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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是经济系统中最活跃、最基本的竞争主体，人的特点使人的竞争力不同于国家、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分析 

和探讨了人的竞争力的构成、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体系，并初步构建了实证评估人的竞争力的模型和必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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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目前，学者们对企业、地区或产业、国家 

竞争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应该说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我们经济系统中 

最基本、最活跃的主体，人的竞争力的理论 

探索与实证研究，则严重关注不够。而事实 

上，弄清楚人的竞争力的构成、影响因素、确 

定实证评价指标体系，既有竞争力理论系统 

化 的重要意义，又有着实际应用的迫切要 

求。因此，本文在吸收已有竞争力研究的基 

础上，从人的特点出发，构建人的竞争力基 

本理论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给出了评估人 

竞争力的基本模型及程序。 

1 人的竞争力基本理论框架 

所谓人的竞争力，是指人这一竞争主体 

在社会竞争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获得 

社会资源及利益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是 

在一定的社会制度 、社会法度约束下发展起 

来的，并由这一社会制度所确定、所鼓励，而 

且主体的能力结果，通常由社会法制加以保 

护。作为社会系统最基本但又活跃的主体． 

人与国家、地区或企业之间，既有共性，又有 

个性。其共性表现在：①都是有生命特征的 

系统，生命的存在是展开竞争的基础；②都是 

投入一产出系统和社会系统；③行为能力都 

由各种因素决定；④都有竞争对手。其个性表 

现在： 人是一个动物有机体系统；②人是一 

个情感和智力系统；⑧人的直接而主要的竞 

争对手是人。人与国家、地区和企业之间的共 

性与个性表明，我们在评价人的竞争力时，虽 

然可以借鉴国家或企业竞争力的基本构成框 

架，甚至具体的评价方法和具体指标，但总的 

来说，评价模型必须能描述人的竞争力个性 

特征，因而必须用新的框架和指标体系。 

人的竞争力与国家、企业竞争力相似， 

是一种综合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诸多方 

面。这里，基于人是一个自然性 ，社会性、智 

能性系统这一事实，我们把人的竞争力分为 

以下几部分： 

(1)健康力。人的健康力主要是指人的 

有机体相对于直接竞争对手有机体的优势。 

由于人的有机体是人的载体，因而把健康力 

纳人人的竞争力系统中，很有必要。人的健 

康可以包括身心健康二部分。其主要度量变 

量有年均医疗费用支付、伤残等 

级 ，心理障碍水平 、年均住院时 

间、重要疾病年爆发次数等。 

(2)形象能力。人的形象能 

力是人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主体． 

在社会活动中相对于竞争对手 

的形象感触能力。形象能力可具 

体分解为外貌、行为礼貌、淡吐 

水平、气质状况和社会道德素质等几个方面 

的能力。形象能力对于人快速融人社会群体 

并为群体其它成员认同、接受和尊重，降低 

人际摩擦，减少人际协调成本，有着多方面 

的影响。 

(3)经济支配力。经济支配力是人在社 

会系统中最基本的能力，也是人维护其自然 

系统的物质保障能力。人的经济能力影响因 

素包括房地产价值拥有量、现金拥有量、银 

行存款规模、证券类资产价值、年收入水平、 

社会保障、负债水平等。 

(4)职业选择力。职业选择力反映人获 

得社会资源或收益的能力，是人竞争力的重 

要表现。因此，提高人的职业选择力，将有利 

于提高人的竞争力。其影响因素有社会就业 

水平、个人智商、个人教育水平 、个人专利 

数，个人专业论文数量、年平均就业时间、行 

业事故发生率等。 

(5)社会影响力 。社会影响力是指个人 

图 1 人的竞争力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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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体其它主体的感召力 、支配能力。其影 

响因素有家族的社会声誉、个人在家族中的 

地位 、家族支持水平 +个人官衔等级 、个人有 

效社交水平等。 

综上所述 ，人的竞争力主要是由健康 

力 、形象能力 、经济 支配 力 、职业选择力 、社 

会影响力五大分力决定。这 5个方面的能 

力，既是形成个人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也是 

人与人之间竞争力的结果和竞争力的重要 

体现。它们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又相互因 

果，共同决定着个人的具体竞争力。人的竞 

争力基本框架见图 1。 

2 人的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 

科学、全面、准确地评价人的竞争力，需 

要有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为确立这一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前面的分析，我 

们拟用下面原则选择人的竞争力指标。 

(1)科学性原则。评价的指标必须符合 

人的竞争力的内涵，能较好度量人的行为特 

点和活动规律。因而，所设计的指标必须符 

合经济理论 、人类学 、社会学 和统计学 的要 

求，同时，指标概念准确，计算范围明确、方 

法科学 、操作方便，既能系统、科学地反映人 

的竞争力全貌，又能揭示对人竞争力有重大 

影响的因素。 

(2)可行性原则。所选择的指标，其数据 

较容易获得，样本规模以及数据处理方法， 

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同时，完成数据收集和 

处理、乃至获得最终结果的整个过程，经济 

上具有可行性。总之，所选取的指标要满 

足信息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 

性要求。 

依据上述原则，我们评价人的竞争 

力指标包括健康力、形象能力、经济支配 

力、职业选择力和社会影响力 5大类 ，具 

体细分指标见附表。 

3 个人竞争力评估模型 

人是一个具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 

有机系统 ，其动态性 、非线性特 征明显 。 

目前用于这类系统综合分析与评估的模 

型有 ：AHP法 、属度函数法 、线性加权 

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它们都有不同的适 

用范围，一般来说，在选择评价模型时， 

应根据所建立指标体系的具体要求而 

定。若指标数量较少，指标权重难以确 

定，可以采取主成分分析和相关综合模 

型方法，依次由下一级指标计算高一级 

指标的数值，最后算出第一级指标数值。 

就人的竞争力评价而言，选用主成分分 

析法模型是合适的。在确定了指标以及 

使用的方法后，我们可以用指标具体进 

行人的竞争力评估，评估的程序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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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的竞争力评价报告 1 

人的竞争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因 

而科学地确定其所包含的影响因素和各因素 

应具有的贡献权重，以及适用模型，是一个富 

有挑战性的理论难题和技术难题。加之，这方 

附表 人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 系 

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健 年均医疗费用支付(元) 伤残等级 

宙 年均住院时间(元) 重要疾病年暴发次数 

遗传病暴发天数 年精神病暴发天数 

心理障碍水平 

形象 身高 像貌水平 行为礼貌 

人 能力 气质状况 谈吐应变能力 社会道德素质 

的 汶 个人房地产价值(元) 个人现金持有量(元) 

竞 银行存款数量(元) 证券资产持有量(元) 

： 年收入(元) 社会保障基金数量(元) 
争 负债规模(元) 

力 

警 壹 
= 个人外语等级水平 个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持有数量(种) 
～ 个人离退休剩余时间(年) 

家族的社会声誉 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等级 
社 家族对个人的支持水平 个人官衔等级 

影响 个人社会主要活动阶层等级 个人可靠的朋友数 

朋友的平均竞争力水平 

图 2 人的竞争力评价程序图 

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极 

少。因此我们关于人的竞争力的分析及所确 

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实证评估的程序，其 

缺陷或不足是可想而知的。我们把这很不成 

熟 的东西拿出，是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 

指正，使人的竞争力研究得以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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