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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南京优质智源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
 

——“8.25”中高级人才交流会带来的启迪

 
 

2002年8月25日，对南京来说，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没有人会刻意留意这一日子，

但对于南京人才市场与许多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却是一个让人欣喜，为之振奋

的日子。这一天，南京人才市场举办的首场“南京外资及高新技术企业中高级人才交流

会”获得了异常的成功。
 

一次谈话引发的一次尝试
 

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脚步放慢，加之发展环境的变化，国际资本正在全球范围内四处

寻找投资的机遇。中国因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环境日趋优化以及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正

成为外商投资者的首选目标。自去年“入世”以来，外资进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这

次外资进入中国出现了三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外商投资规模较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明显增

加；二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地域开始从珠江三角洲迁至长江三角洲，由东南沿海逐步向内陆腹

地渗透；三是世界知名企业尤其是全球500强企业纷纷加入抢滩中国的行列。
 

从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来看，引进外资尤其是引进海外优质资本无疑是加速

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扩大开放的最佳捷径。因此在外商看好的长江三角洲，新一

轮的外资竞争热潮正悄然涌动。作为长江中下游中心城市的南京自然在这场竞争中不甘落

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市委李源潮书记在接见外商时，听到外商在网罗南京中高层人才

上感到很为难。李源潮书记对南京的情况无疑是熟知于心的。他知道：南京不缺人才，缺的

是人才进入企业、企业引进人才的平台。随即他给政府人事部门表达了“可否采用猎头等多



种方式给外商投资企业引进高级人才”的建议。此时此刻，南京人才市场也正为寻找新的人

才交流模式而苦苦寻觅。李源潮书记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南京外资及高新技术

企业中高级人才交流会”遂于8月25日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一次尝试点燃的一场火爆
 

8月25日“南京外商及高新技术企业中高级人才交流会”的主办者们对这场交流新模式仍

是以“大胆尝试，谨慎操作”的工作思路来筹划本次活动的。两年前，南京人才市场也举办

过类似的“精品人才交流会”，但效果不甚理想。因此本次交流会只是按常规市场举办的思

路在几家媒体上作了宣传。但让举办者无限振奋的是：尽管本次交流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

但场面火爆依旧。我们可以从本次中高级人才交流会与常规型人才市场的诸项数据对比中看

出当时交流会的盛况。
 

8.25交流会与常规交流会的比较
 

 
 

一场火爆激发的一番思考
 

“8.25”南京外商及高新技术企业中高级人才交流会的火爆仅仅是一种现象。但透过这

  8.25交流会 常规交流会 

参会单位 120余家 80余家 

参会单位类别 
以外商投资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为主 以普通中小企业为主 

参会单位来源 
北京、上海、杭州、 

苏州、镇江、无锡、 

常州、张家港、南京 
以南京为主 

参会人才素质 
本科占78% 

专科占22% 

专科占50% 

本科占30% 

其他占20% 

参会单位提供职位类别 中高级管理 

和技术岗位 
普通岗位为主 

参会人才数量 2400人 1800人左右 

初步达成意向数量 1719人 900人左右 



一现象，可以引发我们的多重思考。南京的中高级人才储量到底有多大？南京的经济发展能

容纳多少高层次人才?中高层人才与南京经济发展的契合度有多大？现有的人才交流形式能

否满足中高层人才的需要？人才服务如何紧贴市场不断创新？… …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无疑会

给我们带来以下启迪：
 

一、南京仍然是全国中高级人才培养与集聚的重要场所。
 

南京目前人才资源总量达64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60%以上，本科以上学历占近

40%。其中研究生人才为2.5万人，副高以上职称人才为3.62万人。如此大的人才资源存量在

全国各大城市中的排列也是靠前的。从人才资源增量来看，每年进入南京的各类毕业生近2

万人，其中本科毕业生超过50%，大专学历以上毕业生超过80%。同时，南京拥有近40家普通

高等院校，500多家科研机构，在校生达到20余万人。其中有近一半的在校生希望在南京工

作与创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南京仍是全国重要的中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重要的人才

集聚地。
 

二、南京要有提早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优质人才资源的心理准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加速形成。去年，我国成功地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正以全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化浪潮中。海

外资本日益看好中国这块热土。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外国投资正以高于往年的速度迅速

增长。长江三角洲成为继珠江三角洲之后外商投资的首选目标。外商投资于长江三角洲看中

的不仅仅是这里的投资环境，还有这里优质的人才资源，同时，这次国际资本由东南沿海转

向中国内陆，特别是长江流域，是跨国公司抢占中国腹地市场战略的新调整。以南京的经济

发展来看，在驱动经济的三大动力中，进出口无疑是南京的软肋。因此在新一轮海外投资

中，南京如果能提早预见，抢占机遇，就能推动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人才资源无疑是海外投

资者看中的重要因素。苏州已提前预见到人才资源在吸引海外投资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在

城东、城西兴建研究生园和产业高级职业教育培养园区，努力形成高端研究人才和高端技术

工人的聚集地，并形成吸引海外投资的有力筹码。因此南京也应把握机遇，预先谋划，为海

外投资提供优质人才资源储备。
 



三、要构建满足人才发展与企业选才的新平台。
 

南京人才资源总量庞大，高素质人才云集，这无疑是南京的优势所在。但我们应清醒地

看到：当今的人才存量并不意味着是未来的人才存量。人才始终处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中。哪

个地方环境好，哪个地方有自我实现的潜力，哪个地方有利于施展才华、创新创业，人才就

会流到那个地方。因此，我们要不断优化人才创新创业，自我价值实现的环境。一是要突破

传统体制与思维束缚，实现制度创新，不断解放思想，形成“言商爱商亲商”的创业环境和

文化环境；二是要建立优良的人居环境。南京的山水城林曾经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流连。

近几年来，南京的城市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南京仍有

不足之处。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要想经济充满活力，必须要创造出适合经济活力的重要主

体——人才生存的优良环境；三是要构建人才交流的平台。从目前来看，作为引领南京人才

交流事业的巨腕——南京人才市场日益遭受硬件设施的约束。与深圳、广州、上海相比，南

京人才市场的场地面积、硬件投入、信息网络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改善人才交流载体，

高标准、高定位的建设人才市场应作为政府近期考虑与规划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市场细分过程中应注意差别化竞争模式，不断创新人才市场交流形式。
 

在举办“8.25”中高级人才市场的同时，8月24日常规型人才市场照常举行。举办者担

心常规型人才市场会影响或冲击中高级人才市场。但出乎举办者意料，中高级人才市场不仅

没有受到常规型人才市场的冲击，而且中高级人才市场也没有影响常规型人才交流活动的举

办。中高级人才市场和常规型人才市场双场双旺，互不影响，且互为补充形成了人才交流的

集聚效应。由于前来招聘的许多企业来自外市和外省，双场联动扩大了南京人才市场的影

响，提升了南京人才市场的品牌美誉度。因此应深入研究探索人才市场发展的新规律，新的

变动走势，充分重视市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市场细分现象，制定市场差别化战略，对不同类

型的人才采取不同的交流形式，创新人才交流新模式，不断满足市场的需要。
 

五、人才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增强人才智力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也才能保

证优秀人才流向企业。
 

从目前来看，南京人才配置市场化程度较高，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具体表现在：



一、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一些国有系统与行业对人才流动仍设有较高的门槛，人才正常流

动的成本较高；二、人才交流市场环境尚待完善。一些非正常和欺诈性用人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社会性歧视不可忽视。在人才配置的市场化活动中，学历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

部门歧视、身份歧视乃至相貌歧视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仍是影响人才市场化配置诸多

因素的后滞效应。就一般意义而言，企业成为用人主体的前提在于人才配置的高度市场化，

人才配置高度市场化有赖于国有企事业人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有赖于政府管理方式的创

新，有赖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创新，有赖于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的调整。实践证明，进入九十年

代以来，我国要素市场化程度与人才资源进入企业的比例具有高度相关性。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应成为人才资源开发的主体。人才资源也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重

要支撑力量。因此人才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增进人才智力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从而

保证优秀人才进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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