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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已经过去 7 年 , 全国第二次人才工作会议也刚闭幕。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在新的形势下 , 如何根据中央精神研究制定本区域

本系统的人才战略规划 , 并且有所创新 , 以下十条观察 , 或许可以供您参考。 

一、人才一、人才一、人才一、人才战战战战略是略是略是略是条条条条龙龙龙龙    , , , , 制定人才制定人才制定人才制定人才战战战战略就是略就是略就是略就是画条画条画条画条龙龙龙龙 

龙有龙头、龙身、龙爪、龙尾 , 战略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能有龙无云 ( 缺少战略背景 ), 不能有

龙无爪 ( 缺少战略抓手 ), 不能有龙无尾( 缺少检查手段 ), 不能有龙无睛 ( 缺少对人才战略思想的概

括 ) 。 

常见的问题是有龙无睛。吴道子画龙 , 关键是点睛之笔 , 于是龙腾上天了。制定战略规划 , 在写完

指导思想之后 , 要浓墨重彩地将龙睛点好。 眼睛是浓缩的一个点 , 而不是一大片。浓缩就是概括。很多

战略文本的指导思想没有概括好 , 或不加概括 , 这是不懂战略奥秘的典型表现。好像有战略 , 实际无战

略。无论指导思想多么正确 , 凡是没有概括的 , 都是无法传播的 , 从而必然是无法贯彻的。 

不少单位处于无战略状态。这主要是缺乏战略意识造成的。说白了 , 无战略也是有战略 , 那就是走到

哪里算哪里 , 听天由命。这是很多单位发展不好的原因。 

战略有大的类型之分 , 如进攻型、防御型、拖延型等等 , 最好的概括是典型化 , 如诸葛亮的 " 三分

天下 " 、越王勾践的 " 卧薪尝胆 " 等。在战略概括上下功夫是领导者的大智慧。 

二、人才二、人才二、人才二、人才对经济对经济对经济对经济社社社社会会会会发发发发展展展展还还还还能起到引能起到引能起到引能起到引领领领领和先和先和先和先导导导导作用作用作用作用 

过去常说要发挥人才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与保障作用 ,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 , 还要加上一条 : 人才对

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引领与先导作用。特别在当前社会转型条件下 , 要想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 促使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 一定要认识到人才的这种特殊作用。 当今中国 , 引进一个人才发展出一个产业、一个企业的

事比比皆是。马云到杭州 , 杭州成为电子商务王国 ; 施正荣到无锡 , 无锡光伏产业兴起 ; 段先念到西

安 , 西安文化产业崛起。人才引领 , 产业崛起。 

引领与先导作用是人才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说 :" 社会进步要依靠创

新 , 而新知识及其禅益只能逐步地传播和获得 , 大众愿望的实现也始终取决于少数人先行获取新知识并先

行获享由此新知识产生的助益。"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 人才的这种引领与先导作用 , 突破以往物质条件的限制 , 更加明显和突出。这

是时代发展为人才提供的巨大优势。 



美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比英国滞后 30 年 , 为了迎头赶上 ,18 世纪 90 年代大力引进人才。以当时起带

头作用的纺织技术为例 , 为引进高端人才 , 美国人不惜成本大登广告 , 并终于把英国青年人才斯莱特引

进美国。为保持领先地位 , 当时英国海关严禁一种叫作 " 阿克莱特 " 的棉纺机出口。斯莱特就全凭记

忆 , 不带任何图纸模型只身闯关来到美国 , 成功制造机器 , 办起了棉纺厂。棉纺机器的成功制造 , 拉开

了美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幕。 

三、三、三、三、对对对对    " " " " 科科科科学学学学发发发发展以人展以人展以人展以人为为为为本本本本    ", ", ", ", 需要全面理解需要全面理解需要全面理解需要全面理解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 , 是指人是发展的出发点 , 是发展的目的 , 还是发展好与不好的检验标准。经济

社会的发展不能离开人而只关注 GDP, 关于人的发展不仅要注意人的能力 , 还要注意人的精神层面。这才

是完整的以人为本。近代以来 , 蔡元培、鲁迅指出 , 教育不仅要发展学生之智力 , 而且要完善其人格 , 

就是这个道理。世界学者论述人的发展讲能力发展较多 , 讲精神发展较少 , 这是一种值得注意并要克服的

倾向。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 , 人才发展以用为本。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 需要区别开来。 科学发展是大

的概念。人也需要科学发展。为什么要以人为本 ? 就是要以人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盲目追求 GDP,GDP 上去

了 , 人痛苦了 , 发展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忘记以人为本是常有的事。我国研发经费 2008 年达到 4616 亿元 , 居世界第四。但经费使用结构见

物不见人。与发达国家相比 , 发达国家人均仪器设备费与我们相当 , 人均日常支出是我国的 2-3 倍 , 人

均人员费用却是我国的 10 倍。人员费用太低 , 影响研究效率、研究水平 , 更无法吸引国际高端人才 , 

无法留住杰出人才。 

四、四、四、四、对对对对    " " " "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发发发发展以用展以用展以用展以用为为为为本本本本    ", ", ", ", 应该应该应该应该正正正正确确确确诠释诠释诠释诠释 

人才以用为本 , 指的是要把用好人才当成一件根本性的大事。人才培养流动配置都不是目的 , 用好人

才使之产生效益才是目的。效益又分为两个方面 : 一是对广大社会 , 一是对人才本身。总的规律是个体人

才 , 越用 本事越大 ; 群体人才 , 越用人数越多。 

当前中国总的状况是 : 总体不够用 , 有的不合用 , 大量没被用。邓小平说 , 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

成长起来。才能发展的规律是用进废退 , 也就是王夫之说的 " 才以用而日生 , 思以引而不竭 " 。 

讲以用为本也不能把它理解为把人才当工具般使用。唐太宗讲 " 用人如器 ", 既有积极的一面 , 又有

消极的一面 , 这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国家是否强大取决于宏观上的三个量 : 人才培养量、人才拥有量、人才使用量。培养量减去外流量等

于拥有量 ; 拥有量减去闲置量等于使用量。 

讲 " 以用为本 " 还应该强调三点 : 用当其才、用当其时、用当其位。 也就是把人才用对、用好、用

活。 

五、人才五、人才五、人才五、人才优优优优先先先先发发发发展乃是人展乃是人展乃是人展乃是人类类类类社社社社会会会会的客的客的客的客观规观规观规观规律律律律 

" 服务发展 , 人才优先 " 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这是为什么 ? 这并不是人为地制造不平等 , 而是遵从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生而平等 , 但是每个人的自然禀赋是不一样的。人类社会总是有一部分人先

发展起来 , 再带动后面的人发展起来。科学发现发明的应用推广 , 就最真切地证明了这一点。过去是社会

的政策设计遏制了人才的先行先导作用 , 现在应该回归。近代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生动地再现了这个真

理。齐头并进 , 阻碍发展。以解决就业难题为例 , 人才不优先创业 , 何来大家就业 ? 人才优先包括人才

资本优先投资、人才结构优 先调整等方面。 

人才优先的标志集中反映在全社会的职业价值追求上。韩国现在的排序是人才、企业家、官员 , 我们

中国则倒过来。对 " 人才优先 " 的研究有待深入 , 要注意四个性 : 系统性、均衡性、持续性、引领性。 

六、人才六、人才六、人才六、人才战战战战略不同略不同略不同略不同    , , , , 引才育才的重引才育才的重引才育才的重引才育才的重点点点点也要不同也要不同也要不同也要不同 

目前国家将人才队伍分为五支 , 即党政人才队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高技

能人才队伍和农村实用人才队伍。有种说法加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 称 " 六支队伍 " 。实际上 , 后者应

归入专业技术类。 

人才战略不同 , 人才培养吸引的重点也不应该雷同。如国家层面是高科技人才 , 县域层面可能就不适

宜 , 系统之间也不同。所有战略规划都要选准人才类型与层次 , 特别是高层次应该定为哪类人。从宏观

看 , 人才质量重于人才数量。国家层面、系统之内 , 科技领军人才是重点 ; 较小区域之内科技人才、经

营管理人才是重点。 有的中等城市大力吸引中科院院士 , 必要不必要 ? 不要忘记古人有诗 " 溪涧岂能留

得住 , 终归大海作波涛 " 。 

人才培养引进类型层次雷同 , 必然形成激烈争夺之势。因此需要认真思考目标到底是什么 ? 这取决于

资源禀赋、区域优势、产品选择等等。只有实施差别化战略才能走进竞争的蓝海。 



人才既可以单个引进 , 也可以团队引进 , 比如一个团队既有科研骨干 , 又有技术骨干 , 还有融资能

手和市场开拓专家等等 , 这有利于较快适应环境 , 开展工作 , 创造业绩。能够引进人才仅是第一步 , 还

要能够留得住 , 干得好 , 出效益。领军人才及其团队的引进是最需要、最有效的。 

七、七、七、七、谁谁谁谁更更更更适适适适合合合合担担担担当当当当科技科技科技科技领军领军领军领军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有两种观点 : 一些人认为非科技人才不能领军 , 一些人认为非领导人才不能领军。实际上这是个素质

条件问题。我认为科技领军者的本质规定性在 " 科技才识 " 上 , 这种人如果同时具有领导才能更好 , 如

不具备则需要组织为之配备这样的人。科技领域的创新具有特殊的规律 , 领军者具备 " 细听蝉翼寂 , 遥

感雁来声 " 的天分 , 因此对科技人才要充分尊重。需要配备领导人才的 , 应遵循 " 君甘臣酸 " 、" 君

淡臣威 " 原则 , 使之产生互补效 应。这其中 , 心理相容是非常重要的。 

领军人才素质的讨论对于我们选拔领军者非常重要。但是在讨论中暴露出我国科研体制方面的严重问

题 , 就是官本位与行政化。 

认为领军必是领导的主张 , 是看到了当前国内现实 : 领导能够掌握调动大量资源。这个问题不解决 , 

人们对当官的追求就不会停止 , 因此必然影响杰出人才的产生。而这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目的是背道而

驰的。但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八、八、八、八、对领军对领军对领军对领军人才素人才素人才素人才素质应该质应该质应该质应该怎怎怎怎样样样样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对党政人才的基本要求。对科技领军人才是不是也要这样要求 ? 应该不一样。

科技人才重在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作贡献。实际上 , 越是才能突出的人 , 缺 点越突出。所谓高山之下

必有深谷。 最近散文家下毓芳写了一篇《回望钱学森》 , 讲到他的另一面 : 不近人情、是个 " 暴君 " 

等。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钱学森。国外的研究表明科技领军者往往有 " 专断 " 、 " 自大 " 、 " 孤僻 

" 、 " 自我中心 " 、 " 更具反叛性 " 、 " 敌对性 " 等特点。媒体常登载的传记是只讲优点不讲缺点 , 

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毛主席说过 , 要求梅兰芳读马列 , 他就成不了梅兰芳了。 

对人才素质、人才标准的研究涉及到人才选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认识论的正确与否。比如宣传报导优

秀人才 , 我们经常把好人讲的没有缺点。这就是形而上学。 

评价人才有不同方法 : 哪壶水开提哪壶 , 哪壶水不开提哪壶 , 既提开的也提不开的 。于是就有了三

种状态 : 好的没有缺点 ; 坏的一无是处 ; 以及优点为主 , 缺点也有的好人。做到客观公正已属不易 , 

对科技领军人才不应苛求。 

我主张看人看大节 , 看其属于哪种类型、哪个层次的人才。不能对所有人才都是一个标准、一个要

求。宋徽宗治国是庸才 , 从艺是天才。 

九、高端人才九、高端人才九、高端人才九、高端人才对环对环对环对环境的要求比境的要求比境的要求比境的要求比较较较较高高高高 

有人说高端人才能创造大量财富 , 个人收益也很高 , 所以对成本不太敏感 , 而对制度环境要求较

高 , 这是有道理的。环境主要包括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心理环境。制度要平等 , 文化要多元 , 心理要

宽容。中东那里薪酬不低 , 之所以留不住人才是因为制度落后 , 思想保守 , 禁忌太多 , 而这对团队建设

非常不利 , 所以人才干了一段 , 最后还是选择离开。要研究留才之方 , 改善和优化环境是关键。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环境改善方面成绩多多 , 但仍存在不少不如人意之处。直接证明就是 140 万

留学 生出国 , 回来的只有大约 40 万 , 而且最优秀的还没有回来。 

相对于硬环境而言 , 软环境更难优化。国外讲创新环境有三 "T" 齐备之说 , 即人才、技术、宽容。

宽容的标准是 : 容忍个性差异、容忍缺陷存在、容忍创新失败。 

十、海十、海十、海十、海鸥鸥鸥鸥型型型型环环环环流人才流人才流人才流人才值值值值得重得重得重得重视视视视 

人才流动既有外流又有回流 , 还有环流。当前随着国内形势好转 , 正在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但有的人

又出去了 , 过一段时间又会回来 , 此之谓环流。环流好不好 ? 允许不允许 ? 我看环流好 , 而且要支

持。其好处在于能够不断汲取最新的世界前沿知识报效祖国。即保持知识的先进性。这种形势强烈要求政策

乃至立法创新 , 如国家移民法、双重国籍制等。现在实行的绿卡制度功能有限 , 急需改革。移民法与双重

国籍是很多国家吸引人才的利器 , 我们不能不用。 

人才环流说到底还有一个出超和入超问题。当前 , 流出大于流入态势还难改变。有学者认为 , 这是一

个经济学问题 , 当我们国家人均 GDP 达 到六千美元之后 , 回归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其实问题没有这么

简单 , 还有社会进步问题需要我们着力解决。也就是说 , 需要在综合环境优化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才巨大磁场 , 需要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创新、创造。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 作者系中国著名人才学家、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 

来源：《人事天地》2010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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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守海：中国公共部门就业凸显棘轮效应   2011-06-29  

   中美大学生资助政策比较   2011-06-28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研究综述   2011-06-28  

   个税法二审草案仍3000元起征 为个税进一步改革留下空间   2011-06-28  

   中国人迎来“制度养老”时代   2011-06-28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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