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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解读

吴江院长谈未来十年人才规

2010-08-03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导读：近日，我国发布了《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提供了纲领性指导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第一个国家人才发展规划

成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对这份人才发展纲

   立足未来10年、着眼于未来40年的规划 

  “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1.14亿人增加到1.8亿人”，“主要劳动年龄

20％”。《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人才目标，在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专家

长吴江看来，体现了我国人才工作的大战略、大气魄。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文盲占80％，科技工作者只有数万人，截至

量1.14亿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总量4686万人，居世界第一。从规模上看，我

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当中国走过30年改革开放，站在丰硕成果之上的中国

心要素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面对金融危机的极度挑战。“下一个10年，中

了回答，即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

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

  吴江说，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制定的规划，立足未来10年，着眼于未来

国迈向人才强国的关键步伐。 

  未来10年，6支人才队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吴江认为，《纲要》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大人才观。“不是为少数人制定，而是惠及

民成才志向，创造人人成才条件。” 

  《纲要》提出，要统筹推进党政人才队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专业

伍、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等6支人才队伍的建设。吴江认为

化，这6支人才队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将高技能人才、农村实

列入任务表，这是《纲要》的突出亮点，这既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的，也是

  《纲要》提出，到2020年，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800万人，平均受教

主要特色产业至少有1—2名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带头人。吴江表示，在人才资

给整个村庄带来巨变，农村实用人才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而对于《纲要》提出的，到

才总量达到300万人。吴江表示，适应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的需要，一支职业

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纲要》作为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人才规划纲要，有很多新的政策、新的思路及新的提法。

认为，“大创新”是《纲要》的第三个特点。“《纲要》涉及社会各层面，需要大量制度

活，推动人才迸发创造活力。”而这种创新，在《纲要》中随处可见。比如，《

院的行政级别，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



常。 

   从观念到行动，从思想到显示，吴江认为，《纲要》提出的所有战略，是

施。而《纲要》提出的12项重大人才工程，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

质提升工程，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工程，文化名家工程，全民健康卫生人才保障工程，海外高

计划，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现代农业人才支

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等。《纲要》

进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财税金融政策，实施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政策，

边远地区流动政策，实施人才创业扶持政策，实施有利于科技人员潜心研究和

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合理流动政策，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织、新社会组织人才发展政策，实施促进人才发展的公共服务政策，实施知

得很实，将成为全国人才工作的抓手。 

  作为未来十年国家人才建设蓝本，《纲要》勾勒了一个发展路线，而要

多困难要克服。 

  吴江说，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人才资源大国，在规模上占有优势，但要获

行的，必须提高创新能力。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创新人才不足，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社

这个问题。首先，要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次，要创造一个人人能创新的制度

究，让教育工作者能创新教育。第三，要体现“以用为本”。各级党委、政府要重

发创新能力。 

  完善绿卡制度，面向全世界“吸才” 

  就在《纲要》发布前后，关于中国新一股移民潮的报道正在舆论中形成一

引社科院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一组数字更多地被人

人数目前已经超过150万，而回国的人数约为50万，“归留比”继续维持在

  解读这组数字，吴江说，随着经济全球化，人才竞争也日渐全球化，人才

世界人才的“环流”已经成为一个趋势。所以，面对人才外流，我们首先应该

政策。其次，要加强人才安全工作，树立人才安全意识。对于重点、涉及国

和要害部门人才，强调有序流动，规范程序。建好人才库，保护好人才。同

对人才的吸引力。《纲要》就提出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

期居留、税收、保险、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担任领导职务、承担重大科技

定、参加院士评选和政府奖励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和措施。“我们讲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

留人的是事业。中国现在有这样的优势。”吴江说。 

  而海外高层次人才，自然不局限于留学人员，也包括外国专家、学者等。

和其他方式补充自己的人才，而中国现在还停留在吸引本土人才，所以《纲

外国人的居留制度，要加大探索实行移民，面向全世界吸引人才。 

  再过十年，今年等待走进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将成长为各个领域的精英、骨干，迎接他

跃、有序、开阔、开放的成长舞台，机遇和挑战中，他们将塑造一个更加富

来源： 东莞AA人才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