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科 教 文 化 2024年 9月第 25期 总第 578期

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人才画像和培养模式
陆宇烨，陈　璐，陈鹤鸣，赵　茹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江苏 南京 210019）

摘　要　本文依据党中央和国网公司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深入分析人才画像理论和数据挖掘技术，提

出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和培养模式，通过全方位采集干部群体基础信息、职业经历、知识技术、能力素

质等数据并建立数据地图，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建模分析找到不同类型干部成长的关键要素和关键节点，绘制精

准高效培养的参照坐标系，以期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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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重要思想，

提出着力打造“四优五过硬”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保障。

公司落实党中央和国网公司关于干部人才工作的重要

部署，规划提出构建“一个统领、四个优化”的干部

队伍建设体系，勠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人

才队伍，构建上下贯通、衔接有效的干部人才梯队。

本文在公司干部队伍建设规划的新框架下，深入研究

国内外人才画像、人才培养理论和技术，结合公司具

体实践，提出“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和培养

模式”，为干部精准高效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和培养模式

人才画像是以岗位要求为基准，定义和描绘能胜

任某岗位的人才原型，一般包括技能、知识、价值观、

自我形象、个人特质、动机等几个方面 [1]。人才画像

本质就是解决人才与岗位之间不匹配的矛盾，方便人

才快速便捷地寻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岗位，企业也可

以根据人才画像找到对应的岗位高潜质人才，人才画

像理论和技术目前在岗位招聘、人才选拔、人才发展

规划等工作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传统的人才画像技术主要采用关键信息画像（从

岗位说明书、员工信息中提取）、能力素质画像（通

过高绩效员工的能力模型、人才测评结果来进行画像）、

行为事件画像（通过访谈、调研、事件复盘等方法提

取典型行为）等方式，有很多信息是缺失的，并且信

息与信息之间缺乏关联，人才画像更多聚焦于人才的

表象特征。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人才画像是在全面采

集人才标准信息和状态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基础数据

标签的赋值和聚合规则设计，建立多层次、相关性的

人才数据地图，并且根据不同岗位类型和人才选用标

准的差异性，抽取典型的人才数据特征，组成全景式、

透明化的人才画像 [2]。

干部队伍千人千面，个体千差万别，在培养方式

上无法形成统一路径和量化标准。基于人才数据地图

的干部画像和培养模式研究是通过全方位采集干部群

体的基础信息、职业经历、知识技术、能力素质等数

据信息并建立数据地图，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建模分

析找到不同类型干部成长的关键要素和关键节点，绘

制干部精准高效培养的参照坐标系，为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干部队伍提供准确的参考依据 [3]。

2　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和培养模式实现

路径

随着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源的

智能信息化管理水平越来越高，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

中越来越多地借助信息化、数字化工具，通过一系列

真实数据研究得出管理结论。然而，在供电企业中，

人力资源的数字化管理条件还不够成熟，数据池还没

有完全形成，数据源还不够丰富，数据分析方法相对

欠缺。因此，公司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和培

养模式研究，需要通过多维度信息采集、全景式数据

拓图等关键步骤，将文本信息、经验信息与数据信息

相匹配，形成人才数据地图，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聚合式、

关联性的数据分析绘制数字化干部画像，最终转化形

成精准高效的干部培养模式 [4]。（如图 1所示）

2.1　多维度信息采集

多维度信息采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建

立信息采集标准；第二阶段是对照采集标准建立干部

信息采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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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信息采集标准。全面读取党中央、网省公

司等不同层面出台的关干部选拔任用培养的有关政策，

并对政策进行深度解读，作为干部画像的政策标准。

深入研究公司战略重点和目标任务对于各类干部的不

同要求，按照公司本部、业务支撑与实施机构、县区

公司、产业单位等进行细致划分，作为干部画像的现

实标准。广泛搜索国网系统内外优秀干部相关特征，

按不同层级、不同阶段、不同属性等要素进行分类归整，

作为干部画像的参照标准。

2.建立干部信息采集库。对照标准，建立干部信

图 1　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和培养模式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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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采集库。采集内容：干部信息采集基本涵盖了基础

信息、知识技术、能力素质、职业经历、业绩贡献、

性格特征等信息。采集原则：由于人的信息较为复杂，

传统的人才画像技术通常选取部分关键要素，而基于

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尽可将所有干部信息纳入信

息库，通过后期数据转化和数据清洗从中提取有效信

息，屏蔽冗余部分。采集方式：对于存在客观认定的

要素项，如基础信息、知识技术等通常直接采集；对

于不存在客观认定的要素项，如能力素质、性格特征等，

需要先建立对应标准，然后通过测评工具进行采集。

2.2　叠加式数据拓展

干部人才数据地图主要分三层数据标签进行叠加

式设计拓展，第一层是元数据标签；第二层是算术数

据标签；第三层是指数数据标签。

1.建立元数据标签。对干部信息采集库中的各类

信息进行赋值，从文本信息转为数字信息进行储存。

2.建立算术数据标签。按照干部画像和干部培养

的目标，对元数据进行加工处理，采用赋权、混合运

算等方式，在元数据标签的基础上灵活生成算术数据

标签。

3.建立指数数据标签。指数数据标签是在元数据

标签和算术数据标签的基础上，为了便于统计对比分

析，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形成可以直接用于数

据呈现和人才画像的数据类型 [5]。其公式（或为该公

式变形）如下：

x指数 =x/MAX(x1，x2，x3……xn)

（注：x为元数据或算术数据）

2.3　数字化干部画像

数字化人才画像提取主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

建立分析模型并进行数据分析；第二步是依据分析结

果提取特征数据；第三步是对特征数据进行解读，绘

制干部人才画像。

1.建立分析模型。按照突出“重实干、重实绩、

重基层”等干部管理和干部培养的基本原则，设计符

合干部人才管理基本规则的分析模型，将人的数据标

签和大数据分析方式相融合，分析验证干部培养相关

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成果。例如：通过干部能力素质与

业绩评价相关性分析建立的匹配度模型，找到不同岗

位高绩效表现必备的能力素质项，以及低绩效表现普

遍存在的能力缺失项。通过业绩评价与成长轨迹图样

建立干部发展适应性模型，分析不同成长阶段对干部

价值贡献的影响，描绘干部培养的关键路径。

2.提取特征数据。基于人才标签数据建模分析结

果，结合干部画像标准分析和特征分析方法，提取不

同组织、不同岗位、不同领导场景的相关性特征数据，

形成绘制干部画像的关键数据信息。

3.绘制干部画像。对照干部画像的政策标准、现

实标准和参照标准，按照不同层级、不同阶段、不同

属性的列别划分，从干部知识技能标准、关键能力素质、

必要成长轨迹、性格特质倾向等角度绘制符合公司发

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画像。

2.4　精准性人才培养

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既能支持干部群体

化的精准培养，又能直接指引干部个性化的培养需求。

1.建立干部群体精准培养模式。依据数据分析结

果，可将具有相同或相似培训需求的员工集合聚类，

依据共性特征向同一类别人员提供相同的培训课程，

满足共性培训需求。依据干部画像结果，可以进一步优

化干部和干部后备人才培养方式，形成最佳培养路径。

2.形成干部个性化培养方案。将干部个人数据信

息与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画像进行对比分析，差

异化诊断干部培养需求，建立集培养目标、培养内容、

培养方式、培养周期等要素为一体的个性化培养方案，

形成以学习者为中心开放高效的干部培养模式。

3　结束语

本文依据党中央和国网公司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

基本要求，在深入分析人才画像理论和数据挖掘技术

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才数据地图的干部画像和培

养模式。由于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

征，同时受限于信息数据采集的样本空间偏少，本次

研究仅基于公司目前干部画像和干部培养研究实践提

出了初步思考和基础路径，希望能够为供电企业大数

据挖掘人才培养策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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