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水平是衡

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随着人才资源配置

服务功能的不断增强， 人才服务业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

服务业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人才服务业，概而言之，指的是

以满足人才和用人单位有关人才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各种需

求，并为其提供相应效用的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服务部类。目

前，就人才服务业的构成而言，包括公共服务和人才服务产

业化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公共服务，我们称之为人才服务

事业；还有一个是市场化，就是人才服务产业。 人才服务业

具有知识密集、专业化、多样化、灵活化、信息化的特征，其

根本职能在于满足人才和用人单位的需求，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组织绩效，提升竞争力，促进人才发展。

人才服务业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有利于实现和提升

人才价值，营造脱颖而出、各尽其能的良好环境，促进人才

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满足人才和用

人单位需求，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国务院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人才服务业。“人才服

务业”第一次被写入中央文件之中，充分说明了人才服务

业对于经济社会和人才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人

才服务业可谓正当其时。

1 我国人才服务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1.1 我国人才服务业的发展阶段

我国人才服务业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形势下，顺应人才资源由计划分配

转向市场化配置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的。 就其发展历程而

言，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1983—
1993年）。 上世纪80年代初，人才流动开始活跃。 为满足流

动人才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需求，各地相继建立起人才服

务机构，提供公共服务。 主要是围绕为国有企事业单位的

流动人员托管人事关系，开展人事档案管理，为存档人才

办理各种人事手续等服务。 第二阶段为发展阶段（1993—
2003年）。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背景下，人事部提出要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 由政府提

供的以市场供求主体需求为导向的服务不断发展，人才交

流空前活跃， 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第三阶段为改革阶段

（2003年至今）。 2003年以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做好人才工作的决定》的要求，人事部开始推动政府

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体制改革，按照“管办分离、政

事分开”、“市场经营和公共服务分开”、“切实加强公共服

务”的改革方向，探索在坚持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同时，
更好地发挥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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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政府人才机构 行业人才机构 民营人才机构 中外合资

机构 从业人员 机构 从业人员 机构 从业人员 机构 从业人员

1995 2 660 7 738 375 1 901 374 2 156 - -

2000 2 889 12 455 441 2 343 419 2 806 - -

2006 3 500 20 790 633 6 417 2 427 21 582 69 2 306

表2 历年人才服务机构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人事部统计资料

年份 培训班数（期） 培训人次 人才测评

1995 6 186 534 760 62 716

1998 8 231 870 566 106 382

2000 10 261 1 062 521 160 588

2003 21 029 1 904 301 183 797

2006 25 925 2 080 571 394 956

表 6 人才培训、人才测评的发展

数据来源：人事部统计资料。

年份 单位 人员

2004 6 784 372 998

2005 28 253 677 408

2006 58 362 780 603

表5 人才派遣服务的发展

数据来源：人事部统计资料。

服务内容 比例（%）

人事外包 52
网络招聘 18
报纸招聘 11
高级人才寻访 6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3
人才培训 4
人才测评 1
其它 5

表4 人才服务产业业务结构比例

数据来源：人事部统计资料。

职能。
1.2 我国人才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人才服务业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
（1）服务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各类

人才服务机构6 629家，从业人员51 095人。 其中政府人事

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3 500家 （省级及以上70家、 地级

559家、县级2 871家），从业人员20 790人；行业主管部门所

属人才服务机构633家，从业人员6 417人；民营人才服务

机构2 427家，从业人员21 582人；中外合资机构69家，从业

人员2 306人。 我国人才服务业已经初具规模，呈现出政府

所属服务机构、民营、中外合资机构“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的喜人格局。

表1 人才服务机构与从业人员情况

年份 机构 从业人员

1983 2 30

1995 1 813 11 411

2000 3 794 18 064

2006 6 629 51 095

数据来源：人事部统计资料。

（2）服务人群不断增长，从最初的为机关、企事业单位

流动人员服务，现已发展为服务于社会各类非公组织的人

才。服务量不断增加，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人事代理等

业务蓬勃发展。 2006年，全国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

服务机构共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894万份， 代理各类人

才539万人。
表3 历年人才招聘会服务人数统计

年份
招聘会

（场）

进场人数

（人次）

参会企业

（家）

达成流动协

议人才（人次）

1995 3 054 4 003 576 199 539 777 643

1998 9 500 11 951 452 250 376 2 300 979

2000 10 640 11 507 217 480 363 2 519 240

2003 19 485 21 985 452 1 902 492 5 917 307

2006 35 375 42 720 804 2 166 505 13 087 614

数据来源：人事部统计资料

（3）服务内容不断拓展。我国人才服务业从流动人员人

事档案管理、现场招聘会两项业务起步，逐渐发展升级，人

事代理、人才测评、人才网站、人才培训、猎头、国际人才交

流等业务相继出现。进入21世纪后，人事外包、人才派遣、人

力资源管理咨询等高端服务也成为行业发展的热点。目前，
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才资源配置体系已基本形成，各项服务

功能日益完善，服务层次、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4）服务手段不断完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

来，各地加大人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信息技术

的应用。目前，全国共建立人才网站3 171个，建立人才数据

库5 077个，入库人才需求信息2 839万条，求职信息8 527万

条，提升了人才服务的信息化水平，促进了人才服务的网

络化、便捷化程度。

年份 人才网站数 访问量（亿次） 简历人数（万个）

1998 137 0.11 －

2000 547 0.64 －

2003 1 525 0.85 －

2004 1 660 24.6 5 081

2006 3 171 100 8 527

表7 历年人才网站统计

数据来源：人事部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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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务合作不断强化。 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和所属人

才服务机构，积极建立和完善区域性人才交流合作机制，
使区域性人才开发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长三角、泛珠三

角、东三省、京津冀、中部六省及西部地区等区域性人才合

作机制陆续建立起来，人才开发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加强。
以人才流动开发服务合作为基础，逐步实现了各类人才服

务资源的共享，形成了人事人才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服务的合力。
（6）服务监管不断强化。 人才市场管理的政策法规体

系基本形成。 迄今为止，全国共出台有关政策、法规近千

件，24个省（区、市）制定了人才市场管理的地方法规，383
个人才市场管理执法队伍的建立，强化了人才服务业的自

我约束能力。
事实证明，我国人才服务业蓬勃发展，服务体系基本

建立，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服务手段日益完善，服务主体呈

现出多元化的良好发展态势，实现了人才配置从计划经济

下的统包统配到以市场机制为主要配置手段的根本性转

变，人才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要

素市场之一， 人才服务业已经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门

类。 它对于改变人们的就业观念与就业方式，推动人才资

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推进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

革，加速人才强国战略的贯彻实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才的全面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 我国人才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更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

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

础”。 “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

平等的就业制度。 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在这

之前，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

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体系。 根据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推进机制健全、运

行规范、服务周到、指导监督有力的人才市场体系建设，进

一步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008年

年初，《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

“发展人才服务业，完善人才资源配置体系”，“鼓励各类就

业服务机构发展，完善就业服务网络，加强高校毕业生就

业等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人才服务业迎来了空前

的发展契机。
新的形势对人才服务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务。 我

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大力发展人才

服务产业；另一方面要完善履行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
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体系和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人

事人才公共服务的作用。 但是，我国人才服务业当前的发

展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2.1 人才服务产业综合竞争力有待加强

就人才服务产业的发展而言，尽管近年来，我国人才

服务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有较大提高、已初具规模，但与

发达国家相比，其总体实力还不足，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

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增强整体竞争力的任务还相当

繁重。
（1）人才服务企业综合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本土

人才服务机构主要集中于人才招聘、交流等领域，教育、培

训、管理咨询等高端服务项目开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

力尚弱，占领高端市场的能力欠缺，产业链不完整。初、中、
高服务项目或者产品的结构不合理， 服务细分度不高，缺

乏技术含量高、信息集成度高、附加值高、具有较强国际竞

争力的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服务产品和项目，难以提供

差异化、个性化的高端优质服务。人才服务技术相对落后，
服务标准尚未建立，服务流程尚不统一，服务机构尚缺乏

科学的评价标准，服务标准化程度低，服务价格偏高、服务

质量差、服务信用度低。 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职业化、
专业化水平低，市场营销意识与能力不强，服务供给存在

短期化、短视化现象。
（2）人才服务产业市场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首先，公

平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亟待培育，公共人事服务和

人才市场配置之间尚有脱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区域市场

相互分割的现象。 人才服务从业机构区域分布也不尽合

理，城市与郊区发展不平衡，难以有效满足日渐增多的人

才服务需求。其次，不同形式的垄断尚未全部消除，充分的

竞争环境尚未真正形成，机构竞争能力薄弱，服务质量和

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务需求。
再次，较高的进入门槛，限制了各类社会资本充分进入，阻

碍了人才服务业的发展。 此外，市场的诚信体系有待进一

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乏力。整个行业急需政府

管理部门提出切实措施，实施有效的引导和调控。
（3）人才服务机构治理结构不完善。 首先，本土人才

服务机构规模小，经营粗放，技术力量薄弱，信息技术应用

水平偏低，资产利用率不高，运行方式陈旧。 其次，内部治

理结构不完善。 再次，缺乏不断开拓、服务创新的动力和

能力。
2.2 公共人才服务体系有待健全

就人事人才公共服务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
（1）服务能力不强，不能满足社会人才尤其是大学毕

业生的服务需要。 人事部门内部公共服务资源分散，未得

到有效整合，各地服务开展很不平衡，业务水平有很大的

差异，相互间的配合及衔接还存在问题，未发挥应有的规

模效应；服务手段落后、服务效率低下、服务成本较高；社

会化水平不高，与教育、劳动等部门的公共服务内容、程

序、政策、标准等不贯通，在发挥民营机构、高校、科研院所

等组织的作用方面不够。 因服务能力制约，目前还不能提

供完全符合社会人才和大学毕业生需要的全方位、高效率

的公共服务。
（2）法律监管不配套，不能满足公共服务规范化发展

的需要。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方面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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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使人事部门及其所属人才服务机构事实上已经开展的

公共服务缺乏法律依据，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

效保障，难以保证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规范化发展。
（3）经费保障不到位，不能满足公共服务业务拓展的

需要。 政府对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经费投入不足，一方面大

部分服务机构要靠开展一些市场经营性业务以弥补公共

服务经费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经费，政府人事部门所

属人才服务机构只能开展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许多有益

的创新服务无法开展。 这种混合经营模式，影响了公共服

务的提供，也不利于市场经营服务的发展。

2.3 人才服务从业人员素质能力有待提高

人才服务从业人员必须熟知有关法律法规， 精通业

务；具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社会阅历；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和积极

创新的服务态度，以及维护有关政策正确实施的品质和良

好的职业操守。但是，目前，人才服务从业人员还存在素质

不高，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低，市场营销意识与能力不强，
服务供给短期化、短视化等问题，致使服务质量差、服务信

用度低。 这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3 加快我国人才服务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完善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和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服务产业，是推动人才市场发展，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人才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重

要支柱，是健全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人才市场

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人才服务业发展，必须将群众的希望、用人单位

和各类人才的需求作为人才服务业发展的立足点，解放思

想、准确定位、明确目标、开拓创新，一方面加大规划指导

和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人才服务产业，完善人才资源

配置体系；另一方面，顺应形势，理清思路，立足长远，锐意

改革，坚持公益性服务的发展方向，为用人单位、各类人才

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建立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

统筹发展、相互促进的服务格局，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和

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服务人事人才工作，服务社会经济

发展，服务人才全面发展。

3.1 加快发展人才服务产业

培育人才服务产业， 是发展人才服务业的重要方面。
要培育服务主体日益多元、服务内容日益多样、服务手段

日益完善、服务体系日益健全、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的人

才服务产业，使之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增长极，不断提

高人才服务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1）加快投资主体多元化步伐。 积极营造公平、公正、

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 充分发挥国有人才机构在人才配

置、人才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服务企业或企业集

团，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业，积极扶持中小

服务企业发展，吸引外资以合资形式参与人才服务业的发

展，加快人才服务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步伐，形成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百舸争流、共同发展的局面。
（2）积极拓展多样化服务内容。 紧紧围绕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以用人单位和人才需求为

导向，引导人才服务机构准确定位、提升活力，加大创新力

度，积极开发各类服务产品和项目，积极提升就业服务，强

化整合培训与教育服务，大力发展管理咨询服务，形成多

元发展、多层并举的人才服务产业链。
（3）不断完善人才服务机构的治理结构。 按照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运营管理的要求，不断进行管

理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提升人才服务机构的治理水

平、管理绩效，为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多样化、品牌化、个

性化、专业化的优质服务。
（4）不断增强人才服务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扶持和培

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服务机构，抓住服务贸易全

球发展的机遇，鼓励国内人才服务机构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业务，建立支持国内人才服务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平台，
鼓励国内人才服务企业与国外同行形成战略联盟，积极参

与国际竞争，扩大互利合作空间，实现共同发展。
3.2 完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体系

完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是发展人才服务业的基础环

节。 我们要按照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

局，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共服务与市场经营分开管理、分

类发展的方向，积极推进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

改革， 进一步理顺和明确人事人才公共服务职能定位，强

化人事人才公共服务职能， 提升人事人才公共服务能力，
促进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事业健康、协调、有序发展。力争用

3~5年的时间， 在全国基本建立和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与人事行政管理相协调，政策配套、功能健全、标准

统一、服务规范、方便快捷的多层次、广覆盖的人事人才公

共服务体系。
（1）明晰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业务内容。 当前要重点

开展档案管理和依托档案管理的人事代理服务，开展针对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和军队文职人员的人事代理服务，
加快建设社会化的人才档案管理服务系统；全面开展高校

毕业生就业促进服务， 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大

力开展就业指导、岗位信息发布、就业推荐服务；落实国家

有关人才开发政策，承担政府引进人才工作，做好人才安

全保证服务，为促进中西部发展、农村基层建设等搞好配

套服务；开展人事人才信息公共服务，提供政策法规发布、
供求信息交流、咨询指导等服务。

（2）建立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平台。 要以政府人事部门

所属人才服务机构为主体建立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平台，整

合人事人才公共服务资源，逐步实现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一

体化；要依托中心城市，推动人事系统跨地区服务的贯通，
建设区域中心服务平台；要加强基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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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建设，通过设立社区、乡镇人才服务站等形式，逐步扩大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覆盖面。
（3）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行机制。对人事系统内部，应当

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服务流程和联网的公共信息服务系

统，逐步统一机构的名称和标识，做到上下贯通，各种手续

互认。 在人事系统外部，应当采取联合办公或联席会议等

形式，促进公共服务与劳动、教育、公安等部门的贯通，树

立人事部门的公共服务形象， 为人才提供全面、 方便、快

捷、有效的服务。
（4）加大对公共服务的经费投入。 要积极争取国家公

共财政对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支持，加大对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毕业生就业、人才安全工作、
流动人员的档案管理等服务项目的投入。要按照人才流动

公共服务的需要，根据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的

服务功能和实际条件，积极探索社会化的有偿服务，满足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经费需要。
3.3 加强人才服务业的宏观调控与监督管理

依法加强人才服务业的宏观调控与监督管理，是发展

人才服务业的基础保障。
（1）强化人才服务法规体系建设。 加快人才服务业立

法进程，制定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工作和促进人才服务产业

发展指导意见与规划，开展人才服务标准化工作，用法律

法规指导和约束人才服务业的发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

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断提升人才服务业宏观调控

和监管的法制化水平。
（2）加强对人才服务产业的宏观调控。 健全市场竞争

机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建立市场监督机制，培育市场竞

争环境，促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

的人才服务产业发展环境，有效促进我国人才服务产业的

健康发展。

（3）强化对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指导监管。 建立科学

的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推动人事人才公

共服务的良性健康发展；建立行业监管制度，加强行政事

业性收费管理和人事人才公共服务投入资金使用的监督

管理，切实提高人事人才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益；建立政府

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统一的公共服务目标责任、岗

位职责、质量监督、投诉处理、责任追究等内部管理制度，
确保人事人才公共服务的效果与质量。
3.4 提高人才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研究推行全国统一的人才服务业从业人员职业资格

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才培训、人才

测评等人才服务专业领域的职业资格水平认证制度，制定

人才服务业从业人员行为规范，不断提升人才服务从业人

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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