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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梅 

2011-06-21   

    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一周年之际，举办这次座谈会，我觉得非

常及时，意义深远。这个座谈会，既是一次交流工作、回顾总结的会议，又是一次畅谈体会、碰撞思想的会

议，更是一次研讨理论、谋划发展的会议。 

    回顾近一年来的人才工作实践，中央，特别是中组部接连推出一系列重大人才政策和重大人才工程，在

广大基层引起了强烈而积极的反响。如果用两个关键字来概括，那就是“动”、“新”。 

       四四四四““““动动动动””””带带带带来来来来了四 了四 了四 了四 ““““新新新新”””” 

    首先是搅动。中央颁布实施的第一部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绘就了未来10年建设人才强国的“路径

图”，的确大大地搅动了上下左右的“神经”，制定、出台、实施人才规划的过程就是思想不断搅动的过

程，由此带来的是人才工作思路逐步清晰、资源逐步整合、力量逐步集聚的新局面。 

    第二是牵动。中央推出的第一个面向全球的引才工程“千人计划”的强劲实施，示范引领着省区市各级

引才工程、引才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牵动着国内外广大高层次人才的眼球，牵动广大留学人才的心。这个牵

动带来的是高层次人才这一稀缺资源在中国、在省市之间加速流动、优化配置的新局面。 

    第三是调动。人才强国战略的纵深推进，特别是李源潮部长提出的要把人才强国推到人才强省、落到人

才强市，有力地调动了省、市、县各级“第一把手”抓“第一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随之带来

 



的是省市县各级“一把手”把人才工作“谋在心中、抓在手中、落实在行动中”的新局面。 

    第四是推动。人才工作会议和人才规划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政策和重大人才工程，在组织部门的强力推

动下，得到有力贯彻和落实，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各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

人才工作新格局正初步形成。 

    回顾成绩、倍感振奋，思考未来、任重道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在人才工作实践中进一步解放

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是摆在人才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课题。结合工作的实践和体

会，我感到关键要跳出“五大误区”，创新“五大理念”： 

    一要跳出“见物不见人”的误区，树立和倡导“重物”更要“重人”的理念。全国人才会议以来，总体

来看，各地各级重视人才工作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实际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目前“见物不见人”的问

题仍不同程度存在，人力资本优先积累的发展模式尚未形成。具体表现在物质投入重于人才投入、资源开发

重于人才开发、项目引进重于人才引进。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海克曼测算过，目前中国对物的投

资与对人的投资之比是12∶1，而美国是3∶1，韩国是8∶1。这样的投资结果是高楼大厦建起来了，机场铁

路修起来了，但是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人才。深究其因，我认为人才投入所具有的时滞性，加上政绩考核

的现实性，是客观存在的两大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投资于人不如投资于物那么立竿见影，而政

绩考核的GDP、财政收入等核心指标使一些决策者容易走入“重物不重人”的误区。对此，我感到，一方面

要大力宣传“引进一个人才，推动一方经济”的典型经验。例如江苏无锡引进了施正荣博士，缔造了无锡光

伏产业神话，实现年销售规模200多亿元，把中国光伏产业与世界差距缩短了15年。另一方面要改革创新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加重人才贡献率、人才投入占GDP的比重等核心指标在考核

体系中的权重。从而教育和引导越来越多的决策者，牢固树立“服务发展，人才优先”的理念，真正做到见

物更要见人，重物更要重人。 

    二要跳出“唯我所有”的误区，树立和倡导重“所有”更应重“所用”的理念。受传统观念影响，现在

许多决策者仍把做好人才工作片面理解为“拥有”人才、“留住”人才、“占有”人才。其实当今时代，信

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突破了时间、空间的概念，完全可以变“人才流动”为“知识流动”，实现人才资源共

享。比如，美国很多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将CT和磁共振扫描图像的读片分析工作，外包给了印度医生。印度的

白天正好是美国的夜晚，美国医生晚上休息，印度医生正好白天读片分析，第二天美国医生一上班就能看到

通过网络传回的分析结果，从而对病人作出诊断。据统计，75%的印度软件专家实际上在为美国工作。这生

动地诠释了人才“所有”和“所用”的辩证关系。对此，我们要按照源潮部长提出的牢固树立人才发展以用

为本的理念，把用好用活人才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采取“候鸟式引才”、“柔性式引智”等各种手段

和方法，“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住、但求常来。 

    三要跳出“人才=学历+职称”的误区，树立和倡导重“学历、职称”更要重“能力、业绩”的理念。有

一顺口溜：“对博士生不设院门，对研究生敞开大门，对本科生开扇小门，对专科生稍开窗门，对中专生紧

锁铁门”，反映出一些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时过分看重学历的现象。有的单位以“优厚待遇”抢得高端人才，

而在实际使用中又往往让其干普通劳动力就能干的工作，造成“高才”低用、“大才”小用、“优才”劣

用。而发达国家早已走出唯学历的误区，比如，在美国某大报一年刊登的3544则科技类招聘广告中，2799则

没有任何学历要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实践一再证明：博士里面有庸才，工人农民里面有人

才。浙江民企100强中，约90%的老板出身于农民、工人，许多只有中、小学文化水平。如万向集团董事局主

席鲁冠球出身铁匠，正泰集团老板南存辉出身修鞋匠，雅戈尔集团总裁李如成出身农民。但是他们通过自身

创业的磨炼、创新的实践和创优的业绩，生动而有力地证明学识、见识、胆识都是财富，学历、能力、经历

同样重要。 

    四是跳出“人才配置行政化”的误区，树立和倡导重“有形之手”更要重“无形之手”的理念。“人才

是第一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人才资源的机制可以概括为“两只手”，即党和政府宏观调控与行

政干预的“有形之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无形之手”。据统计，美国的专业技术人才人均一生流动12

次，即使在主张“终生雇佣”的日本，人均流动率也达到10.2次。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仅为0.87，55%的人参

加工作后从未流动过。人才流动是人才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必然结果。人才学研究表明，一般来说，一个

人应该5年换一次岗位。怎样让人才在流动中实现价值最大化呢？就要求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倡导

重“有形之手”更要重“无形之手”的配置理念，既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宏观调节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市

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五要跳出“唯物质待遇才能留人”的误区，倡导和树立重“待遇留人”更重“事业和环境留人”的理

念。过去，我们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方面，更多地强调优惠政策、物质待遇。其实，越来越多的人才更看

重专业的发展、身心的和谐、事业的成功。“人往高处走，才往用处流”、“资本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环



境走”已成为人才流动的自然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注重提高物质待遇的同时，更要优化人才的创业环境、

人文环境、法制环境，真正使各类优秀人才充满实现自我抱负的快乐感、贡献社会的自豪感和得到普遍认可

的荣誉感；真正使各类人才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忧，有苦练“内功”的动力而无应付“内耗”的压力，有

专心谋事的成就感而无分心谋人的疲惫感；为一切有志之士提供施展才干的辽阔天地、实现人生抱负的广阔

舞台和发挥才干的更大空间。（江西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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