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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民族复兴人才强国 

建国60年来人事人才工作十大成就 

2009-11-02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吴江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人事人才工作，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我国人事人才工作取

得了辉煌成就，培养和造就了各个领域的大批优秀人才，人才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基础力量和重要支撑。 

一、人才地位不断提高，人才强国战略成为国家发展基本战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

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2001年，“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被列为“十

五”计划纲要。同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2002年，中央发布的《2002—2()05年

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同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2003年，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大力开发人才资源，走人才强

国之路。随后，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

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20()4年，“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十一五”规划纲要。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人才强

国战略”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可以说，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史就是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历史，也是尊重人才的历史。 

 二、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素质日益提高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人才总量不断扩大，我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1950年，我国干部总量

为268.05万人，占人口总量的0.49%。1956年干部总量为976.8万人，占人口总量的1.55‰其中，机关干部281.55万

人，企事业单位干部695.25万人。1986年，干部总量为2767.42万人，占人口总量的2.6‰其中，机关干部53217万

人，事业单位干部1197.48万人，企业单位干部1037.74万人。至2007年底，我国各类人才总量达到1.04亿，其中，党

政人才625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2250万人，专业技术人才4506万人，技能人才5986万人，农村实用人才793万人，

人才占人口总量的10.6%，约有49.3%的人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87.5%的党政人才和72.8%的专业技术人才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我国2007年的人才总量相当于1950年干部总量的52倍。 

三、高层次人才队伍初具规模，科技人才贡献度逐步提升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一直是人事人才工作的重中之重。从1993年中央提出要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跨世纪

的学术技术带头人的任务开始，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博士后制度、“百千万”人才工程、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和两院院士制度为依托的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选拔体系。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已经初具规模。截至

2007年底，我国共有两院院士1378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5206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5.8万人，博士后6万

多人。从2002年开始，全国共选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746人。23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4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是高层次人才的杰出代表。 

与此同时，人才贡献度正在快速提升。各类人才在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和重点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国防尖端技术开发和破解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理论创新、制度创



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载人航天、杂交水稻、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先

进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也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青藏铁路、高速轨道交通等重大工程成功建设的关键。目前，我

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一。 

 四、人才引力持续增强，人才国际竞争优势开始显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赤子毅然回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与此同时，我国开始有

计划地选派留学生，1949—1958年，国家共派遣1.6万名留学生和企业技术骨干赴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培训，他们学

成回国后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 

978年改革开放后，人才发展空间更为广阔，我国在选派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的同时，逐步加大吸引出国留学人才

回国服务的力度。据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统计，在200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

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有36.58%是留学归国人才。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有66.67%、国家技术发

明奖第一完成人中40%以上、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30%以上是留学归国人员。近年来，我国逐步将人才引

进的重点放在海外领军人才身上，“千人计划”即将启动。 

在大力吸引留学人才回国的同时，国家极为重视引进国外人才与智力。1949--1960年问，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了

3万多名专家来华传授技术。改革开放后，国外人才和智力引进工作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每年引智不足1

万人次，至2007年，当年引智就达48万人次。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外国专家局只与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10多个组

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至2007年底，我国已经与欧、美、亚、非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99个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 

 五、军转人才安置稳步发展，军转人才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转安置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和丰硕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将400

多万名军转人才妥善安置到国家发展的主战场上。 

广开渠道安置军转人才一直是人事部门的重要工作。从新中国成立至2001年，我国军转人才安置一直采取国家计

划分配的方式，2001年中央颁布《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提出军转人才安置要采取计划分配和自主择业相结

合的方式，市场开始在军转人才安置中发挥作用，扩宽了军转人才的安置渠道，也标志着军转人才安置工作走向了一

个新阶段。截至目前，我国共有近10万名军转人才选择了自主择业的安置方式。 

六、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日益深化，人才发展合力逐步形成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直实行“大一统”的干部人事制度，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所有干部统

称为“国家干部”，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政企、政事分开，“大一统”的干

部人事制度被打破，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 

人才管理与开发的多元体制初步建立。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对各类人才承担无限责任。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

用人单位和人才个体主体地位的确立，人才管理与开发的多元机制逐步形成，政府部门主要承担宏观管理、市场监管

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初步显现，用人单位、个人和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人才开发的重要主体。 

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人才工作格局正在形成。从新中国成立至

今，国家发展逐步由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人才工作在国家发

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逐步确立。 

七、人事管理制度不断优化，人才管理机制日趋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才极度匮乏，以人才培养、使用为核心的人事制度体系从无到有，人事制度建设成为各级政

府及其人事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以干部分类管理为基础，分别以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和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和企业人事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在公务员制度建设

方面，职位分类、考试录用、考核、职务任免、奖励、工资、辞职辞退、申诉控告、培训、职务升降、任职回避和公

务回避、职位轮换(轮岗)等方面的制度初步建立；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建设方面，以岗位管理、人员聘用、专业技术

职务和职(执)业资格评定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体系逐步健全完善；在企业人事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以领导人员选拔任

用、考核评价、激励约束为重点的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八、人才市场作用有效发挥，人才公共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从1950年开始，国家开始统筹分配高等院校毕业生。“一五”时期，国家对大学生实行统分统配制度，并作出关

于统一调配干部的决定，有效保障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随着人才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干部调配工作的科学化程度

不断提高，地方在人才配置中的自主性逐步提高。 

改革开放后，人才市场逐步发展，配置资源的能力也不断提高。1983年，我国首家政府所属的人才服务机构成

立。1993年，中央明确提出了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人才市场得以快速发展起来。1994年9月，全国第一家国

家级区域性人才市场——中国沈阳人才市场开业。目前，覆盖全国的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才市场体系已经形成。至

2006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才服务机构6629家，其中，各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3500家，政府所属人

才服务机构共建立固定交流场所2410个，2006年一年就接待流动人员6245万人次，帮助860万人找到新工作或转换工

作岗位。 

与此同时，人才公共服务也迅速发展。一是2007年国家将人才服务纳入产业发展轨道，人才服务业成为第三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服务对象群体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只为体制内的机构和人员提供服务，逐步发展到为社会各类

组织和人才提供服务。三是人才服务的业务范围逐步扩大。其中人才信息预警、人事代理、人才培训、人才测评、促

进就业等服务项目发展迅速。 

九、人事管理机构不断调整，人才管理的科学有效性日益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人事人才管理的职能部门在机构设置及职责任务等方面共进行了9次大的调整。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政务院设立人事局，为政务院直属机构。1950年撤销政务院人事局，成立中央人事

部。1954年撤消中央人事部，成立国务院人事局。1959年撤消国务院人事局，成立内务部政府机关人事局。“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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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间，内务部撤消，人事工作移交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小组办理。1978年成立民政部政府机关人事局。

1980年民政部政府机关人事局与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合并，成立国家人事局，直属国务院领导。

1982年劳动总局、国家人事局、国家编委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合并成立劳动人事部。1988年撤销劳动人事部，成立人

事部。2008年撤销人事部，成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十、人事立法取得突破进展，人才管理法制建设成效明显 

 我国人事人才管理的发展过程也历经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一是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法律法规盲区逐

步减少。如在公务员制度建设领域，围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共制定了13个《暂行规定》、13个《实施办法》和

一批政策规定、实施细则，形成了以《条例》为主体相对完整的法规体系，公务员管理的主要环节实现了有法可依。

二是法律层次逐步提高。《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公务员管

理进入法制化的新阶段，也结束了新中国成立后人事管理领域没有法律规范的历史。三是人事执法队伍逐步建立。至

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了359个人才市场执法机构。目(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作者：吴江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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