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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管理体制才能使人才脱颖而出

毛晓刚    2010-6-11 9:53:20    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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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提要 

  事实说明，靠选拔官员的办法来认定人才殊不可取，行政化管理模式客观上造成的论资排辈、封

闭循环、墨守成规、唯上是从等弊端，以及由此形成的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等观念，已然成为制

约人才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急需下决心予以破解和革除。要让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使人才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建功立业，必须把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提到更重要、更优先的位置。 

  6月6日，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全文公布。作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文件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的战略目标、指导方

针、总体部署和重大举措。规划突出了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

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

式”，成为公众舆论讨论的热点。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讲，此次颁布的人才规划，服从于我国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属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与科技和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相互支

撑、紧密联系又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中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框架和行动纲领。可以说，着眼于

国家发展的新要求和世界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人才优先发展来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是符合我

国国情的战略选择。其中，优先创新人才制度，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才工作体制

机制，应是我国人才发展的战略重点。 

  基于对人才资源的深刻认识，我们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重视创新体制机制来发展培养和

集聚人才队伍。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正是由于注重不断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才有力地激发了

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增强了底气和实力。但从实践来看，当前在用好用活

人才、提高人才效能方面，还存在“不够用”、“不适用”、“不能充分使用”等不少突出问题，究其原因，

尤为严重的一条就是人才管理中行政化、“官本位”倾向浓厚，人才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程

度不够。 

  应当看到，人才管理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在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学而优

则仕”，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很多人的头脑之中，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思维。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

下，对人才资源的行政化管理又不断加以巩固，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

都按不同行政级别设立，相关人员也按照行政体系的级别待遇进行管理。虽然近些年国家不断推进事

业单位改革，但总体来看，实际存在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依然未有实质性突破，尤其是对科研院所、学

 



校、医院等本应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领域来说，一味贯彻行政化思路和手段，以行政目标指向来规划

分配资源，已然成为这些领域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束缚。 

  事实说明，靠选拔官员的办法来认定人才殊不可取，行政化管理模式客观上造成的论资排辈、封

闭循环、墨守成规、唯上是从等弊端，由此形成的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等观念，已然成为制约人

才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急需下决心予以破解和革除。当然，要彻底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

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需要一个过程。从根本上来看，不管是事业单位还是其他领域，要让优秀

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使人才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建功立业，必须把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提到更重要、

更优先的位置。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创新人才观念，树立以人为本、以用为本的理念；另一方面，

更要进一步在领导体制、管理方式、法制建设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创新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

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各项机制。此次出台的人才规划针对当前人才工作和队伍建设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单独提出了十大政策，力求以政策突破来渐次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不失为一大亮点。 

  激发人才活力取决于深化改革，取决于创新体制机制。在改革人才管理体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

我们已经无法继续回避，而必须认清紧迫形势，紧紧抓住机遇，以高度的共识来加快推动。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真正造就一大批优秀人才，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

高、管理创新转变，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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