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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才观念的构成与特征 

何云景 

[作者简介] 何云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经济管理系教师，副教授。 

[摘 要] 现代人才观念的构成、特征和要点。 

[关键词] 社会人才观念；领导人才观念；人才自我发展观念。 

知识经济就是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的经济。知识的载体是人，谁要在知识

经济时代获得快速的发展，他首先必须是人才竞争战场上的获胜者。 

人才观念是指人们对人才的识别、选拔、使用、培养、保护等方面的基本看

法。 

现代人才观念应该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要求的，在一个大系统中实现

人才优化配置，并使人才象体育健儿一样充分发挥其最大潜能的人才观念。 

人才的形成、发展和作用的发挥与社会、领导和自身的努力有着密切相关。

所以，现代人才观念应该包括社会人才观念、领导人才观念和人才自我发展

观念。 

现代人才观念的基本特征应该是：1、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人才观念，即吸引

和重用人才，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不断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2、适应知识经

济的要求，即人才是以知识科技型为主体的；3、对待人才要有利于其才能最

大可能的发挥，以带动社会或群体的整体发展。 

社会人才观念是指社会对人才所持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社会人才观念正确与

否与人们的文化修养、心理素质密切相关。发现人才、承认人才、推荐人才

和服务于人才是社会人才观念的主要内容。 

一位从香港大学硕士毕业的朋友告诉我：他所就读的香港大学，学校自上而

下全力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学校的宗旨是给教师创造一流的工作条件。学校

的行政人员、教辅人员都是教师的服务员，他们的服务如同星级宾馆对顾客

的服务一样，周到而细致，其目的是要教师为学校多做工作，多出成果。从

行为上讲，似乎教师是主，其他人员是仆；从动机上来讲，好像其他人员是

主，教师是仆。这种互为主仆工作关系是现代社会人才观念的重要特征之

一。  

发现人才是个方法和标准问题。以业绩和能力为标准，发现人才并不难，通

过测评、考核等办法就能实现。难的是承认人才、推荐人才和服务于人才，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相关人员的个人利益和地位。承认人才意味“抬高”他

人，推荐人才意味自己的地位将要底于他人，服务于人才意味着把成功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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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给予他人，所以承认、推荐和服务于人才较难。其难点在于：（1）能否准

确地自我才能定位；（2）能否正确认识人才的作用和意义；（3）能否做到

舍小为大，舍私为公。 

妒贤嫉能是更坏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不能准确自我才能

定位的有害于人才生存和发展的病态心理。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要求社会人

才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举贤助能。一个群体能否做到举贤助能与这个群体今后

能否很好地生存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要通过制度和加大人才作用的宣传力

度来强化举贤助能的社会人才观念。 

领导人才观念是指领导者对人才的基本观点和态度。领导者对人才的基本观

点和态度对人才的影响很大。领导者的人才观念正确与否是检验领导者是否

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一个群体能否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

群体负责的领导者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求才之渴、用才之能、容才之

量、护才之胆、举才之德和育才之方。发现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爱

护人才、激励人才构成领导人才观念的主要内容。 

看实效、看能力是发现人才的有效思路。人才不是全才，“即便人才一如浑

金璞玉，其中有时也不无杂质”（狄更斯《马丁•瞿述伟》）。人才不是文

凭，人才不是奇才。任人唯资、任人唯全、任人唯顺、任人唯亲的识才标准

难以发现真正的人才。用好现有的人才，才能吸引更优秀的人才。现有的人

才都想走，引进的人才也呆不长久。在全球范围内招聘科技人才，在全国范

围内招聘公司的总经理是我国人才管理的可喜进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

大王”，领导者要千方百计请出或请来老虎，让真正的老虎去称王；不要把

老虎关在笼子里让人参观，也不要赶走老虎让猴子去称王。“有了人才不

用，人才一定会衰退的，而且会在慢性的腐朽中归于消灭”（克雷洛夫《克

雷洛夫寓言》）。 

企业的环境、企业的形象、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的工作条件和分配制度是

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要改变和改进这些因素，以利于吸引人才，以利于留

住人才。从根本上讲，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引进外资，不如引进人才。没

有人才，一是无法有效的实现技术、设备、资金的引进；二是即使引进也难

以充分发挥其效能。有了人才就有了技术，有了人才可以使现有的资源创造

更多的财富，可以减少设备的引进以使外汇的使用效果更好。有了人才，就

会有好的项目；有好的项目，就会引来资金。与其他引进相比，人才的引进

的效果最好，所以我们应该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包括吸引留学生回国服

务。 

首先要做到的是事业吸引人才，让人才借企业的舞台开创自己的事业；其次

是机制吸引人才，注重能力，不拘一格，大胆重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第三是情感吸引人才，从各方面关心人才，使人才把企业视为温馨的家，又

是他们充分施展才华的最好地方。企业要在吸引人才上多下功夫，引来了人

才就是引来了财富、引来了企业灿烂的明天。 

“金钱是世界上最坚实的基础”（塞万提斯《唐•吉可德》）。利益导向是现

代社会的基本导向之一，事业和金钱是人们追求和奋斗的基本目标。没有与

人才需要相匹配的工作条件，就难有事业的成就，也就留不住人才。没有与

人才需要相匹配的工作条件，其才能无用武之地，也不该挽留人才，甚至应

该劝其寻求更好的发展。“人才是超越民族，高于民族的”（高尔基《一个



英雄的故事》）。人才浪费不仅是个人、集体的损失，而是国家乃至世界的

损失。 

低收入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会造成人才大量流失。“想留的留不住，想让走

的无处可走”，“有本事的都走了！”这是许多企事业单位领导者的共同感

受，也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工作质量下滑、效益下滑的原因之一，以至造成其

无法持续发展。 

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是促进人才发挥其效能的有效方法。竞争先要设

计好竞争点、竞争规则、竞争动力和竞争压力。促使人才发挥效能的竞争点

是工作和工作业绩，这应该是唯一的，不能是其他，也不能搀杂其他。否则

不利于人才竞争，甚至破坏人才竞争。竞争要有规则，要保证以正当的方式

实现以竞争点为目标的竞争。竞争动力是对竞争获胜者的奖赏，是参与竞争

的吸引力。竞争压力是一种推动力，是迫使人们参与竞争。竞争一定要做

到：竞争点要对，竞争规则要严，竞争动力要大，竞争压力要适当，竞争政

策要长期、连续和稳定。只有这样竞争才真正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 

人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特殊而又最珍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才的经营有别

于对其他资源的经营。“小公司经营物，大公司经营人，不大不小的经营

财”。人才是利润最高的资源，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大赢家。

该如何经营好人才资源呢？引进所需的，用好现有的，培育发展的，留住关

键的，就是现代企业对人才资源的经营之道。 

人才自我发展观念是人才自身的追求和实现目标的基本思路。事业和金钱是

人人向往的，人才也不例外。寻求更适宜的公司，寻求更合适的项目，获得

更高的收入是当代人才自我发展的思路之一。寻求更适宜的公司从宏观角度

来讲意味着人才不断进行优化配置，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从个人角度来讲，

意味着其才能会得到更好地发挥。所以从宏观角度来讲，要鼓励人才流动，

并为人才流动创造条件。 

寻求更合适的项目有利于早出成果，出优秀成果。在项目选择上，选择别人

没搞的和自己实力强的项目，这种思路易出成果，易出满足社会需要的成

果。这种思路与市场营销学里讲述的企业选择目标市场的思路相吻合，即依

据市场细分变量，把一个大市场分成若干小市场（可称为细分市场），在细

分市场分析中发现尚未开发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市场和竞争对手弱的市场作

为企业的市场机会，从而确定企业的目标市场。 

人才的历史不是读书史，不是学历史，不是时间史，而是用业绩写成的业绩

史。所以说：“经历就是金钱”。 

现代人才观念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观念。社会人才观念、领导人才观念、

人才自我发展观念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相比较而言，领导

人才观念的影响更大。  

近二十年，我国人才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越

来越相适应，也越来越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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