建设更加高效、

公正和人性化的公共管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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