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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大学重点学科胜任力构成要素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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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已成为高校重点学科最重要的

战略资源'如何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高效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

重点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目前#大多高校重点学

科仍采用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未形成战略和系统的人力

资源规划*职业化的行为评价体系以及高效的培训开发体系#

不能辨别人才能否胜任重点学科某一岗位#也不能对人员进行

工作绩效预测和绩效考核激励(

.

)

'然而#胜任力理论为高校重

点学科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大量的实践表明#胜任

力不仅能很好筛选和甄别个体的潜在动机和素质#能够选拔出

适合各种岗位的优秀人才胜任力研究#还能够应用于人员培

训*工作指导*薪酬制订*绩效考核等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

面(

@5(

)

'因而#本文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

?5=

)

#对第三军医大学

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学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确定重点学科胜任

力的构成要素#为其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化和标准化提供理论

依据'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受访人员主要在该校重点学科从事教学*科

研或管理工作#个人背景情况见表
.

'

表
.

!!

受访人员个人背景

组别
性别

男 女

年龄

)-

!

)C ,-

!

,C

&

E-

婚姻

未婚 已婚

职称

高级 中级 初级

教育程度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他

教育背景

医学 药学 理工

有无行政职务

有 无

绩优组
C . E E - - .- .- - - .- - - - E ) @ = @

普通组
? ) ? ) - - .- ) ? - C . - - , , @ ( ,

A>B

!

方法
!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利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开

放性问题对该校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学科
.-

位资深专家进行访

谈#获得医科大学重点学科通用胜任力'然后#从该校级重点

学科中抽取
)-

位相关人员#并通过同行专家评议从中选出业

绩优秀组
.-

人#从余下人员中随机抽选普通组
.-

人#展开行

为事件访谈(

C5.-

)

'访谈时间
.3

左右并全程录音#受访对象每

人提供成功和不成功的关键工作事件各
@

件'对访谈资料进

行胜任力编码#采用
<6<<..>E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比

绩优组和普通组之间的胜任力差异#确定医科大学重点学科胜

任力的构成要素'

B

!

结
!!

果

B>A

!

受访人员提供的工作事例
!

绩优组和普通组受访对象每

人提供成功和不成功的关键工作事件各
@

件#总共提供了
=-

件关键工作事件#主要包括科研*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事例'

B>B

!

访谈长度$字数%与访谈时间
!

绩优组的访谈时间为

$

(@>)a?>-@

%

K19

#访谈长度为$

.--,.>)a..-->.E

%字&普通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e/7-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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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通讯作者%

4"#

!$

-@)

%

(=?E@)-.

'



组访谈时间为$

EC>)a,>)@

%

K19

#访谈长度为$

C,CE>?a

(?C>,E

%字'两组在访谈时间与长度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E

%#见表
@

'

表
@

!!

绩优组和普通组的访谈时间&访谈长度比较

访谈记录
绩优组

E

>

普通组

E

>

9 !d !

长度$字数%

.--,.>) ..-->.E C,CE>?- (?C>,E .>)), .= ->.CC

时间$

K19

%

(@>)- ?>-@ EC>)- ,>)@ .>.E- .= ->@(E

表
)

!!

绩优组和普通组各胜任力平均等级分数的差异检验

胜任力名称
绩优组$

&[.-

%

E

>

普通组$

&[.-

%

E

>

!d !

责任心
)>=-- ->,@@ )>(-- ->(CC .= ->,,=(),

敬业
)>C-- ->).( )>?-- ->,=) .= ->@=??()

条理性
)>E-- ->?-? @>E-- ->C?@ .= ->-.(C,C

沟通协调
)>(-- ->E.( .>E-- .>?.( .= ->--.(.?

计划推行
)>)-- ->=@) @>EE( .>-., .? ->-CE,=,

战略思考
)>(@E ->E.= .>--- .>@C. .) ->---.,@

系统思维
)>((? ->E-- .>@E- .>,== .E ->---),,

全局观念
)>=?E ->)E, .>(@E .>.== ., ->---.E@

制度构建
)>.(? ->,-= )>--- ->--- ? ->E.(,C-

绩效导向
)>E?. ->E)E @>))) ->=.? .. ->--?@(?

排除疑难
)>@@@ ->((? .>??= .>)-@ .( ->--C.(-

创新思维
)>E-- ->E@? .>.-- .>.C? .= ->----.?

信息分析
)>?-- ->,=) .>?-- .>.(- .= ->----=?

专业化
)>E?. ->E)E ->(@E ->C.( .) ->-----E

学习发展
)>??= ->,,. .>==C ->C@= .( ->----,?

前沿追踪
)>((? ->E-- @>--- ->?E( .E ->----?.

资源整合
)>=)) ->,-= ->=E? .>),E .. ->---@CC

团队整合
)>=E? ->)?= .>))) ->=.( .. ->----.,

计划制定
)>EE( ->E@? @>--- ->=(( .( ->---@C,

团队合作
)>?., ->,== )>))) ->?-? ., ->@,,=,?

培养他人
)>?., ->?E( )>.(? ->?E) .. ->@.=(((

团队领导
)>EE( .>))) @>--- .>--- .@ ->-,@C(,

指导监控
)>(@E ->E.= @>))) ->=.( .@ ->--),,C

需求分析
)>,@C ->E)E ->((? @>-=@ = ->--?C@-

人际洞察
)>(-- ->E.( .>(@E .>EC= .( ->--.C,?

客户导向
)>--- ->?-? .>((? .>E@= ( ->.))C?E

公关能力
)>EE( ->E@? ->?., .>,C(= ., ->---.-(

灵活性
)>(-- ->E.( .>)?E .>(=E .( ->--.-=?

B>C

!

差异检验
!

对绩优组与普通组各项要素平均等级分数进

行差异检验#结果绩优组每一项要素平均等级分数都高于普通

组#其中在两组之间有
.C

项要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从而得到医科大学重点学科胜任力的构成要素#见

表
)

'

C

!

讨
!!

论

本研究尝试将胜任力理论引入医科大学重点学科人力资

源管理#改变其以教育背景*知识水平*技能水平和以往经验为

基础的管理模式#为医科大学重点学科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化

和标准化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通过对重点学科内绩优人员

与普通人员胜任力比较#获得医科大学重点学科胜任力的
.C

项构成要素#即沟通协调*战略思考*系统思维*全局观念*绩效

导向*排除疑难*创新思维*信息分析*专业化*学习发展*前沿

追踪*资源整合*团队整合*计划制定*指导监控*需求分析*人

际洞察*公关能力*灵活性'该
.C

项构成要素是基于医科大学

重点学科绩效优异人员的胜任力#能够鉴别重点学科所需人才

的关键能力特征#有利于重点学科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

但是本研究选取的样本局限于军医大学#不能完全代表医科大

学重点学科对人才胜任力的要求#而且不同地域和类别的医科

大学#其重点学科对人才的胜任力要求也存在差异#胜任力构

成要素也不完全相同'因此#还需要扩大样本范围和数量#并

针对不同类别的医科大学和重点学科进行细分抽样#以获得更

全面的医科大学重点学科胜任力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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