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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之后，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成为举国上下十分关注的问题。要把人才强国战略真正

落到实处，需要认识和抓住几个关键的着力点。就当前而论，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和优化人才

成长环境显得尤其重要。 

    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首先应该将我们国家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才资本强国。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

本是投资形成的，人才资本也是投资的结果。这需要通过四个投资渠道来实现。第一是营养、保健费用的投入；

第二是教育费用的投入；第三是继续教育费用的投入；第四是人们求职过程中发生的人事成本，这四项费用加在

一起即为人力资本投资。人才资本之形成还要包括科研经费的投入等等。当前有个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我

国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国际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衡量，主要看教育费用的投入这个指标，也就是公共财政

列支的教育投入。这笔投入在中国有多大呢？数据显示，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是比较低的，占国家GDP的2%左

右。2003年有所提高，占GDP的3.4%，但是放在全世界来看，还是相当低。因为发达国家占到GDP的6-7%，发展

中国家的平均值是4.1%。如果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由资源变资本就相当困难。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有三个，国家、单位和家庭。据国家教委统计，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可

是学者们认为比这要低。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平均年限已达13年，或者更高。也就是说，人家是大专生

在干活，我们顶多是初中生在干活。人力资本的单薄状况如果不改变，长此以往，我们将失去发展的后劲。 

  这是国家层面，单位层面呢？按照1982年的规定，继续教育投入应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5%，对照检查，很

多企业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很多企业一年平均给每个职工投资30-50元，这么低的水平，要让我们的职工和发达

国家的职工竞争相当艰难。或者说，在单位特别是在企业层面，我们的人力资本投入也是很不够的。 

  目前在中国只有一个主体的投资到位，就是我们的家庭。因为让孩子读书学习、上大学就是在作人力资本投

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教授海克曼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比例存在问题，二者比例

是12∶1，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同样的数据美国是3∶1，韩国是8∶1。为使构建和谐社

会的目标得以实现，为使我国获得强劲的发展后劲，当前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二、推进人事制度改革 

  实施人才战略，大而言之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二是改革。后者指的是，一定要革除不利于人才成

长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使一切人才的才能能够充分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目前的人事制度改革集中反

映在两个“五加一”文件上。首先是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改革的“五加一”文件。其精神实质在于逐步扩大人才选

拔的公开性、民主性，包括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竞争上岗等，这不仅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而



且已经深入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我们大家关注的事业单位改革，也正在制定一套“五加一”文件，突出了

整体推进和配套改革。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牵涉到3000多万人的利益。 

  有人说事业单位改革就是要减人减钱，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事业单位”几个字只有中国人懂。国际上把我

们称作的事业单位归之于第三部门。第一部门是政府，第二部门是企业，第三部门既非政府也非企业。它包括三

大块，第一大块叫社会公益组织，就是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娱乐，相当于我们说的事业单位；第二

块是社会中介机构，包括协会、学会、研究会，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块指独立部门，包括宗教组织、慈

善机构、公民自助组织等。大家可以看到，第三部门是个很大的概念。事业单位改革到底怎么发展？要看世界潮

流。第一，发达国家的事业单位不是在萎缩，而是在不断发展，就业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减人的思路值得推敲。

第二，减钱是出路吗？也不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教育投

入排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之下。文化与卫生投入也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之下，以减少经费谋求发展的思路显

然是不可取的。那么事业单位的改革到底如何进行呢？出路在于：搞好分类，整体推进，配套改革，多元举办，

激活机制，做大做强。社会公益事业应该交给社会民间去多做一些。企业、个人、合伙都可以办事业，这样，我

们的第三部门就可以更好地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是第三部门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就业主体，因为政府

和企业减下来的人都会就业于第三部门。 

  有一个学者叫杜拉克，他说第一部门的产品是政策，第二部门的产品是商品，第三部门的产品是什么？是素

质更高的人。这句话发人深省。第三部门是塑造素质更高的人的，事实上，事业单位也是人才密集之地，难道不

该更加重视吗？事业单位的改革不能过分市场化，应该想到这个部门是塑造人的，因此要特别重视，不能把事业

单位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减人、减钱、减机构。 

    三、优化人才成长环境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环境建设非常重要。环境是综合性的、是多元的，既包括政治环境，又包括经济环境、

教育环境、生态环境，甚至包括人的心理环境。1978年至今这20多年间，中国有70多万人出国留学，学成回国

者17万，不到1/4，3/4的人还没回来。什么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的人才成长发展、干事业的环境还有问

题。对人才流动，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经济学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4000美元之下的阶段，人才大量

回归是很困难的。当我们的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时候，人才大量回归是必然的。 

  经济发展不起来，人才的成长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或者说，贫穷的地方不仅经济难以发展，人才也难以发展

起来。因为越是贫穷的地方，人才干事业的障碍就越多。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想到。最近，世界银行有份报告说，

就举办一个企业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难易程度大不一样。可以考察三个指标：一是需要通过几道关口；

二是需要消耗多少个工作日；三是需要花费多少钱财。统计发现，举办一个企业，发达国家平均需要过6个关

口，而发展中国家则平均需要过11个关口；发达国家需要耗费27个工作日，发展中国家则需要耗费59个工作

日；发达国家花费人均年收入的8%，发展中国家则需要花费人均年收入的122%。由此可以发现，一些地方经济

发展不起来，不仅是缺钱的问题，更缺的可能是制度环境。越是贫穷的地方，经济制度越落后。所以，对于人才

环境建设，需要进行分层研究。对一些不发达之地来说，更需要的可能是经济制度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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