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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必须要加强人力资

源的管理，对于有的企业而言，也逐渐重视了人力资

源的管理，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对于

以往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已经对社会的发展不能

够更好地适应，为了能够适应，必须要开展相应的创

新工作，并采取现代化的管理措施，来将此项工作完

成。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其管理对象为员工，对于人

力资源管理人员而言，需要认真对待员工，并将其最

好的服务提供给员工，对员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要

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总之，对于人力资源管理来

说，需要将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创造出来，营造出

良好的氛围。在管理模式上，可充分利用积分制管

理。

1 积分制管理的内涵

经过实践证明下，将其积分奖励应用在客户管理

中，是非常的重要的，有利于和客户之间建立良好的关

系。对于企业而言，实施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就是，促使

员工的凝聚力获得提高，不断提升自身的工作效果，为

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实

际上，企业可以从客户的视角上来看待员工，而在内部

和外部上，对客户的管理来说，不管在目标上还是在特

点上，都有相同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为在人力

资源管理中，更好地应用积分制管理做铺垫。

2 积分制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一一））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认同感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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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员工工作的角度上来看，对其满意度的问题

具有一定的不固定性，在企业的不断发展下，会发生

一定的改变。除此之外，企业的激励制度直接关系

到员工工作的满意度［1］。比如：在一定的时间内，对

于企业而言，为员工颁发奖励时，那么从某种程度上

来看，能够使得员工更加满意自身的工作，但是当奖

励取消之后，难以获得较高的满意度，会随之下降。

其中可将激励制度在积分式管理充分运用，对于员

工的满意度的状态处于平稳的状态。

（（二二））提高投资的回报率提高投资的回报率

从企业的角度上来看，开展的各种行为主要的

目的就是获得一定的利益。其中在企业中，最重要

的一部分就是人力资源，这也是企业的需要投资之

一。在投资的视角下，我们在对人力资源进行分析，

需要注重回报率［2］。对于企业来说，为了使得员工

的满意度获得提高，发放了一些福利，但是从某种程

度上来看，所发放的福利难以得到全体员工的喜

欢。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缓解此问题，可通过积分制

管理，在其福利方面，而采取自选环节，由此以来，在

成本上，还能够节省。而且对于这种管理方式来说，

能够达到员工的需要，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调动员

工参与的积极性，为企业带来一定的效益。

3 积分制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创新应用

（（一一））积分制管理在具体设计中的应用积分制管理在具体设计中的应用

（1）确定项目

在开展积分制管理的前期，需要将其准备工作

做好，并落实到实处，首先，我们可以从基层员工入

手，对他们各方面的需要给予充分了解，当有了一定

了解之后，为了在绩效积分方面，能够获得一定的积

分，在采取相应的做法［3］。总之，在对积分项目明确

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好各个方面，如企业的需求和员

工的需求等等。结合市场的发展情况，结合积分项

目，在随之进行完善和变动。从客观的角度上来看，

积分制管理和人力管理都受到那一方面的影响，对

这一点还要考虑到。

（2）确定奖励形式

对于员工来说，在不断积分中，当达到积分的标

准时，从企业的角度上来看，可以提供相应的福利为

员工，如国内旅游、带薪休假。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在积分奖励这一方面，要体现出灵活性，其具有

一定的个性化，这也是我们要遵循的原则。员工在

积分奖励中，为了能够进行一定的选择，需要有积

分，进而才能对自己想要的福利才能够得到。

（（二二））积分制管理在具体场景中的应用积分制管理在具体场景中的应用

（1）建设企业文化，维护运行秩序

从企业的角度上来看，为了更好地发展，必须要

对企业的文化进行建设，要具有一定的特色，这也是

此发展的需求，能够使得员工的凝聚力获得提高。

在当今社会，大多数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也越

来越重视，并将企业的文化融入在各个环节中，促使

员工具有一定的意识，能够结合于自身的工作，进而

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通常情况下，企业为

了员工对企业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并具有深刻的认

识，主要采取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分别为文化讨论、

专题讲座等等。从某种程度上看，对于这种方式来

说，虽然在员工的福利等方面，没有一定的关系，但

是不利于激发员工的热情，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积极

主动参与活动中来，这就使得企业难以将其企业文

化内容引入绩效制度中来。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

题，企业可充分应用积分制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并

两者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企业文化更好地建设，让员

工对企业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并给予充分理解，将自

身的工作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的工作热

情，调动员工参与的积极性，促使企业文化更好地建

设［4］。比如：在积分奖励方面，企业参加的相关比

赛，可将其一定的奖励颁发给员工，让员工产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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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文化对于员工来说，能

够起到一定的熏陶作用，使得企业的氛围越来越好。

（2）调动员工的主动性，提升培训的效果

为了促使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应用型的人才。

随着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于企业来说，在人才

方面，也给予高度重视，并加大力度进行了培养。在

实际培养和管理的过程中促使员工的各方面素质不

断提高，为此打造出一批综合素质高的团队。在日

常管理的过程中，企业在积分标准和额度等方面，可

以开展相应的制定工作，在制定的过程中，可以从培

训的内容入手，那么员工为了获得积分，必须要参加

培训活动，当参加完以后，就可获取，为了获得更多

的积分，此考试的成绩必须是合格之后。如果有的

员工对培训活动不参加，在积分上，我们要进行减

掉，防止员工发生消极的情绪。当前，对于大多数企

业来说，为了促使企业更好地发展，加大了培训力

度，开展相应的培训活动，结合员工的实际情况，明

确了培训的内容，打造出综合素质高的管理队伍［5］。

有的企业为了将其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促使员

工顺利完成培训环节，将其积分奖励提供给员工，并

颁发了一些礼品。对于这种方法来说，能够提高员

工的参与性，获得良好的培训效果，营造出良好的氛

围。

（3）加强绩效管理，落实薪酬管理

从企业绩效管理的角度上来看，通常情况下，在

短期内，能够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在长期内不

利于实现其目标，这对绩效管理水平的提高会产生

直接的影响。为了促使二者之间能够起到平衡的作

用，对于积分制管理我们可进行应用，并将积分制管

理引入到绩效管理中来，让两者做到相融合。比如：

我们可以从员工的绩效分数入手，在其分数方面，开

展相应的折合工作，以积分的形式呈现出来，进而在

积分管理体系中，引入积分，使得绩效管理的水平获

得提高。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和积分制管理，从某种

程度上来看，对于员工来说，都能够获取福利。但是

其福利发放下，不管以怎样的形式，在管理方面，是

薪酬管理。对于薪酬管理进行，主要有两种，这两种

分别为非货币薪酬和货币性薪酬。其中在非货币薪

酬范围下，主要有带薪休假、福利体检等等。从企业

的角度上来看，将其福利发放给员工的前期，在薪酬

方面，需要呈现出来，并做到详细化，促使员工在所

获得福利上，能够更加明确化［6］。除此之外，在设计

福利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员工的入手，采取有

效的方式，明确员工在福利上有那些需求，当明确完

之后，在将福利项目设计出来。在相应的范围下，可

开展相应的兑换环节，主要针对的是积分和福利。

总之，对于企业来说，要意识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

积分制管理的重要性，并给予高度重视。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而言，在开展人力资源管理

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积分制管理，从某种程度

上来看，能够促使人力资源管理更好地创新，完成其

创新的目标，为此，还需要为员工在激励方面，建立

相应的制度，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并主动参与其中，使得员工的凝聚力获得提

高，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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