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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人才作为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

的组成部分。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人才先行，坚持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把人才资源开

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把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强国，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 

    在此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重新审视各种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逐步

形成了人才强国战略理论，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认为人是构成社会生产力最积极、最

能动的因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没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就不可能持

续发展；没有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必然缺乏后劲。党的人才强国战略理

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

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管理学中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充分吸收了我国人事人才科学的最新研究成

果，以及国内外人才战略规划与管理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理论体

系，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人才强国战略和一系列相关政策制度。 

    笔者长期在国家人事人才研究机构工作，有幸参与了国家人才战略和人才开发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研

究和相关政策研究，经历和见证了人才强国战略理论提出和发展的过程。本书收录了笔者近年来的部分研

究成果，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规律研究。主要包括：1．人才概念的理论界定。旨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充

分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指导性，将人才学多个不同流派之间，人才学理论

与社会约定的人才语义之间的差异进行有效整合，提出了。·人才就是通过学习与实践，以知识和能力的

形式，积累了更多的人力资本，能够在同等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劳动者”的新的人才概念。

2．人才成长规律研究。指出了人才成长的过程就是人才社会化的过程、专业化的过程和在改造客观世界

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内因是人才成长的根据，外因是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在人才世界

观尚未确立的自在阶段，人才的成长主要靠外部的灌输与引导；在人才世界观已经确立的自为阶段，人才

的成长主要靠对理想和目标的探索与追求。在人才成长的全过程中，兴趣爱好、利益追求与成就需要是最

重要的驱动力量，而人才生逢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优势积累的效率和社会的竞争选择，则对人才的成长

产生规律性的影响。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资源开发规律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人

才资源开发的丰富实践，着重探讨当政府把人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主动进行投资开发时，需要遵从怎样的规

律才能获得更大效益，为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人才资源战略规划中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供理论支持。 

    第二部分战略研究。主要包括：1．关于人才强国战略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的研究探索。首先论证了

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党的人才战略理论，对于制定人才战略规划的重要性，继而对党的人才战略理论的

发展过程、基本观点和体系结构进行了研究概括，作为制定中国特色人才战略规划的理论参考。2．关于

中国人才战略规划实践的研究分析。通过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和中国人才战略规划的实践两个专

题，探讨了人才强国战略的产生背景、科学内涵及阶段性的实施成效；通过梳理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从行

业到企业人才战略规划的实践，重点分析了其产生的过程、主要内容及其突出特点。3．关于人才强国战

略实施评价的实证研究。以评价人才强国战略实施效果的指标体系作为分析工具，对人才强国战略实施情

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基本结论和相关对策建议。 

    第三部分政策研究。这一部分收录了与人才战略相关的部分政策研究成果，包括《改革政府特殊津贴

制度研究》《国外工程师执业资格管理制度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吸引留学人才的管理实践》以

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成效与经验》等内容。 

    本书所选文字，均为笔者公开发表过的论文或已结题的课题研究报告，其中一些相关研究的论述和分

析难免重复，但为保证各专题研究的逻辑性和完整性，笔者未做过多删除，对此请读者见谅。此外，用于

专栏中的规划纲要文本，均为个人前几年的研究成果，收入其中，意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研制人才战略规划

的分析思路，这些虽同样由本人执笔，但也是研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成书之时，谨向多年来为本

人的科研工作提供平台和信息资源以及政策咨询支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的领导

和同志们，向长期以来鼓励鞭策本人把有关人才研究的思想转变成文字的人科院领导和同事们，向近期以

来支持帮助本人把人才研究成果转变成出版物的中国人事出版社姚松柳先生、彭新卫编辑等朋友们一并致

以诚挚的谢意。 

    希望此书的出版，能为促进中国特色人才发展理论的深入探讨，推动人才战略和人才规律研究，以及

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贡献绵薄之力。希冀读者从中能够窥见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轨

迹，可以从中获取些许人才战略规划和人才开发研究方面的借鉴与参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述内容只代表笔者个人的观。囿于学力所限，内中难免存在偏见及谬误之

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1年春于北京小井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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