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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解读

桂昭明、彭剑锋：打破限制 营造开放的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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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推进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合理交流政策

人才工作新思想新政策（16）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指导 

解读：桂昭明 （武汉工程大学教授） 彭剑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采

政策亮点 

打破限制：完善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交流和挂

位、部门和所有制限制。 

扩大范围：扩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跨地区跨部门交流任

拓宽渠道：拓宽党政人才来源渠道，完善从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选

政策背景 

出台这项政策就是鉴于目前人才在流动中还存在一些体制性、制度性、政策性障

国有单位之间在人才资源管理体制和方式上的差异，“体制内”与“体制外

开通，国有和民营两种体制之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人才流动的壁垒

内”和“体制外”相互隔离，人才在不同所有制的单位之间流动困难。 

“实施推进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合理交流政策

一项重要政策，对于完善这三类人才交流和挂职锻炼制度，打破人才身份、

开放的用人环境具有深远意义。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专家组成员、武

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就政策的意义、针对解决问题、如何落实等作了解读。

问：《人才规划纲要》出台这项政策的意义是什么？有哪些方面的新突破？

答：该项政策的意义在于：通过营造开放的用人环境、广泛的人才来源渠道、

践中发现人才、培育人才、锻炼人才、使用人才、成就人才，实现通过人才有效管理

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该项政策有四个方面的突破：第一，打通各类人才之间的交流。打破限制，

促进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之间交流，有利于培养适

第二，提升人才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各类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有利于他

且对于提高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改善人才队伍结构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扩

才视野，既可在实践中成就人才，也有利于人才自身的职业生涯发展。 

第三，扩宽党政人才来源渠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党和国家对人才素质

宽党政人才来源渠道可以广纳群贤，有利于党和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能力的提升。同

渠道，也给更多优秀人才报效祖国、实现理想的机会与路径。 

第四，清除人才自由流动的障碍。目前存在的一些政策不利于人才的自由流



流动。政策中提出制定党政机关人才向企业、事业单位流动的社会保险关系

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问：出台这项政策对人才流动有什么影响，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答：进一步疏通三支队伍之间人才流动的渠道。“党政人才、企业经营

挂职锻炼”，彻底打破了人才在三支队伍之间的屏障，促进人才管理方式从

促进党政领导人才的管理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扩大党政机关和国

部门交流任职范围”，突破了党政领导人才流动的“泛地区”、“泛部门”

区、本系统范围，其管理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不发达地区党政领导

于扩展这些党政领导人才的管理视野，学习发达地区的管理经验，提升其管理水平。

打通人才流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通道。“拓宽党政人才来

会组织选拔人才制度”，从人才流动的整体意义上讲，促进了人才从“单位人

政人才来源渠道上讲，是从源头上保证了集聚社会各界精英到党政人才队伍中

量，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党政机关人才向企事业单位顺利流动提供保障。通过完善社会保险关

才的合法权益，在人才合理流动的同时，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问：您认为要更好地落实这项政策还需要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答：要逐步破除对身份管理的限制。目前，还存在这样一些情形：因为

要跨地区、跨单位、跨部门流动还需要经过很多繁琐的程序。应该变身份管理

不管是什么身份，都可以上这个岗，包括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

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步伐。近年来，我国的社

展，制定实施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等政策措施，

时，进一步完善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高了其他各项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

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在不同的地区还存在差异以及企

制度不统一，造成了人才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选择的困难。因此，

行机制、健全监督体系，有效降低三支队伍间人才流动的成本。只有进一步

合理流动、人才能动性充分发挥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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