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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有企业人才大量流失的原因 

徐彦超 张法云（中国石油大港石化公司） 

目前，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相当严重，很多国有企业领导认为我

们已经完成了企业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人才流失是因为现

在的人才缺乏事业心、责任感，把国企当成了“人才培养基地”，

羽翼丰满则另谋高就。然而，我们在对100多位从国有企业跳槽的人

员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分析后，却发现：虽然许多国有企业都经过了现代企业

制度改革，如更名为某某公司，但“换汤没换药”，原来的陈规陋习依然如

故。这种现状正是造成人才大量流失的原因。下面我们将结合国有企业现

状，对人才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一、论资排辈现象严重 

在职位晋升上，不管是公开招聘还是内部选拔，任职条件中往往存在对

资历的要求，例如“具有高级工程师资格”、“五年以上科级管理岗位工作

经验”等等。具有高级工程师资格？依据现行的职称评审规定，拥有大学本

科学历的人员要获得高级工程师的任职资格至少需要工作10年时间；五年以

上科级管理岗位工作经验？可能比获得高级职称更难。这就使得年轻人望尘

莫及。 

在薪酬待遇和工作量方面，按许多国企现行的工资体系，同一工作岗位

的老前辈薪酬待遇普遍高于年轻人很多，而工作量却明显少于年轻人，工资

待遇论资历，老前辈多发；工作量按辈份，老前辈少干，“公平原则”失

效。“照顾老同志”，似乎很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我们的国企并不

是敬老院，它应当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为企业干活最多、创造效益最多的人

才应该享受最丰厚的薪酬待遇。这种薪酬待遇和工作量分配倒挂，就会造成

人才心理失衡。 

另外，在出外深造、培训、旅游等激励机制的实施方面也存在论资排辈

现象。 

在这种环境下，但凡有点本事的人心理都不会舒服，久而久之，就滋生

了跳槽的念头。 

二、缺乏人才培养和职业生涯规划 

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知识更新特别快，高科技产业（如IT业）基本上是3

年1次大换血，传统工业最多不超过5年。而大学生进入国企后，一般很少有

系统的知识培训，职业生涯规划也是一句空话，知识很快落伍。而在其它许

多优秀企业工作，培训机会很多，又有人力资源开发和职业生涯规划，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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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不断成长提高。在信息流通的时代，不同企业的同学、朋友之间

经常比较，一旦得知外面有更好的就业环境，心理就会产生不平衡。 

三、“人本管理”成为空话 

按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是需要尊重的，人本管理也已深得人心。但

“人本管理”似乎在国企没有市场，“家长制作风”很盛行。在日常管理

中，有些领导很少考虑下属的想法，多是采用命令式领导方式。对于下属来

说，什么想法都别提，一律服从，否则就成为异端和被压制的对象。而有才

能、有想法、想干事的人心理长期受到压抑，自然想另谋高就了。 

四、人际关系复杂 

在国企人际关系复杂，人缘、地缘、亲缘、血缘、学缘等各种关系混

杂。一旦单位有什么好事，这各种关系便万箭齐发、能量强大，可以把晋

升、调薪、培训、疗养等各种机会拿走。而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为人纵然有再

多才能、再多业绩，想都别想。而能够称得上人才的，多是思维敏锐、见解

独到，面对不公平的情况，心态自然会失衡。处在这种环境中，会感觉前途

无望，萌生“还是走吧”的念头。 

面对以上国企人事管理的种种弊端，有人本想‘愚公移山’，但这大山

看来是很难搬得动的，于是绝望了，还是赶紧‘愚公搬家’吧！ 在被调查者

中，竟然有76%的人认同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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