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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业单位岗位管理的反思与优化
黄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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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事业单位运行的过程中，岗位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事业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开展具有推动意义，是
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决当前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思想认知不到位、岗位设置不合理等
问题，提升岗位管理工作效果，文章以事业单位岗位管理为研究对象，对当前岗位管理情况现状进行阐述，对管理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对如何解决岗位管理中的不足，提出健全管理体系、完善薪资分配制度等建议，希望对相关人
士提供一定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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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事业单位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岗位管理工作的实施

与开展，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促使业务工作高效进行。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当前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效果并不

理想，无法为事业单位更多发展提供动力。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本文就事业单位岗位管理的问题与优化进行分析。

1　事业单位岗位管理现状

1.1　思想认识不到位

通过对我国事业单位运行情况的分析，发现大部分

管理者都没有意识到岗位管理对单位发展、生存的重要

性，出现了岗位管理效果不佳的情况，直接影响事业单位

内部各项工作的运行与实施[1]。大部分工作人员在岗位管

理工作中，以完成任务为工作目标，以机械化的方式操作

岗位管理程序，并没有将岗位管理与实际工作结合在一

起，无法真正实现岗位设置的价值与意义。

1.2　岗位设置方面问题

在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中，出现了岗位设置不合理

的情况，无法平衡单位内部的资源，造成资源不足或者浪

费的情况出现。如部分事业单位中，管理岗位的数量多于

技术岗位或者基层岗位数量，但是因为管理人员的缺失，

无法发挥管理岗位的作用与优势。科学合理的岗位设置模

式，不仅可以平衡事业单位内部人才资源，同时可以为单

位进一步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使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中发

光发亮，促使事业单位发展。但是因为岗位设置失衡，造

成专业人员的缺失，影响事业单位建设与发展[2-3]。

1.3　人员聘用方面的问题

首先，人员聘用不合理。在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过程

中，出现论资排辈、人情岗位的问题，无法挖掘具备专业

知识与职业素养的优秀人才，为岗位管理工作开展提供人

才保障。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岗位聘用缺乏完

善的机制与政策，影响了人员聘用工作开展。人才是事业

单位发展的核心因素，只有严谨、科学的管理机制，才能

保证人才队伍建设效果，为事业单位建设发展提供动力。

由于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影响人员招聘工作效果，对岗位

管理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人才聘用后的管理问题。我国部分事业单位仍

采用传统的人员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工作，根据员工的职称

资格确定其薪资[4]。这种管理方式，忽略从业人员实际工

作情况，影响从业人员积极主动工作意识，造成岗位管理

效果不佳的情况出现。人才聘用后的管理工作十分重要，

是提升从业人员积极主动工作，提升岗位工作效果的重要

媒介。若后续工作中，仍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相关的管理工

作，将会对事业单位发展产生影响。

2　关于事业单位岗位管理问题的反思

事业单位运行的过程中，明确岗位工作内容、责任、

权限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当前事业单位岗位

工作情况的分析，发现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体现

在以下方面：第一，缺乏规范性制度与要求。事业单位岗

位管理工岗位，主要是以单位内部的岗位为主，通过岗位

设置、分析、描述、监控与评价等行为，实现对岗位的管

理，使其在事业单位运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功效与价

值，提升事业单位经营管理水平。规范性管理制度的应

用，不仅可以体现出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对该工作的重

视，同时可以约束管理人员的行为举止，保证此项工作

实施的科学性[5]。但是由于规章制度的缺失，造成种种问

题，影响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效果。第二，岗位分析与

岗位评价工作缺失。岗位管理工作中岗位分析与评价工作

的开展，可以辅助管理人员了解岗位管理效果，能够为管

理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依据。实际工作中，这一工作没有得

到管理人员的重视，部分工作人员认为岗位分析与评价工

作开展会消耗较多的时间，影响工作效率，从而影响岗位

管理工作效果。第三，信息技术应用不到位。通过岗位管

理工作情况的分析，部分事业单位会根据政府部门提出的

岗位管理策略，设置岗位比例，并没有结合事业单位实际

情况进行相关的管理工作，也没有引进相关的技术手段，

营造岗位管理工作效果[6]。

3　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开展途径

3.1　健全管理体系，规范管理行为

在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中，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

结合岗位管理工作的特点，制定完善的岗位管理体系，利

用此进行岗位管理工作，保证该工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实际工作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加强岗位设置

方面内容的管理。岗位的设置直接影响人员招聘与管理工

作效果。进行岗位设置管理时，应体现出事业单位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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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及未来发展目标，根据此确定管理岗位数量、技术岗

位数量，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后续的招聘与薪酬制度

的建设做好铺垫。第二，建立岗责制度，根据不同岗位工

作内容、权责，制定岗责制度，使每个岗位承担的责任、

工作内容变得更加规范与清晰，要求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岗位工作，提升自身的素质。第三，建立绩效考核

制度。该制度是岗位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绩效

考核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不仅可以为从业人员创造一个公

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同时可以激发其积极主动工作意识，

促使各项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因此，应结合岗位工作情

况，制定绩效考核制度，利用该制度的优势，提升工作人

员积极主动工作意识，提高管理工作效果。通过多种管理

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可以约束管理人员的行为举止，使岗

位管理工作变得有理可依，有据可依，从而提升事业单位

岗位管理工作质量与水平（图1）。

图 1　建立绩效考核制度

3.2　立足编制，设置岗位

事业单位制度的改革，推动岗位管理工作开展。实际

工作中，应以事业单位的发展情况为基础，根据做好岗位

设置工作，为后续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基础保障。事业单位

中员工的编制是根据职能确定的，在岗位设置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编制部门确定的岗位数量设置岗位，以此保证岗

位管理体系的统一性与科学性。在岗位设置工作中，可以

根据单位发展目标，对岗位数量进行适当的调整，明确事

业单位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勤人员的需求与要求。

通过综合分析，确定岗位比例，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实施与

开展。通过对岗位设置的管理，可以避免出现岗位虚设、

无人胜任的情况，使每个人都在适合的岗位中实现自身的

价值。

3.3　完善薪资分配制度，提升管理效果

在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中，健全完善的薪资分配

制度的建设，可以明确各个岗位工作之间的差异，同时能

够调动工作人员的热情，使其全身心参与岗位工作中，为

事业单位发展助力。一般来讲，事业单位主要包含管理、

技术与工勤技能三个方面的岗位。不同岗位工作人员工

作内容不同，得到的薪酬也不同。因此，应根据员工岗位

不同、岗位职责风险大小确定薪酬，实现多劳多得。需要

注意的是，薪酬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坚持公开透明的原

则，使每个岗位人员了解不同岗位薪酬组成情况，并将此

作为激励自身发展的动力，以获得更多的薪酬，提升自身

的职业能力。

3.4　引进信息技术，提升管理工作效果

在岗位管理工作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使管理工

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为岗位管理工作开展提供更

多的技术手段支持。实际工作中，需要转变管理人员的思

想观念，使其意识到岗位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并主动利用

信息技术进行相关的管理工作，优化工作流程的同时，提

升管理工作效果。事业单位可以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相关软

件系统的开发，也可以直接引入其他企业的管理系统，借

助此提升岗位管理工作水平，为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提

供驱动力。以岗位管理系统为例，该系统可以将单位内部

所有的岗位都集中在一起，通过统一管理的方式了解每个

岗位工作内容与职责，为管理人员的岗位管理工作开展提

供便利。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该系统的操作，了解岗位具体

情况，并制定人才招聘与薪酬制度，无形中提升岗位管理

工作效果，解决事业单位发展中存在的矛盾。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中，由于管理理

念、岗位设置等问题，造成管理工作效果不理想。实际工

作中，引进信息技术，转变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通过管

理体系的建设、岗位设置等方式，提升岗位管理工作效

果，为事业单位进一步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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