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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期 我国人才流动状况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2007-12-30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访问次数:   作者：fan  

袁  娟 

2005年11月21日 

 

  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与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人才流动状况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选取

黑龙江省、吉林省、北京市、江苏省、湖北省、四川省等我国具代表性地区，以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

技术人员、事业单位职员、技术工人、待业毕业生、待业职工等为对象，于2005年5月上机统计有效问卷1910

份。调查结果用于分析我国人才流动现状，为人才流动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信息。 

  一、我国人才流动的现状评价 

调查表明我国人才流动的现状为： 

●人才流动规模增大、流速加快； 

●人才流动的秩序、流向的合理化与信息供给均不太好； 

●人才流动的宏观环境、法制环境和体制环境颇欠理想； 

●政府服务与政策有一定成效，政府角色定位、政策调控等有待完善； 

●中介服务的满意度较低； 

●人才自身流动比较主动，成本和风险较高； 

●人才流动诚信不佳，国家利益、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不太好。 

  （一）我国人才流动规模增大、流速加快 

  1、近半数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规模比较大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的规模，认为规模“太大”的比例为8.7%；“较大”35.9%；“适中”24.7%；“较

小”24.9%；“太小”3.8%。认为规模“太大” 和“较大”的比例合计为44.6%，接近半数。 

  2、四成的人认为目前我国人才流动的速率较快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的速率，认为速率“过快” 的比例为6.1%；“较快” 的比例为35.8%；“适中” 

的比例为23.7%；“较慢” 的比例为29.8%；“太慢” 的比例为2.1%。“过快”和“较快”的比例合计为4

1.9%。 

  （二）我国人才流动的秩序、流向的合理化与信息供给均不太好 

  1、超出四成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的秩序不太好 

  关于我国全社会人才流动的秩序，认为秩序“很好” 的比例为2.3%；“比较好” 的比例为22.3%； “不

太好” 的比例为39.4%；“很不好” 的比例为4%。“不太好”和“很不好” 的比例合计为43.4%。 



  2、近四成的人认为目前我国人才流向不太合理 

  关于我国人才流向的合理性，认为流向“非常合理”的比例为1.8%；“比较合理”的比例为23.8%； “不

太合理”的比例为34.6%；“很不合理”的比例为4.5%。“不太合理”和“很不合理”的比例合计为39.1%。 

  3、超出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信息不太畅通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信息的畅通情况，认为人才流动信息“非常畅通” 的比例为3.5%；“比较畅通”的

比例为44.4%；“不太畅通”的比例为31%；“不畅通”的比例为3.1%。“不太畅通”和“不畅通”的比例合计

为34.1%。 

  4、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目前我国人才供求信息不能满足需求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供求信息对人才流动需求的满足程度，认为供求信息“很满足需求”的比例为2%；“比

较满足需求”的比例为24%；“不太满足需求” 的比例为46.3%；“供求信息根本不能满足需求” 的比例为

8.4%。 “不太满足需求”和“根本不能满足需求” 的比例合计为54.7%。 

  （三）我国人才流动的宏观环境、法制环境和体制环境颇欠理想 

  1、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的宏观环境比较宽松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宏观环境的宽松度，认为宏观环境“很宽松” 的比例为4.1%；“比较宽松” 的比

例为30.4%。“很宽松” 和“比较宽松” 的比例合计为34.5%，为三分之一强。 

    2、42%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的法制环境不太好 

  关于我国人才流动的法制环境，认为法制环境“很好”的比例为2.7%;“比较好”的比例为28.1%；“不太

好”的比例为38.3%；“很不好”的比例为3.8%。“不太好” 和“很不好” 的比例合计为42.1%。 

    3、45%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各个方面责权利不太明确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各个方面（政府管理部门、市场中介组织、用人单位和个人）法定的责、权、利，认

为责权利“不太明确” 的比例为39.5%；“很不明确”的比例为5.9%。“不太明确” 和“很不明确” 的比例

合计为45.4%。 

  （四）政府服务与政策有一定成效，角色定位、政策调控等有待完善 

    1、四成的人对我国政府在人才流动中的公共服务比较满意 

  关于目前我国政府在人才流动中的公共服务，认为政府服务“做得很好” 的比例为4%；“做得比较好” 

的比例为37%；“做得不太好” 的比例为33.6%；“做得很不好” 的比例为4%。“做得很好” 和“比较好” 

的比例合计为41%；认为不太好的比例合计为37.5%，也接近四成。 

  2、认为我国政府人才流动导向政策“有效”略多于“无效” 

  关于目前我国政府人才流动导向政策的效果，认为导向政策“很有效”的比例为2.9%；“比较有效” 的比

例为34.2%；“不太有效” 的比例为30%；“无效” 的比例为2.4%。倾向较有效的比例合计为37.1%，倾向无

效的比例合计为32.4%。 

  3、约39.6%的人认为我国政府在人才流动中角色定位不太准确 

  关于目前我国政府在人才流动中角色定位，认为政府定位“很准确”的比例为2.9%；“准确”的比例为2

4.6%；“不太准确” 的比例为34.3%；“不准确” 的比例为5.3%。 “不太准确” 和“不准确” 的比例合计

为39.6%。 

    4、38%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中的政府调控不太到位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的政府调控，认为政府调控“很到位” 的比例为2.4%；“基本到位”的比例为3

5.4%；“不太到位”的比例为32.5%；“不到位”的比例为5.8%。“不太到位”和“不到位”的比例合计为3

8.3%。 

  5、37.6%的人认为人才流动政策与其他人事政策的冲突比较多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政策与其他人事管理政策的冲突，认为政策冲突“很多”的比例为4.1%；“比较

多” 的比例为33.5%；“比较少” 的比例为24.3%；“基本没有” 的比例为2.2%。“很多”和“比较多” 的

比例合计为37.6%。 

  （五）中介服务的满意度较低 

  1、半数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中市场中介组织行为不太规范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市场中介组织行为的规范性，认为中介组织行为“不太规范” 的比例为39.4%；

“很不规范”的比例为11.6%。“不太规范” 和“很不规范” 的比例合计为51%。 

  2、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中的市场中介服务不太完善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的市场中介服务的完善情况，认为中介服务 “不太完善” 的比例为42.4%；“不

完善” 的比例为11.5%。“不太完善” 和“不完善” 的比例合计为53.9%。 

  （六）我国人才自身流动比较主动，成本和风险较高 

  1、53.9%的人认为人才自身流动比较主动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人才自身的主动性，认为人才自身流动“很积极”的比例为8.8%；“比较积极” 

的比例为45.1%；“很积极”和“比较积极” 的比例合计为53.9%。 



  2、近半数的人认为我国人才个体流动的直接成本较高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个体流动的直接成本，认为个体流动成本“很高”的比例为7.5%；“较高”的比例为3

9.1%；“很高”和“较高”的比例为46.6%。 

  3、55.6%的人认为我国人才个体流动中的风险较高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个体流动中的风险，认为个体流动风险“很高” 的比例为8.7%；“较高”的比例为4

6.9%；“很高”和“较高”的比例合计为55.6%。 

  （七）人才流动诚信不佳，国家利益、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不太好 

    1、44%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中诚信不太好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的诚信状况，认为诚信“不太好”的比例为39.3%；“很不好”的比例为4.7%。

“不太好”和“很不好” 的比例合计为44%。 

  2、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中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不太完善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对国家利益的保护（国家人才安全），认为人才安全 “不太完善” 的比例为4

2.4%；“不完善” 的比例为8.8%；认为目前我国人才安全“不太完善” 和“不完善” 的比例合计为51.2%。 

  3、近半数的人认为人才流动中对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不太好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对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认为保密 “不太好” 的比例为41.2%；“很不

好” 的比例为7.8%。“不太好” 和“很不好” 的比例合计为49%。 

  二、人才流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调查反映的主要问题与障碍为： 

●比较严重的体制性障碍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 

●对人才流动的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就业歧视和部门或单位保护。 

  （一）比较严重的体制性障碍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 

  1、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我国人才流动存在的障碍比较大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存在的障碍，认为流动障碍“非常大”的比例为6.1%；“比较大”的比例为47.5%；

“非常大” 和“比较大” 的比例合计为53.6%。 

    2、半数的人认为影响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比较大 

  关于目前在我国影响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认为体制性障碍“很多” 的比例为6.6%；“比较多” 的比

例为42.6%；“很多” 和“比较多” 的比例合计为49.2%。 

    3、比较严重的体制性障碍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流动中比较严重的体制性障碍，排在第一位的是“户籍制度”65.7%；第二位是“社会保

险制度”64.3%；第三位是“住房制度”50.7%。 

  （二）对人才流动的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就业歧视和部门或单位保护 

  1、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就业歧视和部门或单位保护 

  关于对人才流动的影响较大的因素，排在第一位的是“就业歧视”49.5%；第二位是“部门或单位保护”4

7.9%；第三位是“个人就业或职业观念”46.1%；第四位是“地方保护”45.9%。 

  2、影响较为严重的就业歧视是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 

  关于对人才流动的影响较为严重的就业歧视，排在第一位的是“年龄歧视”69.9%；第二位是“性别歧视”

62.7%。 

  3、近六成的人认为从非公组织向国有企事业单位流动所受的限制较多 

  关于目前我国人才从非公组织向国有企事业单位流动所受的限制，认为限制“非常多” 的比例为16.3%；

“比较多”的比例为42.2%。“非常多” 和“比较多” 的比例合计为58.5%。 

  三、进一步促进人才流动的对策与建议 

  调查中反映的进一步促进人才流动的对策与建议为： 

●改进政府宏观管理，完善公共服务； 

●加强人才流动的安全与保护，建立人才市场的诚信机制； 

●促使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的贯通。 

（一）改进政府宏观管理，完善公共服务 

    1、约85%的人认为政府有必要出台进一步促进人才流动的政策 

  关于政府出台进一步促进人才流动政策的必要性，认为政策出台“非常必要”的比例为47.6%；“必要”的

比例为37.1%。“非常必要”和“必要”的比例合计为84.7%。 

  2、促进人才流动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险机制及改革档案管理制度 

  关于促进人才流动需要采取的措施，排在第一位的是“建立相互衔接的社会保险机制”59.2%；第二位是

“改革档案管理制度”55.1%；第三位是“打破身份界限”53.1%。 

  3、改善档案管理要建立人才档案服务系统、完善存档的后期管理 

  关于如何改善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排在第一位的是“建立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72.3%；第二位是



“完善存档的后期管理”56.8%；第三位是“加强对档案管理机构的监管”47.8%。 

    4、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人才需求信息和就业指导服务 

  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需要人才市场提供哪些服务，排在第一位的是“跨省市的人才需求信息”62.3%；第

二位是“就业指导服务”62.3%；第三位是“本地区的人才需求信息”55.7%；第四位是“就业培训”49.2%。 

  5、引导人才流动要采取柔性流动、培养人才、人尽其才以及完善分配激励机制等措施 

  关于引导人才向西部、基层或艰苦地区等社会最需要的地方流动，政府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排在第一位的是

“鼓励‘户口不迁、身份保留、来去自由’的柔性流动” 67.1%；第二位是“加强西部、基层和艰苦地区现有

人才培养，充分发挥其作用”66.9%；第三位是“建立和完善西部、基层和艰苦地区的分配激励机制”66.4%；

第四位是“积极推进西部人才资源结构调整”50.7%。 

  （二）加强人才流动的安全与保护，建立人才市场的诚信机制 

  1、人才流动的安全与保护要加强监管、完善法规 

  关于加强人才流动的安全与保护的建议，排在第一位的是“为抑制人才流动中的不正当竞争，政府应加强对

人才市场的监管”，比例为63.3%；第二位是“完善人才流动中有关商业（技术）秘密保护的法律法规”，比例

为50.9%。 

  2、建立诚信机制要完善公共档案管理、规范中介机构服务 

   关于建立人才市场的诚信机制的主要措施和方法，排在第一位的是“完善公共档案管理”的比例为6

3.1%；第二位是“规范中介机构服务”的比例为59.2%；第三位是“加强政府监管”的比例为54.2%；第四位是

“完善辞职和辞退法规”的比例为50.8%。 

  （三）促使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贯通 

  1、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有必要贯通 

  关于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贯通的必要性，认为市场贯通“非常必要”的比例为35.5%；“必要”的比例为

42.1%；“不太必要”的比例为5%；“不必要”的比例为1.5%。“非常必要”和“必要”的比例合计为76%。 

  2、最需要贯通的是基础信息、社会保险、法律规范和档案管理 

  关于劳动力市场与人才市场需要贯通（衔接）的方面，排在第一位的是“基础信息资源”62.9%；第二位是

“社会保险”57.5%；第三位是“法律规范”54.9%；第四位是“档案管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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