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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解读

胡鞍钢：从人才大国到人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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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总体要求，着眼于

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国家人才规划明确了未来我国人才发展战略目

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对人类发

  ■ 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总体要求，着眼于

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国家人才规划明确了未来我国人才发展战略目

  只有人才兴旺，国家才能真正兴旺。一个多世纪前，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

国兴。” “少年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本的变迁，“少年兴”的关键

  只有人才众多，国家才能真正强大。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在《唯心历

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

说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中国人口众多，这对人才发

  过去6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世界人口大国到世界人才大国跨越式的历

“一穷二白”、“一贫如洗”、“文盲充斥”的传统农业农村社会，是世界上

家。1950年全球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extreme poverty）为

上，几乎5.5亿人口都是极端贫困人口。1949年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半文盲，各

的4.76%；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仅为18.5万人，只占总人口的0.034%，当时国内

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不足500人，这是中国仅有的现代生

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年左右；人类发展指标为0.225，属于世界极低人

产党建立新中国、正式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时，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人力资本，最稀缺的资源是人才资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

  中国6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人口不断实现现代化，即全

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技能经验、专业化程度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并

2009年，全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9年，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足

类发展指标为0.772（2007年数据），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0.753），属于世界上中等人

全国大专及以上人口达到9830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531倍；全国高等教育

1700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255倍；全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2007年

历约为1800万人（美国为1700万人）；从事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

（美国为140万人年）；全国各类人才资源总量1.14亿人（相当于世界第十二人口大

标均已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实现了从文盲充斥、愚昧落后的人口大国向名副其

资源大国的跨越式转变。 

  这是因为中国人口不断现代化，人力资本不断跃升，创造力不断释放，人口



“包袱”，而是发展的最大“源泉”；不再是发展的制约“劣势”，而是发

的“负债”，而是发展的最大“资产”。6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改革

世界最多劳动力的生产力，投资世界最多人口的人力资本，发挥世界最多人才的

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就是现代化的中国人民创造的“现代化中国奇迹”

  那么，中国的下一个“人间奇迹”是什么呢？这就是“富民强国”：到

的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更好实施人才

于为实现2020年“富民强国”目标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国家制定和颁布实

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世界人才资源大国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宏

产生深远的积极作用，也对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未来我国人才发展战略目标如何定位，这是人才规划回答的首要问题。我

斗目标，是必要的，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的研究测算，也是切实可行的。一是全

成，由2008年的1.14亿增加到2020年的1.8亿，相当于2009年世界第七人口大

大大超过2008年世界第三劳动力大国（美国，为1.54亿），年平均增长率为

年龄人口、从业人口的增长率。二是全国主要劳动人口受过高等教育比例、

翻一番，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大幅度提升。三是我国将在一些发展领域形成人才

资（指全社会教育、卫生、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比例明显提高，人才发

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人才强国，也会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

  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还具备了难

  首先，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空前统一的、巨大

流动的、充分竞争的人才市场机制，为绝大多数人才提供了“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次，中国教育迅猛持续的发展，主要指标已居各发展中国家前列，正在逐

学习、终身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也为“人人成才”提供了良好的人力

  第三，党中央作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人才强国战略上升

才队伍规模的扩大，提升了人才队伍质量，形成了不同层次人才结构的新格局。

  第四，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亲和力、影响力越来越显著，已经实现了从

转变，例如2009年海外来华留学生人数已达到22.8万人，明显超过出国留学

国先后成为“世界工厂”、世界R&D 中心之一、世界多元文化中心之一、世界服

加速吸引并聚集全世界的各类优秀人才。 

  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人才规模居世界首位，但发展水平

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巨大需求仍不适应。在日益经济全球化、激烈的

势仍不突出。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抓住未来几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大力推

人才强国。数以亿计的人才队伍，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

发展与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