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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资源必须市场化 

陈叶梅、胡勋玉、高隆昌著 （西安交通大学） 

      首先，关于市场竞争理论表明，其竞争机制终将扩展、充斥到全社

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以形成全社会的竞争机制，这是客观

规律。那么人才是资源，因此必然也有它的市场。从而也必然有它的竞争机

制。 

      其次，市场竞争的根本特征是，它是自动的，是自然的，是内在激

发起来的竞争，一旦产生即不再需要来自外界的动员、激发，这较之计划经

济下的少数人主动多数人被动的形式来，实在是既省事又见效的方式。因为

竞争将触动每个市场参与者的利益本能，从而激发起每个市场人由衷的、充

分的投入占从系统论角度说，每个人的充分投入即可为系统输入大量的能

量，再经过系统的涨落，这些能量将通过更高层次的自组织形式，变成系统

内在的有序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再说，按A·Smith的“无形的手”原理，市场上人人都为着自己的

最大效益而充分满意，至少是大家都接受的“契约”，因此这种结局是最公

正、最客观的判定，所以这是一种最优形式。 

      换句话说，人才资源也与经济社会中其它资源一样，它的配置和利

用应用以市场经济形式下获得的状态为最优。市场机制最能充分开发出市场

参与者的内部潜能。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更可以充分利用政

府干预去克服现代市场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干扰因素，更好地保证市场经济所

固有的、朴素的优越性发挥。 

      那么，值得提出的是，在我国几年来似乎人才市场已建立得很广

泛，建制也很规范了，似乎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吗？我们说远远不是这

回事，这是因为人才市场的根本前题应该是全体人才都容易进出市场    在

我国目前只能说部分地开设了人才市场，因为它实事上只是对部分人才开

放。比如每年所培养出的人才和已有固定工作但自愿进入市场另求职业者，

以及非国营企业的解雇人员和下岗者等。尽管就这部分人来说已是个大数

字，需要为之开设人才市场，比如据新闻报导（97，8．29），目前这样的各

类人才市场1900余个，人才中介所1030个，虽已不少，却也显得繁忙,似乎这

就是我们应有的人才市场规模了。其实不然，若以西方统计的年流动率20％

左右为正常量来计算，我国3千万知识分子，每年应有600万人流动，现在我

国每年各类毕业生（上市人才）仅一百多万，加上其它各种上市人才，就算

翻一番也只有两、三百万，还有一倍的潜存需求。 

      须知，尽管我们已有结论，人才不是越流越好，不可人为促进它流

动。但本文分析也表明，人才流动不是越少越好，不可人为地扼制它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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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正确的应该是人才流动有它的表明，人才流动不是越少越好，不可人为

地扼制它的流动。正确的应该是人才流动有它的客观规律，必须充分遵重这

一规律，只有服从这一规律才是于经济，于社会有利的，否则施以任何人为

的鼓动和压抑都是违背客观规律、有损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所以我们说在我

国，按上述粗略算法，目前的人才流动量不是正常的，因而它对经济的作用

不是最优的，至少还有成倍的流量被压抑着，可见在我国还存在着多大的人

才浪费和开发潜能啊！ 

      那么，这里潜在有、未能上市的人才在哪里？，我们说它正被传统

“聘用制”掩盖着、压抑着，因此说我国应该立即全面推行“聘用制”。所

谓“聘用制”就是合同制，这在我国近年实行的多轨制经济形式中已不是新

鲜事，在非国营的企业界已广为推行。它通过合同赋予人才的主雇双方以明

确的权利与义务，使得人才既可以炒雇主“就鱼”，也要承担被“炒”的风

险，“雇主”有权定期考核人才，按合同条例辞退人才，这就使得所有人才

都成为容易进入市场者，甚至可说都是市场人了。这一来每个人都进入了竞

争环境，介人了竞争机制，因而有了紧迫感、危机感，也就是责任感和钻研

业务的动力。这样便可使得优秀人才获得优秀岗，达到自然的人才最优配

置。 

      还须指出，目前企事业中实行的减员增效，人员分流以及下岗等措

施还不是真正的人事改革，更不属聘用制改革，因为分流之后，留下的人员

仍是“铁饭碗”，那只是解决人员过剩的暂行办法。作为长期解决问题的办

法，只能是实行聘用制的问题。 

      根据市场机制的“扩展”原理，整个社会迟早都要实现市场竞争机

制，因而人才的市场化是迟早的问题，那么全面推行聘用制也是个迟早的问

题，因此我们宁可主动一点，早一点实行起聘用制，好早一点给社会、经济

带来更大效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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