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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与日本高千穗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中日人力资源开发国际研讨会于二00四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人事管理”，六位专家围绕这一主题从多个角度发表了

自己的独特见解，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结构的关系任何时候都是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产业结构决定人力资源结构；产

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去推动。 

  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是：巩固加强第一产业、改进升级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目标是

五个统筹，原则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走新型工业化之路。这一整体思路决定着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向、目标和

工作重点。我国目前人才资源无论数量、素质、结构，还是体制、机制、环境，与产业结构调整要求都存在着诸

多不相适应之处。 

  三、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科技，关键靠人才。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提高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

大量转移不仅已是必然，而且还将持续。第一产业人力资源目前正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原本综合素质就不高，

另一方面年轻劳动力大量转移，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已难以为继，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三农”问题解决的

重要瓶颈，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开发需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四、中国第二产业的改造升级不仅需要职业化、国际化的经营管理人才，而且更需要大批量高素质、专业化

的技能型人才。中国现阶段职业化教育相当薄弱，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制造业改造升级的制肘。 

  五、加大服务业人才开发力度是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因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达程度

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服务业整体水平偏低。 

  六、高新技术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新技术产业化已成大势所趋，我国高新技术人才整体短缺，加紧培

养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七、加大教育投入，加快教育发展，整体提高国民素质，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工程和首要任务。加大投

入，优化结构，构建体系，扩大覆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已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中之重。 

  八、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要求人力资源能够在不同产业之间有序流动，合理配置，这对市场建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我国的现状是政事不分，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革除体制弊端，贯通两个市场，打开各种

通道，已成燃眉之急。 

  九、产业结构的转换必将推动人事管理变革，趋向是能力发挥、个性培养、包容多样性。标志是人力国际移

动、用工形式多样、劳动时间灵活、跨国服务出现。 

十、经济全球化，经营国际化，产业高级化，人口老龄化，对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都将产生重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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