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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发布2005年度《中国人才报告》  

（2001——2004）  

  由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人才报告——构建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人才开发》（黄皮书）

2005年7月下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独特视角出发，以政策分析为

主线，以数量分析为基础，采用系统、历史、比较的方法，对我国人才资源的总体状况、政策沿革、发展

趋势和战略目标进行了全面论述。 

  报告对我国古代和近现代人才观念的变迁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业绩论与学识论、精英论与大众

论、德行论与才艺论、适用论与资格论等不同的人才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科学人才观

是开放的、多元的、全面的、平等的人才观。 

  报告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才政策的发展历程，指出在经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实施人才强

国战略等不同阶段之后，我国人才工作的主体和对象正在由单一的社会群体向着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延

伸，在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社会弱势群体等社会特定群体的人才开发正逐步被纳入人才工作

的视野之中。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相适应，人才工作进入了统筹发展、平等参与的新阶段。 

  报告对我国人才资源的总体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估，并采用国际通行的对教育、学历和科技人才状况的

比较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出三个方面的单项人才量化指数及综合指数，对我国人才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

析。指出，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我国人才综合指数为0.35，在48个国家中列第37
位，居于中间位置，具有一定的人才实力。但与2004年洛桑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中国的位次相比，中国

人才指数排名推后了10余位，说明我国存在人才竞争力相对不足的问题。 

  报告认为对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才事业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人才的数量和结

构状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人才队伍总量持续稳定增长；人才的素质逐步提高；人才

向第三产业过度集中；人才地域分布仍呈东强西弱态势，并特别指出，我国人才资源配置进正处于历史性



转折过程中。 

  报告对未来我国人才供求状况进行了前瞻性预测，指出在人才供给能力进一步提高的同时，我国人才

供求总体上仍存在总量短缺与结构性短缺、供给性短缺与需求性短缺并存的瓶颈。 

  报告通过统计分析表明，我国人才发展与经济发展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从年均增长速度方面考察，

1978年至2003年，人才资源总量的增长速度年均为7.34%，实际经济总量(GDP)的增长速度年均为

9.38%，经济增长对人才总量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28，即人才总量每增长1%，拉动经济增长1.28%。

人才与普通人力资源相比、人才投入与物质资本投入相比，前者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明显较高于后者。 

  报告认为，权益问题是全部人才问题的核心。人才权益的保障状况可以反映整个国家人权和公民权利

保障的基本成就和最高水平，并首次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才权益保障事业所取得的进步进行了专门总

结。 

  报告提出，未来中国人才政策的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人才队

伍建设的关系、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基础性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以能力建设为主导，壮大人才队伍的

总体实力；以权益保障为中心，建立人才公共服务体系；以机制转变为重点，完善公共部门人才管理体

制；以市场配置为基础，促进人才工作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断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构建终身教

育体系和国家技能开发体系，特别是要逐步真正实现全民免费的义务教育。要适应所有制结构的变化，采

取更加公平的人才公共政策，逐步消除体制障碍，提高人才市场灵活度，让人才回归社会，促进人才管理

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报告根据各类年鉴资料和各有关部门的统计报告，对我国人才资源状况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搜集整理，

制作了大量分析图表，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数据资料；并还按年代顺序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

同志有关人才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政策文献以及我国人才工作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汇

总，以便于读者感受和掌握中国人才政策发展的基本脉络；特别是本书编排了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专栏文

章，包括国家领导人的著名言论指示、国内外知名专家如贝克尔、海克曼、厉以宁、吴敬琏等的权威分

析，精华荟萃，可以让读者全面领会高层领导和学术大师们的思想和智慧，掌握本领域最前沿的理论和方

法。 

  该报告为国家人事部年度重点课题，课题目标是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和定期报

告制度。报告主编为著名人才问题专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以人事科学院为基础，国家人

事部有关司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部等有关方面专家共同参与了研究。(该书定价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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