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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及其配置 

  “资源”原本指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的形态已经大大扩展了。特

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资源有了更加拓展的认识。一些包括人类利用自然要素生产的各种经济物品

以及由其组成的各种经济环境，还有人力资源、知识、技术、文化及管理体制等都被列为资源的范畴。有的专家

学者甚至明确提出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并列并统一。  

  “资源配置是指经济中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各种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资源的

整体配置状态，是指各种不同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中量的分布关系。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一般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另一种是为了取得预期的效益尽可能地减少资源的消耗。就一个国家来

讲，可获取的各种资源都是有限的，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其最有

效地发挥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般来讲，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以下特点： 

  1、资源合理配置的均衡性。在经济社会中，资源配置的均衡性要求资源的供给总量等于资源的需求总量，

而不发生资源的短缺和限制。同时，通过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使资源在配置中实现效益最大化。资源供求平衡

是资源合理配置的充分条件，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是资源合理配置的充分体现。均衡性是资源合理配置的理

想状态。 

  2、资源合理配置的流动性。实际上，由于不同地区资源赋存状况的限定性和差异性，仅靠利用本地区的资

源很难实现资源的供求平衡和合理配置，因此必须依靠区域间的资源交流才能实现。资源空间合理配置的必要条

件之一是资源的充分流动。在一个资源能够保持较高流动性的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可以按照效率原则得到优化

组合，使得经济结构得到调整，供求关系得到调节，实现资源整体效益最大。 

  3、资源合理配置的依存性。首先，资源存在本身就需要以其他资源的共同存在为条件。比如，没有土地就

没有森林。其次，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其他资源配合和共同作用才能产生效益。比如，用铁矿石炼钢，必

须以焦碳作为能源。因此，资源的合理配置要考虑到资源存在和发挥效益的相互依存条件。 

  4、资源合理配置的集聚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实现资源供求平衡和效益最大化，客观

上要求资源向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和报酬率高的方向流动。在这种趋势下，各种资源随着某一资源或某几种资源向

某一区域流动和集聚，使得这一区域的资源密度迅速增大。资源的这种集聚作用使资源集中的地区资源更加富

有，而资源短缺的地区资源更加贫乏，从而形成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 

  5、资源合理配置的时效性。资源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数量的配置状态，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



益。在不同的时期，资源使用环境会发生变化，如技术进步、赋存状态变化、需求情况变化等，从而使资源产生

出来的效益发生变化。因此，对于某种特定的资源来说，为了使其产生的效益最大，就应该及时配置和及时使

用。 

    二、人才资源的配置功能与特点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资源不仅参与资源的配置，而且通过其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够扩大资源的范围和

功能，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1、人才资源具有资源配置的能动性。资源配置本身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人才资源的存在本身就对

物质资源的配置提出要求。在社会生产中，任何资源的配置都是按照人的要求和安排进行的，没有人的作用物质

资源的配置不能产生效益。 

  2、人才资源具有扩展生产要素的能力。由于人才资源中人力资本存量较高，富含科技资源，因此在生产过

程中，通过人才知识和技能的运用，使得社会生产要素的范围和功能扩大。比如，热核聚变技术可以使海水变成

核原料；人才的知识和技术可以成为社会的智力资源。人才资源通过对物质资源和社会人文资源的开发，来促进

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3、人才资源促进资源配置结构升级。在社会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低级

资源逐渐被高级资源所替代。比如，劳动力的精耕细作替代了广种薄收；机械设备的使用替代了劳动者的手工；

知识和技术的使用节约了物质资源的消耗。这种资源配置状态的升级，必然带来资源配置效益的不断提高，促进

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无疑都是由于人才资源的开发与使用而带来的。 

  4、人才资源配置的效益具有递增性。人才资源具有不同于物质资源的配置效益。在经济社会中，物力资本

普遍存在着收益递减的规律，而人才资源的配置则呈现收益递增的规律。现代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人才资

源的配置。 

   三、人才流动是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人力资源丰富，但是人才资源缺乏，而且结构性的短缺更为突出。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急速调整，对人才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人才资源短缺的矛盾更加明显尖

锐。这就需要人才资源具有更好的流动性，以便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加速配置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最高、效益最好的方式是市场配置。然而，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一个完备而统一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特别是人才市场的建设仍然滞后于其他要素市

场的发展，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程度还不够。人才资源在城乡之间、在跨地区、跨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流动仍然

受到许多体制性的障碍，从而制约了人才资源在资源配置中主导作用的发挥，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对资源配置的要求。 

  同时，各地区、各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性，对人才资源结构的需求也不相同。比如，

制造业发达的地区对机电、仪表专业类人才需求较大，而金融中心城市则需要更多的金融、经济专业的人才。不

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发展对人才资源本身的结构也提出了合理配置的要求。 

因此，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加快体制改革，消除人才流动中的体制性障碍，增加人才流

动的自由度和流动性，既是促进人才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的需要，也是人才资源结构优化及合理配置的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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