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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一直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 问题。调整产业 

结构。必然会影响人才队伍 ，冲击人才结构。因此，要搞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必须把构建、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放在战 

略地位．作为一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成败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抓实。以《试析我国产业人才结构》文章为出发点，阐 

明构建适应 产业结构调整 的人 才结构模 式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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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才结构 的构建 与产 业结构 的调 

整互动 

人才结 构与产业 结构 的相 互协 调 。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 面 ： 

(1)人才结构受产业结构的制约，人才结 

构的调整要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定。人才 

结构的发展要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相适应，人 

才结构的形成要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服务。只 

有建立较为合理的人才结构。才能有效地为 

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类型企业培养和输送 

质量合格、数量庞大、层次合理 、种类齐全的 

各类专门人才。才能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 

(2)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需要相适应 

的人才结构。合理的人才结构能提高物质资 

本 、资金和技术投入的使用效率 。并引起投 

放到不同产业、行业和企业的各种要素的流 

动 。使各产业 、行业和企业的人才使用更加 

合理 ，人才使用的效率不断得到提高。人才 

的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将成为产 

业结构调整的核心。 

2 构建合理的个体知识结构．适应产 

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级化 。已不仅是传 

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中的比 

例变化 。而更多地体现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 

业的影响、融合的力度 ，以及引起产业结构 

变化的能力的加强。因此。人才结构要适应 

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个体的知识结构就要 

符合产业技术结构的要求 。人才素质、人才 

能级要与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匹配。 

(1)优化个体知识结构，处理好横向和 

纵向知识结构的关系。适应产业融合和升级 

的要求。个体的知识结构应与产业结构的调 

整相适应 ，个体的知识结构的构成模式应适 

合产业发展的状况。我们认为，为适合产业 

结构调整的需要 ，个体知识结构应该是“Tt’ 

型的知识结构模式。“T”型人才知识结构模 

式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代表一个人 

在某一专业领域知识的深度与水平 。体现个 

人在所处行业中的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低。 

“横向”代表一个人一般文化知识的广博程 

度、相关或边缘知识的获取程度等 。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个人从一个行业转向其 

它行业的适应能力。显然 。产业结构的调整、 

优化和升级 。促使个体的知识结构也要不断 

地调整和优化。因此 ，个体必须具备纵向知 

识结构和横向知识结构。 

(2)从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看知识结构 

的优化 ，构建动态知识结构 ，使个体知识结 

构适应产业结构动态调整的要求。首先，应 

正确处理知识内容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关系。 

个体的知识结构应该服务于最能发挥效益 

的产业 。个体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对产业结构 

调整 、优化和升级的应变能力。其次，不论纵 

向的专业知识 ，还是横向的相关知识，都有 
一 个深化 、强化与拓展的问题。应从 自身学 

习能力的强弱和产业调整 、升级的需要 出发 

优化 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 

调控过程。所以应对个体知识结构进行不断 

的调整。再次 。合理的个体知识结构没有明 

确的标准和定式。因人、因时和因个体所处 

环境而异。构建和优化个体知识结构。不仅 

要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同时还要考 

虑到个体知识结构在群体人才结构中的互 

补效益和 协调效益 。 

3 优化人才群体结构．发挥人才的规 

模效益和协调效益 

产业结构调整 。不仅需要优化的人才个 

体知识结构，而且需要合理的人才群体知识 

结构。人才群体知识结构不是个体人才知识 

结构的简单累加和多种要素的机械重叠 。其 

整体功能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群体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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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的优化程度，其中包括人才的群体规模及其 I 

l协同互补性。因此，发挥企业和政府对人才群 l 

l体知识结构的主体和辅助效用，是构建适合 I 

l产业结构调整的人才群体知识结构的关键。 I 

l 3．1 企业人才结构的构建应与产业结构调 1 

I整相适应。发挥企业在人才结构调整中的主 1 

l 体作用 

I 合理的人才结构是现代企业内部组织 

J机构得以有效运行的决定性因素。人才缺乏 

l 造成企业各生产要素边际效用不能最大化， 

1人才配置的不合理造成企业各部门发展的 

l不均衡，弱人才部门将阻碍、破坏强人才部 

I 门的快速发展，最后造成整个企业发展缓慢 

J 甚至停滞、破产。人才流动频繁使企业处于 

l 不稳定的状况，使企业的战略决策得不到有 

I 效的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中人才知识结构的 

l不合理主要是人才开发不力、人才结构失 

I衡、人才配置不佳以及人才流动频繁造成 

l的，因此，企业要构建合理的企业人才结构， 

I 就必须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科学地设计 

1人才开发机制、人才配置机制、人才内部流 

I 动机制和人才弓I进机制。· 

I (1)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中心，实施企业 

I 的人才开发计划，扩大企业人才规模，实现 

l企业人才的规模效益。①根据企业所处的产 

l业环境、发展状况等各种因素，分析产业发 

l展过程中合理的人才知识结构和目前企业 

l 的人才知识结构，分析企业在产业中的人才 

I 优势和劣势，明确企业有必要开发的人才数 

l量和种类以及相应的成本和收益，从而选择 

l 企业人才开发的侧重点。②由于产业结构调 

l 整，企业某些部门会超越传统的作用，在企 

I 业中这些部门的人才将会成为企业的关键 

1人才。因此，注重企业关键人才的开发是企 

l业设计人才开发计划的重中之重。企业也必 

l须对各部门实施相应的人才开发战略。③产 

I业结构的调整，使企业处于快速变化的环境 

1 中，因此，对企业的人才资源，应采取“全方 

l 位、多形式”的开发战略。全方位就是既要抓 

l好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发现、任 

l用、提高，又要抓好对所有企业员工的文化 

I素质的培训和提高；既要抓好对企业现有紧 

I 缺岗位人员的培训和提高，更要抓好对企业 

l 发展所需要的未来人才的培 和提高，增强 

I 企业的发展后劲。多形式就是采取多种形式 

l对企业各类员工进行培训。应根据企业的实 

I 际情况，采取委托培养、自学 、岗位练兵、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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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请进来、对口联办等形式 ，把培训与企业 

员工的考核、晋级结合起来，提高企业人才参 

加培训的积极性 。全面提高人才队伍 的整体 

素质。同时，应针对企业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 

人才的培训内容，使培训不但针对性强，而且 

更有广度和深度。 企业对人才的培训不要仅 

限于定岗培训 ，还可以采取轮岗培训的方式 

为企业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2)企业 人才 应在 各 部 门 、各 职位 中得 

到合理的配置，发挥企业人才的协调效益。 

①企业对人才的配置必须依据组织结构设 

计原则 ，使人才在企业中均有适当的位置， 

使人尽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同时， 

人才的配备更要关注人才的相互合作协调， 

使其相互完善和补充。②重新配置企业各部 

门人才。产业结构的调整 。使企业各部门超 

越了传统的作用。特别是在财务、市场两个 

领域中，应对原有的专业人才进行调整。对 

于公司各部门．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在内部 

交易协调 、经营战略研究和实施 、信息系统、 

法律和税务 、财务管理和融资安排 中的作 

用 。需要配备相应的高级职业管理者和各种 

类型的专门人才。③加强对企业管理层人才 

的知识结构调整．合理搭配企业管理层人 

才．提高管理层的职业化水平。产业结构的 

优化和升级必然要求建立适合产业发展的 

新型企业。这种新型的企业需要配置具有创 

新精神的开拓性人才、掌握专门知识和技能 

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职业化的现代科学管 

理人才等3种类型的人才 。这3种类型的人才 

是企业管理层的3个支柱。 

(3)构建合理的企业人才内部流动机制。 

保证企业人才在总量和质量上的最优化。所 

谓人才内部流动，绝不是自由式的、大批量的 

流动，而是依据企业内部人才的数量、分布、 

结构和余缺状况。按照客观实际的需要和人 

才本身的才能、爱好、品德、志愿等 ．通过企业 

人事部门的桥梁和协调作用 ，有目的、有计划 

地安排其在本企业内部的工作调动 把他们 

安置到所需和急需的岗位上 ．目的是最大限 

度地发挥人才的内在潜力。实践证明，人才的 

合理流动有利于人才的“智能横移” ，有利于 

培养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复合型人才。目前， 

企业内部的人才流动，可以采用以下方法：① 

公开招聘。即在企业内，各部门可根据各 自的 

需要招聘自己急需的人才。只要应聘者与招 

聘部门达成一致意见，经企业人事部门备案 

后。就可以进行人才调动。②双方对调。即在 

企业 的部 门与部 门之 间进 行人 才 交换 和转 

让。因为部门与部门之间，人才分布不平衡， 
t
～  

实行双方对调，可以缓解人才短缺的问题 ，改 

善企业内部人才结构。③临时调动。即根据企 

业的实际需要。 在不影响人才所在部门的利 

益．又能满足本企业内“重点部门”或“特殊岗 

位”需求的条件下，对某人才进行临时性的组 

织调动。即借调或委派。该人才在完成“特殊 

使命”后 ，再回原部门工作。 

综合运用好以上3种方法 。就能使更多 

的人才逐步走上合适的岗位 ，从而为企业的 

振兴和发展施展才能 ，发挥作用 ，贡献其聪 

明才智。 

(4)构建合理的人才外部引进机制 ，为 

企业人才队伍输送新的血液 。以适应产业结 

构调整的需要。①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人才的 

知识结构不断更新 ，因为企业人才的知识结 

构也会出现老化过时，不适应产业的发展。 

要优化企业的人才结构 ，就有必要建立一套 

吸引外部人才、辞退不能发挥效用的人才和 

留住有用人才的人才进出机制。②增强用人 

主体的人才意识和人才观念 。加强教育引 

导 。进一步强化企业决策层 、管理层的人才 

意识和人才观念 。推动企业重视人才 、吸引 

人才、留住人才 ，把企业推向人才资源开发 

的主战场 。突出企业在人才开发和使用中的 

主体作用。③鼓励和引导企业储备人才。鼓 

励企业设立人才基金。专项用于人才引进等 

工作。如果企业从外地引进急需人才遇到困 

难 ，应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协助企业进行沟 

通 、协调并解决。积极推动企业跨行业、跨区 

域聘请优秀人才兼职服务和吸收 、引进、转 

化智力成果。④对人才引进成效明显的单位 

及责任人给予政策激励。引进 、培养硕士以 

上学位或高级职称或学科带头人 对其单位 

主要领导和对引进开发人才做 出突出贡献 

的人员 ，给予其同引进人才相等或高于引进 

人才的政策待遇并适当奖励。对成功地为单 

位推荐和引进高层次及短缺人才的人才市 

场或其它人才中介机构或个人 。允许其向引 

进人才的单位收取相应的中介费。 

3．2 发挥政府在构建人才群体知识结构中 

的重要作用。构麓合理的人才群体结构 

伴随产业的扩张、优化和升级。政府应扩 

大各产业和各行业的人才总量规模 。建立与 

产业规模、产业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人才总量 



和人才质量。同时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 

应优化人才存量在各产业中的配置，构建合 

理的人才群体结构。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相 

应的调控机制、管理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发 

挥政府在优化人才群体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1)建立人才调控机制 ，对人才配置规 

模 、方向、重点 、结构比例等问题进行宏观调 

控。产业结构的调整。新兴产业的出现，朝阳 

产业的成熟，以及成熟产业的转向或没落，都 

会引起从事不同产业的人才在规模 、流向 结 

构比例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政府对 

人才的群体结构进行调控．以保证人才的规 

模效益和人才配置的有序性、高效性。 

政府应对现行高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 

发挥高等教育在人才规模扩张和人才专业 

结构调整方面的导向作用，为产业发展提供 

合格的人才。要调整和建立高等教育新的学 

科体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导向，对原有学 

科、专业重新规划 。撤并重复设置的专业。改 

造传统学科 ，建设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重 

点发展信息科学 、生命科学 、新材料科学等 

新学科领域 ，从而使人才在各行业分布合 

理，促成各行业人才专业配套。 

人才的配置方向要适应社会的需求，特 

别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 、升级所需要 

的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新材料科学等学科 

的人才需求。要适应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 

升级优化的需要 ，为传统产业 比如农业培养 

人才。同时要适应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对学 

科(专业)结构提出的新要求。 

要形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的人才结 

构 ，加大新兴、交叉、综合性专业人才的培养 

力度，加速形成有利于专业人才成长的环境 

和机制，打破专业壁垒、学科壁垒，使学科 、 

专业、人才培养能及时反映新兴产业的发展 

趋势 。 

要不断促进人才的产学研结合，使人才 

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 

产业结构的调整做贡献 ．促进科研成果的商 

品化和产业化。 

(2)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人才 

流动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配置中的基 

础作用，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 。优化人才组 

合。首先，要突出用人单位在人才使用和配 

置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主体意愿，实现人才 

的最佳配置。政府应制定宽松的、有利于人 

才流动的政策法规。并努力做好人才流动的 

服务工作。除提供必要的服务场所外 ，还要 

广泛开展人才的代理、仲裁等工作 。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努力将人力资源流动的服务范 

围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其次，要让人才在 

竞争中走向社会 。使各类人才积极参与市场 

竞争 ，在竞争中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力争 

形成“教学一管理一科研一产业”一体化的 

流动模式和“竞争一淘汰”机制。最后 。要在 

各个区域建立大的人才市场 ．并建立一些专 

门的人才市场。通过这些大的市场将人才引 

导到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项 目中去 。 

要把 地区人才市 场建成功 能 比较 齐全 、管理 

比较先进的综合性人才市场。大力发展网上 

人才市场 ，加快人才信息的传递。健全人才 

市场网络，大力开发农村地区的人才。 

(3)建立适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全方 

位、多角度的人才管理机制。①建立公平竞 

争的人才激励机制 ，搞活人才流动，创造条 

件留住人才。②提高人才待遇，积极推动知 

识 、智力 、技术成果等因素参与收益分配和 

占有股份。允许职务发明与专利在一定条件 

下参股或以发明人名义进行转化。对特殊行 

业和专业的人才实行特殊津贴。③放开人才 

兼职政策 ．允许和鼓励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 

工作 、保守商业技术秘密 、不影响本单位利 

益的前提下进行兼职服务。实行兼职兼薪。 

积极引导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高层次人才 

到企业兼职服务和进行智力成果转化。④逐 

步改善优秀人才的生活 、工作条件。进一步 

发挥奖励的激励作用，对涉及人才奖励的政 

策、项 目进行梳理 ，规范奖励名称，理顺奖励 

层次 ，明确奖励级别与待遇，提高奖励质量。 

总之，人才配置的合理性 ，表现为数量 

配置的合理性，产业、行业 、部门配置的合理 

性，各类职业配置的合理性 ，专业结构配置 

的合理性 。只有合理配置人才 ，才能发挥人 

才的规模效益 、结构效益和边际效益。我们 

应该看到，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要 

求对人才的知识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而产 

业结构 的优化和升级 是一个 长期 的过程 ，因 

此人才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也是一个长期 的 

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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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Personnel Structure in the 

Procedure of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bstract：Witll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ce problem in the realizing the economic strategy in China． nle adjustment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destines to impact personnel resource and personnel structure．T0 adjust the industry structure 

well，establishing，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personnel structure must be treated strategically as a task criti— 

c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be carried out urgently
，
perfectly an d actually．nIis 

article illumi nates the model and method that establish personnel structur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ad— 

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ased on(Analysis on Personnel structure in Chines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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