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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

王通讯：“人才好制度”从哪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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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通讯 2013-04-17 

内容摘要： 前段时间，国内文化娱乐界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寻找中国好声音”，反响强烈。

笔者认为，在国内人才研究与工作领域，也应该叫响一个口号，那就是“寻找人才好制度”。  

人才强国需要好制度 

  前段时间，国内文化娱乐界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寻找中国好声音”，反响强烈。笔者认

为，在国内人才研究与工作领域，也应该叫响一个口号，那就是“寻找人才好制度”。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还须从党的十八大讲起。党的十八大对于今后的人才工作，提出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形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应该说，这是一个新提法，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新任务。 

  所谓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行为规则的总和。而人才制度，则指的是

整个社会制度之下的与人才发生、发展相关的那部分规则。具体说，包括人才育成制度、人才引进制度、

人才选拔制度、人才使用制度、人才流动制度、人才评价制度、人才激励制度等等。这是一个以人才为中

心的可以相对独立的制度体系。 

  事实上从1979年开始，国内的人才学者就开始重视人才制度研究，例如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朱耀

廷和李树喜两位学者对中国人才思想史与人才制度史就进行过系统的探讨，他们的新著《中国人才史纲》

最近也由北大出版社面世。但是，我们这里讲的人才制度，主要是现今中国的人才制度，是面向现实中国

发展需要的，因而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国崛起的秘密所在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强国、军事强国，也是世界人才强国。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美国

从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不够强大，变得日益强大起来的呢？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见解的美国纽

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汤麦斯·弗里德曼认为： 

  “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和硅谷，不在于空军和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

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由蠢才们运作

的体系。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的东西，是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 

  这段话发人深省。 

  美国今天的强大，固然靠的是人才大量涌现及其才能的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美国能够做到这一

点？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建国后长期探索、积累起来的一套实用有效的人才制度。这是研究后发赶超

决不可忽视的因素。概而言之，人才强国的建成，一靠人才，二靠制度。“人才”加“制度”是历史上一

切大国崛起的真正秘密。 

  从这种意义上讲，世界各国的人才竞争，不仅是人才总体素质之间的竞争，更是国家制度层面之间的

竞争。因此，寻找人才好制度，是我们国家人才工作发展到今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大问题。 

在实践中探索总结 

  广义地讲，人才政策也属于制度的范畴。因为政策也都是由各种规定组合而成的，也对人们的行为进



行约束与规范。不过，相对于法律来说，它属于尚未凝固的、比较软的制度。仔细分析我们国家东部、中

部、西部的人才政策，就能发现某些差异的存在。学者们能够从不同的政策比较中发现为什么东部发展较

快的制度根源。 

  一般地讲，好的人才政策和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差的人才政策和制度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凡是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较好的区域，都有其人才制度方面的先进性，都值得总结、学习。以创办一个企业

为例，在美国大约需要两三个小时，在香港大约两三天，在深圳大约两三周，在北京大约两三个月，在印

度大约需要一年。 

  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之后，特别是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规划颁布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在人才工

作方面实际上已经展开了竞争，出台了不少人才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人才的培养吸引使用激励

诸方面赢得竞争优势。尤其是各地新成立的人才试验区，更是在人才政策方面做出了各自的创新。我们要

认真研究比较这些政策，寻找好的、能够确实奏效的政策，逐步落实固化下来，努力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

色的人才制度体系。 

  根据制度学者们的研究，制度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博弈产生，一是靠社

会精英精心设计产生，二者各有利弊。如若将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可能效果会更好。 

  寻找“人才好制度”，不仅需要领导部门予以重视，还需要弄清“人才好制度”的标准应该是什么。

制度研究专家阿兰·斯密德指出，凡是好的制度一般都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效率，二是自由，三是民主与

全体一致性，四是交易成本最小化。 

  有了以上总的指导原则，加上各地人才工作的广泛实践和深入探索，可以相信，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

各种人才好制度，进而推动中国尽快从人才大国走向人才强国。（作者系中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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