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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商管理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影响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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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组织管理的各个方面,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范

式与方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本文首先对有关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应用的研

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这些研究依据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员甄选(选)、员工激励(用)、员工培育

(育)及员工留置(留)四个核心模块进行分类整理。针对每一个核心模块,本文进一步围绕人工智

能技术的影响类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了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未来展

望。本研究的探讨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梳理了重点研究方向,有助于未来相关政

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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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通过机器

完成类似人类认知任务的能力,例如学习、交流和解

决实际问题[1]。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尤其是OpenAI公司于2022年构建的大型

语言 对 话 模 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ChatGPT,使其再次活跃在公众视野中。ChatGPT
作为一种基于预训练模型,利用Transformer架构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它能够根据

用户提供的问题提示或关键词句,通过理解和学习,
像人类一样交流和回答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所具备

的跨学科、多场景、多用途的通用性,推动了全新智

能产业与智能组织的兴起,重构了企业内部各要素

的组织逻辑,塑造了全新的商业生态,对于我国发展

数字经济、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

作用日益凸显[2],已成为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3]。
不同领域的学者已展开了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

研究,例如经济学领域[4],战略管理领域[5],均探讨

了技术进步对于该学科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影

响。因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工作的性质与

员工的工作内容产生的影响[6],我们迫切需要深入

系统分析其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各大模块的实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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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了人力资源管

理的外部环境,例如对当前企业劳动力需求结构[7]

和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8],降低了企业对常规职

业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企业对非常规职业劳动力

及新兴职业和岗位的需求,也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内

部各大实践模块产生了影响[9]。例如,在人员甄选

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招聘者识别并筛选符

合岗位要求的应聘者简历,并通过分析简历信息推

荐合适的应聘者。同时,人工智能可以模仿人类的

交流方式,在面试过程中充当面试官的角色,减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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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部门的甄选压力,并提供人才配置和发展建

议。在员工培育模块,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

为每一位员工生成单独的培训数据库,针对不同员

工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培训方案,并通过模拟真实

的工作场景与员工进行交互,在提高员工技术水平

的同时,帮助员工更好地获得培训体验感。在员工

激励模块,人工智能赋能的管理工具与技术可以跟

踪并识别在某些因素上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员工以及

需要的改进幅度,从而实现动态且精细化的绩效管

理[10]。总之,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在组织中的应

用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均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并引

发了一系列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现象。因此,亟需学

者们围绕人工智能技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各个

模块展开研究,挖掘新的理论视角,采用新的研究方

法,加深我们对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的认识。
基于上述重要目的,本文将梳理现有人工智能

技术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总结目前人工智

能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赋能方式,并针对现

有研究不足及中国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管理的现实

发展需求,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1 文献综述

1.1 文献搜索

本研究基于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以 AI主 题 的 检 索 词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robot、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

large
 

language
 

model、natural
 

language、deep
 

learning、neural
 

network”结合人力资源管理主题检

索词“human
 

resource、people
 

management、HRM、

HR、IHRM、international
 

HRM、employe*
 

relation*、

performance、 selection、 recruitment、 interview、

assessment、turnover、training、coaching、mentor、

socialization、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incentive、

compensation”对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领 域 重 要 期 刊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Personnel
 

Psychology、

Human
 

Relations、The
 

Leadership
 

Quarterly、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ournal
 

of
 

Behavior
 

Ethics、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进行检索,共检索出89篇文献,经过2名研究者的

筛选与校对,最终筛选出符合AI与人力资源管理相

关的研究56篇。

1.2 AI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描述性分析

1.2.1 AI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研究的发表情况

首先对AI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文献发表情况进

行统计与分析,具体结果见图1。从发表年份来看,

2019年及以后AI相关研究逐渐成为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的新兴研究热点,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2022
年之后,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其次从发

表文章类型来看,除了实证类的研究,理论建构性文

章、综述类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学者们试图围绕整个

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探究AI对于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与人力资管理从业者的各方面影响[11]。

图1 AI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论文发表情况

表1 AI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研究的模块分布

人力资源管理模块 发表数量

选(人员测评,选拔,招聘等) 21
用(员工绩效管理,薪酬管理) 12
育(员工培训,社会化,学习) 4
留(员工离职) 3

1.2.2 AI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研究的模块分布

通过对现有实证文章的统计分析,在人工智能

技术变革下,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具体内容

和形式都有所改变,例如“人员甄选”(选),“员工激

励”(用),“员工培育”(育)和“员工留置”(留)四个模

块。这四大模块是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的核心

研究方向,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核心职

能[12,
 

13]。从各个模块的发表情况来看,目前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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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员甄选和员工激励模块结合最

为紧密。

2 人工智能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研究

进展

  通过文献综述,本研究归纳出人工智能技术的

对人力 资 源 管 理 研 究 的 影 响 主 要 有 两 种 类 型:
(1)

 

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研究内容本身进行理论构

建,即针对人力资源管理中与 AI结合产生的新现

象,提出新的理论构念和理论解释;(2)
 

把人工智能

技术作为研究方法(例如:变量测量,结果预测等),
即采用新的实证方法去检验传统的理论关系。本部

分依照重点性原则与典型性原则,依据不同模块,总
结与归纳了各类型的代表性文献的研究主题、研究

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及研究结论等。

2.1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员甄选

人员甄选是组织对高潜能及高绩效人才的识别

与选拔,对企业人力资本构建具有重要影响[14]。人

员甄选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两大核心议题:(1)
 

候

选人反应—聚焦于候选人对人员甄选过程及结果的

态度、意向与行为[15];(2)
 

甄选的有效性—聚焦于人

员甄选对人才识别的精准度[16]。人工智能技术对

前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为研究内容进行理论构建

方面,对后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为研究方法改进

变量测量和结果预测方面。

2.1.1 人工 智 能 技 术 在 人 员 甄 选 模 块 作 为 研 究

内容

  候选人反应关系着候选人如何看待组织和工

作、是否接受聘用、入职意愿强度等,影响组织人才

甄选的结果。传统人才甄选下的研究主要关注人才

甄选过程对候选人公平感知的影响,以及候选人态

度(如焦虑、动机)对面试表现的影响。针对AI人才

甄选下的候选人反应,学者们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
已有研究发现甄选形式(AI面试vs人类面试)、决
策类型(算法决策vs人类决策)以及个体对AI人才

甄选的认知与态度影响候选人的反应。具体而言,
在甄选类型方面,相比传统人员甄选(如人类面试),

AI人员甄选的形式如甄选的数字化程度、基于 AI
的异步视频面试等会降低候选人的公平感知(例如:

Folger等[17,
 

18]通过实验对比发现人才甄选的数字化

与过公平感知之间存在显著的消极关系b=-0.95,
 

p<0.001),候选人感知到更消极的情绪(b=1.35,
 

p<0.001)[19];在甄选决策类型方面,研究发现相比

人类决策,算法决策下候选人的公平感知更低,进而

带来更低的求职意愿和工作接受意愿[2022];此外,候
选人对AI人员甄选(AI面试)的道德感知会影响候

选人的组织信任的判断(β=0.64,
 

p<0.001)[23]。
少量研究发现,采用AI人员甄选的公司,候选更倾

向于 认 为 该 公 司 的 创 新 性 更 强(b=0.45,
 

p<
0.001)[16]。整体而言,由于候选人的 AI人员甄选

的不熟悉、AI人员甄选过程缺乏人际互动等原因,
多数研究发现相比传统人员甄选,AI人员甄选下候

选人的消极反应较为凸显。

2.1.2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在 人 员 甄 选 模 块 作 为 研 究

方法

  人员甄选的有效性研究主要关注变量测量和结

果预测两个方面:(1)
 

传统人员甄选领域的构念测

量(如人格特质、胜任力),认为能力特质会通过行为

投射出来,因此通常基于对过往行为表现的评估来

推断能力特质,包括采用自我、同事或他人报告以及

观察实际行为等测量方式[24]。这些方式不可避免

地会在测评效度、预测精准度以及主观偏差等方面

存在局限性。而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大语言模型技

术依托于海量数据,能够从中归纳并总结新发现与

新规律[25],并有望从底层逻辑上有效克服传统人才

甄选的局限性;(2)
  

传统人员甄选领域的结果预测

研究,主要关注对候选人的测试绩效、工作绩效、离
职等关键行为的预测。目前,已有学者在AI人员甄

选的有效性及候选人反应方面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的

探索,前者主要围绕测量工具以及结果预测,后者主

要关注AI人员甄选下候选人反应的新理论机制或

新规律。
在人员甄选研究的测量工具开发方面,已有研

究发现可以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图像识别等技术进行人才测评相

关的 量 表 开 发。例 如,Hernandez和 Nie[26]采 用

GPT-2自动生成并开发了人格特质的测量题项。
结果显示,自动生成的量表与人工开发的量表对比,
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例如:研究2显示 ML结果

的交叉验证相关性为0.96)。这一研究颠覆了以往

的量表开发模式,验证了采用大语言模型进行自动

化量表开发的技术可行性。此外,还有学者运用自

动视频面试中提取的语言、副语言符号(如语速、音
质)以及非语言行为(如微笑、视觉注意力)等线索,
来评估面试者的大五人格特质[27]。该研究发现,相
比于自我报告的人格特质测评,基于面试官打分训

练的算法模型在信效度上表现更佳(基于面试官打

分训练的结果:外向性的重测信度最高为0.70,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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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性为0.65,情绪稳定性偏低为0.23;聚合效度在

0.34~0.41之间)。类似的,Fan等[28]基于候选人

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文本数据,并使用深度学

习开发大五人格评估算法,结果显示该算法在信度

(各维度的测试集信度分布在0.76~0.91之间)和
收敛效度(0.48)上表现较好,而在区分效度(0.35)
上稍弱。

在人员甄选研究的结果预测方面,已有学者探

讨了用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等人工智能技

术预测员工关键行为结果。例如,Sajjadiani等[29]使

用机器学习针对16
   

071名教师的简历和工作申请表

进行工作历史信息的分析,预测其工作结果情况,研
究发现具备优质工作经验的人与未来积极工作结果

正相关(b=0.05,
 

p<0.01);Landers等[30]发现相

比传统统计分析方法,机器学习仅在样本量与量表

数量之比小于3时改善了心理测量量表组合对绩效

的预测;Koenig等[31]采用BERT预训练模型,预测

员工生产力和离职,发现算法可以对跨评估问题进

行泛化,并基于这些泛化问题的回答,预测生产力和

离职等关键行为结果。此外,一些学者探究了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人才甄选决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预测,如Zhang等[32]研究发现采用机器学习可以提

高人才甄选决策的公平性,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决

策的预测精度。

2.2 人工智能技术与员工激励

员工激励主要是通过绩效管理和薪酬管理来激

发员工工作动机,从而使其保持积极的状态投入工

作。绩效管理贯穿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流程,旨在

识别、测量和开发与组织战略目标相一致的个体与

团队绩效,以提高公司整体绩效[33]。具体活动包括

设定绩效目标,使用绩效评估系统进行绩效反馈,提
供绩效培训与干预,以及设计奖励制度等[34]。薪酬

管理则涵盖了薪酬水平、薪酬结构以及绩效薪酬系

统设计等一系列具体活动[35]。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在预测、自动分析与生成以及协作能力方面的应用,
绩效管理与薪酬管理过程中的主体与具体内容发生

了相应变化,这为传统的员工激励研究带来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目前,学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与员工

激励模块的交叉主要集中在绩效管理方面,对薪酬

管理探讨较少。

2.2.1 人工 智 能 技 术 作 为 员 工 激 励 模 块 的 研 究

内容

  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员工激励的研究内容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绩效评估与反馈以及绩效赋能上。首

先,传统上的绩效评估主要由领导、同事或者顾客进

行,绩效反馈也主要由领导提供,评估与反馈的周期

通常是以月度,季度或者年度为单位。然而随着技

术进步,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辅助甚至代替领导对员

工进行绩效评估与反馈。已有研究发现,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对员工的绩效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显著提高

信息分析的准确性,提升绩效反馈的质量和针对性,
从而提高员工的生产力[36],然而,该研究也发现,当
绩效反馈的提供主体变为人工智能时,员工对反馈

的接受度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当由人工智能提

供绩效反馈时,员工会对反馈产生负面看法,不相信

也不愿意按照人工智能的指令进行改进,从而损害

员工生产力。此外,在赋能绩效方面,很多的工作可

以由人和机器协同完成[37]。尽管目前已有较多研

究彰显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员工绩效的增强效

应,Noy和Zhang[38,
 

39]在一项预注册的在线实验

中,让453名大学学历的专业人士完成职业相关的

写作任务,并随机让其中一半人使用ChatGPT。结

果显示,ChatGPT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即平均完成

时间减少了40%,输出质量提高了18%。然而,并
非所有员工都能在人工智能赋能绩效的过程中同等

受益,有研究发现,低绩效员工的绩效提升幅度高于

高绩效员工[40];低责任感的员工在与智能机器协作

中受益高于高责任感的员工[41];相对领域经验较强

(算法厌恶)和较弱(识别不准确、预测能力较弱)的
工人,具备中等程度领域经验的工人使用算法工具

增强的绩效最好[42]。在薪酬管理方面,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提高了组织中薪酬管理自动化程度,简化

了组织薪酬管理的繁琐流程,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对

分布式薪酬数据的记录、存储、处理、分析与应用,有
利于提升组织内薪酬信息透明度,但目前相关的实

证研究较少[43,
 

44]。

2.2.2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作 为 员 工 激 励 模 块 的 研 究

方法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研究方法对于员工激励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变量测量和结果预测方面。在传统的

绩效管理与薪酬管理研究中,主要研究变量的测量

采用的是传统量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主观

评价。这些测量方式尽管有助于理解人力资源管理

政策如何有效地激励员工,但也受到一些批评,例
如: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较低,评分者的主观偏见,
评估不准确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提

高激励相关变量测量的准确性,降低评估主观偏见。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研究者可以基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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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对绩效进行评分。例如Speer[45]详细介绍了

如何构建理论驱动的 NLP算法,验证算法,比较不

同类型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不同评分结果,为未

来研究者提供参考,推进了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

究方法,有助于提升变量测量准确性。在结果预测

方面,Speer等[46]发现使用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帮助预测员工工作绩效。尽管当前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进行因果推断比较少,在薪酬管理中的应

用,也有学者创新地使用机器学习方法证明了薪酬

不平等和信任之间的曲线关系[47]。因此,人工智能

技术已逐渐成为测量和预测员工绩效的新工具与新

方法,这有助于组织制定更加具个性化和针对性的

激励政策。

2.3 人工智能技术与员工培育

员工培育是企业发展与开发人力资本的重要实

践活动,具体包括新员工培训、人才开发、师徒制度

等实践措施[48]。目前,组织面临着培育计划单一、
培育内容标准化、培育过程及培育效果难以及时跟

踪和评估的难题。这不仅不利于在企业实践中的人

力资本培育,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员工培育相关学

术研究的进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

在组织管理中的逐步应用,学者们逐渐关注到人工

智能技术在员工培育模块中的用途。

2.3.1 人工 智 能 技 术 作 为 员 工 培 育 模 块 的 研 究

内容

  在理论构建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员

工培育领域涌现了新的现象与问题,主要体现在培

训与学习上。实际的工作场所中,人工智能技术已

经进入了教练领域,例如:帮助人们学习和促进变革

(例如PocketConfidant.com)或加强领导技能(例如

Rocky.AI)。教练作为关键的人力资源开发工具,
可以有效提高员工满意度和绩效[49]。传统的教练

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成本比较高,而AI教练与传

统教练相比,具有匿名性,员工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

点自由地使用教练。此外,AI教练使得更多的员工

可以享受组织的相关人力资源开发措施,因为组织

可以为由于成本过高而未被考虑安排教练的员工引

入AI教练[50]。Luo等[51]研究发现,AI教练可以为

员工提供培训,但AI教练在员工培育中的应用效果

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不同技能等级(低—中—高)
的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教练的效果呈现倒 U型关系,
即低技能水平与高技能水平员工的使用效果均不

如中等技能水平的员工,这主要是因为低技能水平

的员工会遇到信息过载问题,而高技能水平的员工

存在算法厌恶问题。此外,人工智能还可以担任培

训伙伴,弥 补 人 类 培 训 伙 伴 稀 缺 的 问 题。例 如,

Gaessler和Piezunka[52]发现,在国际象棋领域,人
工智能作为智能培训伙伴,可以帮助棋手快速学习

战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s)。此外,也有研究

探究组织中的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对于员工职业能

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发现智能机器能够通过提高角

色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员工职业能力的发展[53]。

2.3.2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员工培育模块中的研究

方法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研究方法对于员工培育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变量测量和结果预测方面。在传统的

员工培育研究中,培训的效果与标准很难进行衡量

和准确预测,主要是由员工或教练进行主观评价。
技术的进步为改进变量测量和提高预测效果带来了

新的机会。首先,在变量测量方面,先进的机器学习

方法可应用于员工培育研究中的变量测量。例如:
个人胜任力是工作场所中非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维

度,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负责任地自主行动。然而,
这一能力在先前研究中很难被测量,因为受教育时

长和测评分数都难以很好地指代这一能力。Kiener
等[54]利用机器学习对职业培训课程的大量文本资

料进行分析,进而识别和测量了个人胜任力。其次,
在结果预测方面,已有学者初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预测培训效果,如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得到的分数来

预测培训绩效[55]。

2.4 人工智能技术与员工留置

员工留置是指组织采取一些措施保留员工,尤
其是高潜力、高绩效员工,降低这类员工的自愿离职

率[56]。虽然有关员工离职、留置的理论已经发展已

久,但在如何有效地检验这些理论上,仍然面临着方

法论和管理实践上的挑战。在方法层面,现有实证

研究通常使用问卷调查法来获取员工的离职倾向,
但这些离职倾向数据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离职。
例如,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常用 March和Simon[57]

提出的推拉模型来解释员工的离职决策,主要考虑

和测量以下两个因素:(1)
 

一个人目前的工作经历

(即“离职的推力”,通常以工作满意度来衡量);
(2)

 

对潜在替代工作的评估(即“离职的拉力”,通常

以对工作可获得性的感知来衡量)。在管理实践上,
人力资源管理者通常采用离职面谈法来评估员工离

职的原因和工作目的地,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

工的主观意愿,若员工不愿透露或透露有误的信息,
将导致这一方法变得无效。此外,离职面谈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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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员工做出离职决定后才进行,限制了公司实际干

预的空间和时间,难以留住高绩效员工。
面对当前人才留置方面的挑战和问题,人工智

能技术对当前员工留置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结果预测

方面,为员工离职预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一方面,
这一技术不依赖于员工的自我报告,使得组织能够

更好地了解人员离职意愿情况,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可以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和推荐

算法系统,在实际离职行为发生前预测离职事件,
从而使组织能提前实施有效干预,保留高绩效人

才[58]。另一方面,这一技术也有利于识别和发展

新的员工离职预测指标,丰富和拓展现有研究对于

员工离职的理解。例如,Min等[58]将预测顾客电

影和购物偏好的机器学习算法迁移应用至组织行

为预测 中,发 展 了 基 于 协 作 过 滤 推 荐 系 统 算 法

(collaborative
 

filtering
 

recommender
 

system
 

algorithms)
的员工离职预测方法。Yuan等[59]将组织层面的

要素如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与实践、部门数量、战略

计划等,员工态度与认知变量如感知公平、领导成

员交换、职业机会、薪酬满意度等纳入机器学习,

通过对来自199家公司的1
   

454名员工数据的分

析,研究发现相比组织层面变量,员工态度与认知

更能够显著地预测离职。Sajjadiani等[28]通过 对

16
   

071的应聘者过往工作经历分析发现,过往工作

经验的相关性与自愿离职具有显著关系。因此,将
人工智能技术用于离职分析可推动当前离职理论

与实践发展,帮助组织制定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

政策。

3 未来展望

通过对人力资源重要期刊中的发表论文进行分

析发现,目前对AI及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研究正处

于快速增长趋势。尽管当前已有不少研究开展,例
如:候选人对于AI甄选方式的反应研究、AI赋能绩

效有效性的研究,但是在薪酬管理,离职管理和员工

培育方面,无论是AI作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技术

上,研究都较少。未来可以针对当前组织中人力资

源管理中出现的新现象,进行现象驱动的研究,使用

新的技术与方法,拓展和构建新的理论。接下来,将
针对每一模块探讨未来研究展望,具体见图2。

图2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方向及未来研究展望

注:实现方框为代表性研究方向文献回顾,虚线代表未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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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员甄选模块未来研究展望

在人员甄选模块,尽管已有一些关于AI人才甄

选有效性和候选人反应的研究,但是目前该类研究

处于初期阶段,传统人才甄选面临的局限或许可以

通过AI技术解决,而AI技术也会带来一些新的议

题值得去探索。首先,未来可以基于文本、图像、视
频等多模态数据,挖掘人才甄选过程中以往难以捕

捉的新现象,构建新理论。例如,研究者可以关注人

才甄选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机制,通过构建基于强化

学习的人才甄选模型,实时调整和优化甄选策略,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企业需求。其次,已有 AI人才甄

选下候选人的反应研究主要关注面试形式、面试决

策带来的影响,缺乏对面试互动过程及 AI特点的

研究,同时对应聘者的反应探究尚不全面。未来研

究可以深化对于候选人认知、情感与动机反应的

探究。

3.2 员工激励模块未来研究展望

在员工激励模块,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绩效反

馈与评估以及AI赋能绩效的有效性上,对于绩效预

测和薪酬管理探讨较少。然而,随着 AI技术的发

展,对于传统的薪酬管理研究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

在薪酬信息披露方面。基于Nyberg等学者提出的

研究框架,未来可以探究AI如何通过薪酬信息披露

影响员工对组织的信任与公平感知。此外,AI赋能

绩效不仅改变了员工绩效的整体水平,也改变了员

工之间的绩效差异,因此,组织如何设计绩效薪酬系

统能够提高员工公平感,激励员工,并且如何留住组

织中的优秀人才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

3.3 员工培育模块未来研究展望

在员工培育模块方面,AI除了可以担当教练角

色,对于辅助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进行新员工社会化

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究在AI
辅助下,组织新员工社会化的效果,探究是否有利或

者阻碍了新员工社会化,以及背后的理论机制。此

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够带来新的数据形式,如
视频,语音等,帮助我们更好地捕捉培训指标,预测

培训效果,提升组织培训有效性。并且,技术的进步

使得学者可以动态、实时测量传统的培训构念,长期

追踪培训效果。

3.4 员工留置模块未来研究展望

在员工留置模块,目前此类研究关注较少,然而

AI对于员工留置模块在AI技术作为研究内容与研

究方法都有一些可探索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组

织引入AI技术,使用AI技术本身对于员工的工作

满意度和工作嵌入程度就会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可

能会成为员工离职的原因。此外,借助机器学习技

术,在新的、未知的数据集上建立预测,正逐渐成为

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学者开展事件预测的重要

方法,尤其是在员工离职和工作满意度的预测研究

中[60]。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提高预测有效性和预

测结果的可解释性。

4 风险与挑战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研

究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机遇,但是也伴随着一些风

险与挑战。
(1)

 

数据隐私与伦理。人工智能系统通常需要

大量的个人数据来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决策。这些数

据可能包括员工的个人信息、工作记录、绩效评估

等。保护这些数据的隐私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
尤其是在涉及敏感信息时。如果数据泄露或被滥

用,不仅会损害员工的隐私,还可能给企业带来法律

和声誉上的风险。研究人员应当全面考虑人工智能

应用的道德与法律影响,在研究开展前,进行伦理委

员会的审批,确保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合规性[61]。
(2)

 

偏见与歧视。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无意中

反映和放大训练数据中的偏见,导致在人力资源管

理决策中出现不公平现象[62]。研究中的偏见问题

会削弱研究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研究人员应致力

于识别和消除AI模型中的偏见,包括在数据收集、
模型训练和结果验证等各个环节采取措施。开发

和采用公平性评估指标也是应对这一挑战的重要

步骤。
(3)

 

模型的可解释性和透明度。复杂的 AI模

型(如深度学习)通常是“黑箱”模型,其决策过程难

以解释。这会限制学术研究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使
得研究成果难以被广泛接受和应用[63]。学者需要

探索和开发更加透明和可解释的AI模型,或者结合

可解释性技术来提高现有模型的透明度[64]。解释

AI模型的依据对于获得学术界和行业的信任至关

重要。
(4)

 

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科学的研究需要结果

具有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复

杂性和数据来源的多样性,部分研究结果可能难以

被其他学者验证和重复。研究者应详细记录研究方

法和过程,公开数据集和代码,提高研究透明度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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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确保其他学者能够重复实验并验证结果。

5 总 结

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的突破

性进展,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

社会治理方式正经历深刻的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问题、方法、研究范式与

理论,挑战了原有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首先,人工智

能技术带来了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议题。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对组织的影响逐步深入,在人员甄选、
员工激励、员工培育和员工留置各方面引发了一系

列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现象的同时也让人力资源管理

传统模块中的一些经典研究问题受到了挑战。其

次,新的现象、议题和技术让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方

法受到了一些冲击。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使用

问卷调查,实验及二手档案数据等方法开展研究,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组织中的广泛应用,数据获取

的便利性得到了提高,海量文本、语言与视频数据涌

现出来,这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传统研究方法提出了

新的可能。最后,关于传统的组织理论是否可以完

全适用于新的现象,仍需进一步研究探讨。尽管目

前针对上述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各个人力资源模块已有一些研究涌现,人力资源

管理学者可以继续深入对各个模块开展一系列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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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foundly
 

impacts
 

various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bringing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management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four
 

core
 

part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ersonnel
 

selection,
 

employee
 

motivation,
 

employee
 

development,
 

and
 

employee
 

retention.
 

For
 

each
 

part,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and
 

summarizes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AI
 

era,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ulation
 

of
 

future
 

related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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