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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讯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振奋人心。他在论述

“十二五”时期目标任务时指出 , 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 并指出 , 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主攻方向。我认为 , 这也给我们人才研究与实际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课题。 

人才研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 , 就是要抓住当前国家的重大问题 , 提出相应的对策。那么 , 从人才

研究的角度来看 , 对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有什么建议呢 ?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高度重视高端人

才在国家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大作用。一般来讲 , 是经济结构决定人才结构 , 但是 , 人才结

构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结构。 

以往 , 我们的认识是 , 人才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支持与保证作用。这是对的 , 但是今天看来这种认

识还有点不够。在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条件下 , 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更为突显

了。这种突显 , 表现在先导与引领作用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支持保证”与“先导引领”这两组动词的

意义差别。前者 , 着力点在事物的底部 , 而后者 , 着力点则在事物的前端。 这种差别应该不难理解。这

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 , 是讲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的。如果说 , 在后工业

社会之前这种规律在作用还不够明显的话 , 那么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就十分明显了。人类社会越是往前

走 , 这种规律性作用越是突出。这是因为 , 在以往社会条件下 , 人才作用的发挥 , 往往受到物质条件的

限制 , 而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之后 , 这种限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今天 , 很多情况下是资本追逐

人才 , 而不是人才追逐资本。这个世界不缺钱 , 不缺设备 , 不缺厂房 , 这个世界缺人才。 

如果要看事实 , 那案例实在太多。在当代世界高科技领域 , 高端人才引领行业发展的事情不断出现 , 

让人目不暇接。在我们国内 , 无锡出了一个施正荣 , 就带动了光伏产业的大发展 , 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

值。如果我们各行业都拥有一批这样的高端创新人才 , 那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就大大加快了吗 ? 

所以 , 说到底 , 无论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升级也好 , 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好； 无论实现科学

发展也好 , 还是改善人民生活也好 , 关键是人才 , 是高端人才的培养、引进与保持。阿基米得曾经说

过 , 给他一个支点 , 他就能把地球撬动。我们也可以说 , 给我们高端人才 , 我们也可以把结构调整。从

这个意义上讲 , 发挥高端人才作用 , 是落实“ 十二五 ” 规划的关键。 

一方面是我们对高端人才需求力度的加大 , 另一方面却是高端人才的数量严重不足 , 这就是一个尖锐

的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如何化解呢 ? 我认为以下三点是重要的。 

第一 , 一定要加大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投入决定产出。长期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欠债太多。要下决心把

这种情况改变过来 , 持续加大投资。我们的人才数量已经不少 , 要在质量投资上下功夫 , 好钢用在刀刃



上。 

第二 , 一定要重视高端人才引进。 在加大培养度的同时 , 从海外引进高端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其

功效是能够较快的派上用场 , 加快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三 , 改革教育 , 特别是大学教育 , 造就高端人才。我们的教育目前还不能培养高端人才。教师

灌、学生抄的方法是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 , 更何况高端人才。为彻底改变这种状态 , 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

力 , 包括到了倡导产学研结合共同培养高端人才。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前苏联讲了几十年转变发展方式 , 调整经济结构 , 直到解体也没有转变过来 , 

调整过来。 这是为什么 ? 因为事情总是知易行难。 认识到了 , 不等于就是做到了。这中间可能隔着千山

万水。但是 , 只要我们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 , 并能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 我们就一定能够逐步逼近既定

的目标。( 作者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著名人才学家 ) 

来源：《中国人才》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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