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bidden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c/cn/news/2011-02/28/*.html on 
this server.

Additionally, a 403 Forbidden error was 

  首首首首        页页页页 | 机机机机构构构构概概概概况况况况 | 新新新新闻闻闻闻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 科科科科研研研研课题课题课题课题 | 学术跟踪 | 学学学学术术术术交流交流交流交流 | 学学学学术术术术刊物刊物刊物刊物 | 科科科科研研研研奖奖奖奖励励励励 |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他山之石他山之石 | 咨咨咨咨询项询项询项询项目目目目 | 招生培招生培招生培招生培养养养养 | 联联联联系我系我系我系我们们们们 | 科科科科研研研研基地基地基地基地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跟踪 >> 学术跟踪

 

    学学学学术术术术跟跟跟跟踪踪踪踪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纲要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1年两会

       2010年两会

       学术跟踪

       纲要解读

       绩效工资

       白皮书

       五个着力点

学学学学术术术术跟跟跟跟踪踪踪踪

马贵马贵马贵马贵舫 胡舫 胡舫 胡舫 胡跃跃跃跃福：人才福：人才福：人才福：人才强强强强国国国国的的的的实现实现实现实现基基基基础础础础和和和和实现实现实现实现途途途途径径径径 

2011-02-28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马贵舫  胡跃福 

    人才强国之梦 ,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强国梦 , 已经做了100 多年。 2003 年 , 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深刻

把握人才资源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的基础上 , 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 , 

首次明确提出了 " 走人才强国之路 ", 指明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路径。 2007 年 ,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 

"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 。日前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则更进一步制定了 " 人才强国 " 的具体时

间表 , 强调到 2020 年 , 我国人才发展总体目标是 : 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

良的人才队伍 , 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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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2020 年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 , 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 , 基于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审时度

势基础上的准确判断 , 是对建设人才强国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清醒认识 , 更是对建成人才强国的高度自信。

尽管离 2020 年只有短短 10 年时间 , 但改革开放30 多年来 , 特别是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以来 , 我

国人才事业加快发展 , 为 2020 年跻身世界人才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人才一、人才一、人才一、人才队队队队伍建伍建伍建伍建设设设设成成成成绩显绩显绩显绩显著著著著 

    近年来 , 党和国家着眼人才总量增长、素质提高和结构优化 , 坚持以高层次人才为重点 , 大力开发

各级各类人才资源 , 初步形成了规模宏大、门类齐全、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 

一是规模扩大。据统计 , 截至 2008年 , 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达 1.14 亿人。其中 , 专业技术人才达 

4686 万人 ,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达 2406 万人 , 农村实用人才达 820 万人。到 2009 年底 , 全国技能劳

动者总量突破 1 亿人 , 其中 , 高技能人才达到 2630 万人。几年来 , 我国大力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 ,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成就显著 , 对 12 万人次进行了社会工作培训 , 己有 240 多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

本科专业 , 每年毕业学生 1 万多人。目前 , 全国共有 35677人取得 职业水平证书。从国际比较看 ,2008 

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4600 万人 , 居世界第一 ；研发人员总量超过 196.5 万人 年 , 仅次于美国。 

二是质量提升。 2003 年至 2008 年 , 全国参加各类脱产学习培训的党政干部约 1600 万人次、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约 900 万人次、专业技术人才约 2600 万人次。至 2008 年底 , 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占人

才队伍总量已超过 40%, 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 ；素质不断提高 , 在公有经济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中 , 大

专以上学历 2226.3 万人 , 占总人数的 77.2%; 高级职称 284.6 万人 , 占总人数的 9.9% 。 

三是结构优化。能级结构明显改善 , 到 2008 年 , 国有单位己聘专业技术人员中 , 高、中、初级专

业技术职务之比由 2003 年底的 7.3:33.413.2 调整到 9.9:36.8:44.20 所有制结构显著调整 , 到 2008 

年 , 非公组织专业技术人才占全国人才总量的 38.5%, 远高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5% 左右。农村实用

人才队伍结构日趋合理 , 一大批复合型人才涌现出来 , 创业型农村实用人才日益增多 , 已基本形成五个 

" 方面军 ", 即生产型人才、经营型人才、技能带动型人才、科技服务型人才、社会服务型人才。区域结构

趋于合理 ,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下 , 中西部人才规模不断扩大 , 传统东强西弱的人

才格局正在趋于好转。 



四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初具规模。2003 年以来 , 全国共选拔3 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人

员 ,1.1 万多名各个行业领域专家享受特贴。至 2008年 , 两院院士达 1400 多人 , 全国高校共聘任长江

学者 1552 人 ,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5200 多人 ,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4100 多人 , 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5.8 万人 , 博士后研究人员 7 万 余人 , 留学回国人员 49.7 万人。 

二 、二 、二 、二 、与与与与人才人才人才人才强强强强国国国国的差距仍然明的差距仍然明的差距仍然明的差距仍然明显显显显     

人才资源总量、每万劳动力中研发(R&D) 人员、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主要劳动年龄人口接受

高等教育的比例、人力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例、 人才贡献率等指标是衡量人才强国水平的核心指标。近年

来我国人才队伍建设虽然成绩显著 , 但如果拿这几个指标衡量 , 存在的差距仍然比较明显。 

第一 , 总量相对不足。我国已经是人才资源大国 , 但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的庞大 , 人才总量相对不

足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到 2008 年 , 人才总量仅占全国 13.34 亿总人口的 8.5%；农村实用人 才也仅占

全国 7.12 亿乡村人口的 1.1% 。到 2009 年底 , 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突破 1 亿人 , 高技能人才 2630 

万人 , 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26.3% 。 

第二 , 科技创新人才缺乏。有资料显示 ,2005 年 , 日、德、法、韩、俄、加、意 等 7 个国家每万

名劳动者中平均拥有 111 名研发人员 , 而同期我国只拥有 9 名研发人员 , 差距巨大。在 158 个国际一

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 1566 个主要二级组织中 , 参与领导层的我国科学家仅占总数的 2.26% 。据科技部

统计 , 目前全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仅有 1 万名左右 , 高层次自主创业人才在全部创业人才中仅占 20% 

。 

第三 , 受教育年限偏低。2007 年 , 我国主要劳动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 8.6%, 与发达国家

相差甚远。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 , 预计到 2020 年才会达到 20%, 也仅接近部分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目

前的水平。 

第四 , 人力资本将技资乏力。 2006 年 , 我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 42 美元 , 而美国为 2684 美

元 , 是我国的 63.9 倍。以人均 GDP 比较 , 我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 GDP 收入的 0.82%, 而美国

为 6.10%, 是中国的 7.44 倍 ; 日本为 4.28%, 韩国为 3.01%, 均比我国高出很多。而一些发展中国家 , 

如巴西、俄罗斯 , 这一数据分别为 2.29% 、 1.87%, 也高于我国。 

第五 , 人才贡献率不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创新能力不足 , 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强。由

于人才队伍创新能力欠缺 ,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 39%, 而创新型国家则高达 70% 以

上 :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 , 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 50%, 而美国、日本仅为 

5% 左右。二是人才作用发挥不佳。以专业技术人才为例 , 绝大部分聚集在机关事业单位 , 远离经济建设

主战场 , 人才利用率不高。 

三 、三 、三 、三 、当当当当前前前前应应应应着着着着重加重加重加重加强强强强的几的几的几的几项项项项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人才强国战略目标 , 内涵虽然丰富 ,但核心要求集中起来主要有两个 , 一是建成人才强国 , 二是依

靠人才强国。要在10 年的时间内实现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 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建成 人才强

国 , 有利于依靠人才强国。 

第一 , 创新人才体制机制。无论是建人才强国 , 还是依靠人才强国 , 人才体制机制的作用都是毋庸

置疑的。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目标 , 关键举措在于推进人才制度创新 , 从根本上消除影响人才成长和作用发

挥的体制机制障碍 , 促进大批人才脱颖而出 , 释放人才队伍创造活力。要以用好用活人才为着力点 , 创

新人才培养制度 , 解决人才培养与使用脱节、人才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 , 建立完善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

导向的人才培养动态调控机制 : 创新人才评价制 度 , 解决人才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渠道方面存在

的不科学、不民主以及社会化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 : 创新人才激励制度 , 重点解决人才产权激励问题 , 

尽快出台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操作办法。 

第二 , 加强科技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从国际经验来看 , 一个国家人才队伍的竞争力 , 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科技创新型人才队伍竞争力上。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目标 , 要从掌握未来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高度出

发 , 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作为重中之重 , 摆到人才队伍建设的突出位置 , 培养造就一批世界

一流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 队 , 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第三 , 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国际人才市场

的存在。金融危机前 , 全球约有 30 个国家制定了有利于高层次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 , 其中 17 个是发

达国家。金融危机爆发后 , 虽然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上升 , 但美国、 欧盟、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反而放宽了

技术移民的条件 , 加紧高层次人才引进。 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目标 , 要在用好国内人才资源的同时 , 高度

关注国际人才市场 , 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 用好用足国际人才资源。 

第四 , 实施好一批重大人才项目。 人才项目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抓手。 实现人才强国战略目标 , 



要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 , 整合力量 , 集中资源 , 设计并组织实施一批能够推动

我国人才竞争力在某些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才项目 , 充分发挥人才

项目对人才队伍建设的引领性、创新性、示范性作用 , 推动整个人才队伍的快速发展。（作者单位：湖南

省社科院人才学研究所） 

   来源：《人事天地》2010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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