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M---职业性向评估参考资料

 [情绪定向]：

 内向：喜欢宁静致远，集中思考问题，不受干扰，即使将问题与别人商谈，仍满

足于自己解决处理。犹豫不决，退避三舍，明哲保身。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感

情不外露。对组织中个人解决问题决策中会介入个人看法，结果不能采取立即适应

外界情况的步骤。

 外向：喜欢工作多样性并有所行动，对缓慢事物会很不耐烦。性格开朗，坦率耿

直，与人随和，易适应环境且有归属感，易于驱散疑虑，而不顾一切冒险前进。很

会与人交往、善于待人接物。外向者可能是扮演管理者的主要条件之一，理由是能

看清问题并能与别人或通过别人解决问题。但一个极端外向的人，为了外界条件和

要求而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工作，毫不关心别人。

 [工作作风]：

 知觉型：这种人不喜欢研究新问题，只习惯于使用标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

例行事务。对日常工作有耐心，而且做事准时无误，知觉型多半知足，绩效良好。

在组织生活中专心执行任务，照章办事。许多底层工作都有经久不变的规定，甚至

较为琐碎，知觉型的人适合做这种工作，他们只要运用最小的权限，就可解决问题，

知觉型的人不愿意处理无法捉摸的问题，知觉型的人对在情况模糊时做出决定而感

到不安。但不是说职位低者都是知觉型的。

 知觉型的特点：

1、喜欢有解决问题的规范做法。

2、喜欢运用自己已有的技能，不喜欢学习新技能；

3、通常是一直做完工作，不会留尾巴；



4、如果事情变得复杂化了，会觉得不耐烦；

5、不喜欢创新，也没有创新的抱负。

 直觉型：这种人不喜欢例行事务，喜欢解决新问题，能不费力地一下子得出问题

的结论，不愿意为了更准确的了解情况而多花时间，看外界事物时注意全局和整个

环境。在稳定情况中感到不自在，会寻求一些可能做到的事来做。直觉型在商界、

政界、企业家、经纪人等常见。该类管理者会轻视管理理论，需要通过管理知识的

整合来弥补主观上和直觉上的不足。

 直觉型的特点：

1、在解决问题时倾向于重新认识问题；

2、几乎能同时想到各种不同的方案；

3、了解了一个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不同办法并评估每一个办法的结果。有时，也会立即

回到老路上去，重新估计问题真正的问题所在；

4、很快考虑选择性方案，也很快放弃这些方案。

 感情型：这种人感情丰富，懂得如何对待人，照顾他人的情绪，喜欢融洽和谐。

爱用赞扬语气，不愿将不愉快的事情告诉家人；对人表示同情，和多数人相处得好，

能附和或迎合别人，会做出别人（同事、下属和上司）赞同的决定。尽可能避免那

些会造成矛盾的问题，如果无法避免或消除成见，就向往能被人接受的那一面改变

立场。与人保持关系比关心成就更重要。这一类型的经理很难解雇绩效不佳的下属，

作决定总是强调人的情绪和人的因素。

 感情型的特点：

1、解决问题，取悦于人；

2、对别人的问题，反应快，并表示同情；



3、在处理问题时，重视人的各个方面；

4、认为缺少效力或效率的原因多半在于人群关系及其它人为的困难。

 思考型：

重思考不重感情，喜欢分析问题，把事情按逻辑次序排列；有时会训斥下属，显出一付铁石

心肠，只与其他思考型的人相处的好，这一类型的人的活动和决策往往受知识情况的支配，

并按照外界情况和一定的准则做出决策。尽量使解决问题的办法符合标准化，其结果将不考

虑任何人的因素，不顾健康情况、不顾财力和家庭，即使对作为决策者本身的利益有影响也

会一意孤行。思考型的作用如果显著的话，通常是富有建设性的。因为作用结果会出现新事

物，新概念或新模式。

 思考型的特点：

1、做出计划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2、非常注意对待问题的方式方法；

3、谨慎地确定问题中的有哪些制约因素；

4、反复分析研究问题；

5、有条不紊乱地寻找更多的信息。

思考型和感情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依赖认识过程，即以概括性的正误判断或以正规的推理

系统为依据，而后者会按照好与坏、愉快与不愉快、喜爱与不喜爱的个人看法来评价事物。

一个人在一生中固定的属于某一种类型，会随着时间、地点、场合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显现。

 [综合]：

 知觉与感情型作风（N&F）：



这些人感兴趣的是可用感官直接验证的事实和关于人的事情，对人显得友好、得

体、同情，因而易受到人们的赞许。如果让这些人设计一个理想的组织机构，他

们会描绘一个层次分明，规章周全的组织，使成员需求得到满足，很好地调动员

工的积极性。知觉与感情作风善于从事与人们接触较多的工作，如销售工作，从

事某种直接监督、商谈、讲解、双方合作的工作。对于这些人来说，组织的有效

性在于职工的忠诚，人群关系的质量以及职工高情绪、高出勤率和正确的态度。

 直觉与感情型作风(S&F)：

具有这种作风的人注意任何变动的可能性，如变更项目或工作方法，注意任何可

能发生的事情；按满足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来对待可能发生的事情；少讲具体问

题，而注意广泛的课题，如与本单位的人目的有关的课题------为客户服务，为

社会服务。对这些人来说，理想的组织是分散权力的，各部门有灵活的权限，不

必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也不需要严密的规章和准则；喜欢有适应环境的组织。按

民主的方式进行经营。对这种作风的人来说，组织的有效性在于自己有社会责任

感，消费者有满足感，领导者有发现新机会的能力等。

 知觉与思考型作风(N&T):

该种作风的人着重了解外界情况和分析某个具体问题及其细节。喜欢从原因到结

果一步一步的推理，注意逻辑性。愿与物质打交道有时超出愿与人打交道。对迟

迟未能解决问题感到焦虑不安，在应对人际冲突时，缺乏敏感性，认为惩罚手段

最有效。强调等级制度和现有短期目标。如果让该种人说出理想的组织，会提出

极端官僚的机构形式，例如规定每个职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对处理组

织中有关物质方面的事务感兴趣。如，会计，生产，市场研究、计算机程序设计

员，工程，统计，图书资料管理等。这种作风的人认为组织有效性在于每个推销

员的销售量，售出的每一块钱的库存费用，每一生产单位的废料损失，投入资本

的回收率，短期利润。

 直觉与思考型作风(S&T)

该种作风的人不强调人的因素，分析问题不带有主观色彩和个人感情。注重问题

理论或技术上实现的可能性。不主张把职位定的很死，具有概括思维。把变化复

杂的问题看得富有挑战性；喜欢变革，发展新目标或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旦

设计完成或者变革成功，会让别人接下去做。在稳定的情况下，常感到不满足，

希望不断提高自己和他人的工作标准。直觉思考型和知觉思考型形成对照，前者

对事情总是喜欢问“为什么”，而后者更关心“什么”和“怎么样”，直觉和思

考型的人常观察组织各部份之间的关系，组织与环境间的关系，分析一个组织的

权力结构。该种作风的人的理想组织是：组织目标与环境需要相一致，目标也与

组织成员的需要相一致。 他们认为组织的有效性在于新产品的开发比率，市场

份额、资本成本、企业收益和长期利润的增长。喜欢从事大局的工作，愿就中高

层经理职位，也适于设计员、分析员、建筑师、教师（经济学、商业经营方面）、

律师或工程师。



从解决问题作风的不同，可以看到人的差别，这种差别受到个人智慧、价

值观等特征的影响。

在管理经营上取得成就者多是具有综合决策作风的人。

CM---职业取向评估参考资料

（1）实际型（R）

实际型劳动者愿意从事“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喜欢使用工具，特别喜欢操作大型

机器。他们做起事来手脚灵活、动作协调。但不善言辞，不善交际，在社交场合往往觉得很

不自在，最不喜欢教育工作与接待他人的工作。

给人的印象是：不合群的、实利主义的、谦卑的（避免抛头露面的）、循规蹈矩的、自

然的、倔强的（不可变通的）、直率的、精神健全的、节俭的、坦诚的、有毅力的、缺少见

识的、固执的、注重实际。

对应职业类型

实际型职业主要是指各类工程技术工作与农业工作。

主要有：机械、汽车、飞机、土木、采矿等方面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机械操

作、维修、安装、热处理工人，矿工、电工、木工、鞋匠等；公共汽车、出租汽

车、工业卡车的司机；轮船、火车驾驶员；测绘员、描图员、消防队员等；农业

机械师、牧民、渔民等。

（2）探索型（I）

探索型劳动者乐于解决抽象问题，喜欢运用词、符号和观念进行工作。非常好奇，急于

了解周围的未知世界。宁愿思考问题而不愿动手去处理问题，喜欢独立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工

作，而不喜欢从事社会性的和重复性的活动。通常不愿意受人督促，也不愿意督促别人。知



识渊博，为自己的学识和才能感到自豪，而对自己的领导能力缺乏信心。

给人的印象是：分析型的、独立的、理性的、细心谨慎的、有智慧的、冷漠的（沉默寡

言的）、不满的（善批评的）、内向的、孤独的、复杂的、悲观主义的、不摆架子的、好奇的、

精确的和不合群的（不讨人喜欢的）。

对应职业类型

探索型职业主要是指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

主要有：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经济学、人类学等

方面的专家和助手；化学、飞机、电子、冶金、无线电和电视等方面的工程师和

技术员；飞机驾驶员、电子计算机操作人员等。

（3）艺术型（A）

艺术型劳动者喜欢在以写作、作曲、绘画、摄影、建筑等各种艺术形式表现自己的环境

里工作。乐于创造新颖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渴望表现自己的个性。比较敏感，易动感情，喜

欢独立工作，而不过多关心社会纠纷。一般对单调的或经营性的工作不感兴趣。

给人的印象是：复杂的、不切实际的、直观的、目无法纪的、不守常规的、感情冲动的、

有独创性的、善于表达的、独立的，敏感的、理想主义的和开放的。

对应职业类型

艺术型职业主要指各类艺术创作工作。

主要有：艺术、音乐、戏剧、外语、文学、舞蹈等方面的教师；歌唱家、舞蹈家、乐队

指挥等；编辑、广播节目作者；艺术、家具、珠宝等行业的设计师；文学、艺术方面的评论

员等。



（4）社会型（S）

社会型劳动者喜欢从事为人服务和教育他人的工作，喜欢参与解决人们关心的社会问

题。热情慷慨，善于交际，关心他人，人际关系很融洽。总是在寻求与群众接触的机会，渴

望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平时，比较看重社会义务与社会道德。一般缺乏技术特长，不喜欢

从事需要运用劳动工具的工作。

给人的印象是：向上的、乐于助人的、有责任心的、合作的、理想主义的、合群的、耐

心的、八面玲珑的、友好的、仁慈的、善解人意的、慷慨的、有说服力的和温暖的。

对应职业类型

社会型职业主要指各种直接为他人服务的工作。

主要有：社会科学、历史、体育等方面的教师、保育员，教育行政人员；社会科学、政

治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政治工作人员、职业护士；社会服务指导，体育教

练；食品、戏院、酒店、旅社的经理；房屋管理人员；发型师；牙科助手，福利人员等。

（5）事业型（E）

事业型劳动者喜欢竞争，敢冒风险，精力充沛，乐观自信，善于交际、能说会道，具有

领导才能。喜爱权力，地位与物质财富。一般不擅长科学研究，对系统而复杂的思维工作很

不耐烦。

给人的印象是：精力旺盛的、好出风头的、乐观的、大胆的、兴奋的、自信的、讨人喜

欢的、外向的、合群的、野心勃勃的、滔滔不绝的、盛气凌人的、风流的和贪得无厌的。

对应职业类型

事业型是指那些组织与影响他人共同完成组织目标的工作。

主要有：家具、杂货、艺术品、礼品、零售等行业的商人；农场、家庭用品店的经理；



工程师；律师；市场和商业系统分析专家；银行、固定资产工作人员；工作关系指导、管理

助手；供销人员、供销人员、售货员；政府官员；无线电和电视广播员等。

（6）常规型（C）

常规型劳动者喜欢按计划办事，乐于完成指令性的任务。总希望知道别人期望他干什么，

自己从不谋求领导职务。不喜欢冒风险，对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不感兴趣。工作踏实，忠实

可靠，遵守纪律。

给人的印象是：小心的、缺乏灵活性的、有恒心的、遵守常规的、自我约束的、实际的、

认真的、有条理的、拘谨的、被动的、顺从的、节俭的、有效率的、守纪律的和缺乏想象力

的。

对应职业类型

常规型职业主要是指各类科室工作。

主要有：会计、出纳、统计人员；打字人员；办公室人员；秘书与文书；商业教师；图

书馆助理；旅游、外贸职员；邮递员；接线员；保管员；书刊销售员；财政专家；审计人员；

人事职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