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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干
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公务员制度本身就是现代政府行政管理
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实现依法治国是完善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内容。

社会保障关系到全体国民的切身利益，“关乎国运，惠及子
孙”。社会保障的总目标是通过保障和改善国民生活、增进国民福
利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全体国民“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通过社会保障来增进国
民福祉，不仅是国民日益强烈的呼声，同时也是执政党“以人为本”
治国理政方略的最直接体现。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全体国民生
活的后顾之忧，促进全体国民合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迈向共同富
裕的道路，显然具有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

就业既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它关系到中国改革、发展、
稳定的大局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党和政府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将促
进就业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前提和基本途径，实施
积极的就业政策，全面推进就业。

发展残疾人事业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时也成为我
国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的生存状态反映一个社会文
明进步的程度。残疾人的生存权、健康权、生活质量权、平等权和
社会参与权、共享权等，应该在社会进步中得到有效保障。残疾人
在社会进步中应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益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的残疾人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任重而道远。政府的责
任不是代替残疾人的努力，而是帮助残疾人获得发展的能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加快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国家公务员制
度，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发展残疾人事业，在有关部门和领导
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工作研究》一书。希望能给广大基层从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公务员管理，以及残疾人社会工作的同志更多的启迪与思考。

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地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各
地残疾人联合会领导的热情支持。他们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建言献
策，并撰写了质量较高的文章。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选取了部分优
秀文章，这些文章既充实了本书，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更加紧密，
同时又为读者朋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和具有参考性的实
践经验。

再次对支持本书编辑出版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
谢意。限于编者水平，不足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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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与公务员制度

第一章 人力资源管理改革新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源的竞争已成为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地

域之间竞争的焦点。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市场

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发展转变，人力资

源管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已经突破了传统

的封闭体系。紧跟世界潮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与改革，对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

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节 人力资源的涵义特征以及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在全球性的全面质

量管理运动的高潮中，人们认识到人力资源不同于诸如资金、设备这些资产，其中蕴含着

巨大的潜能。要使这些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能量，就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个人潜能

开发，技能提高，适应社会、融入组织、创造价值（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奉献社会。因而，

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更具有现实性与前瞻性。

一、人力资源的涵义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的人

们的总和，它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人力资源的最基本方面，包括体力和智力，从现

实应用的状态，包括体质、智力、知识、技能四个方面。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一样也具有

特质性、可用性、有限性。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是第一资源。

通常来说，人力资源的数量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其质量指经济活动人口具

有的体质、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水平。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源是社会生产的必要的先决条

件。一般说来，充足的人力资源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其数量要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

应，若超过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消耗了大量新增的产品，且多余的人力也无法就业，对

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产生不利影响。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主要

靠经济活动人口素质的提高，随着生产中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的质量在经

济发展中将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为了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人力资源的内涵，有必要了解人力资源的相关概念，如人口

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人口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体，即全部的自

然人；劳动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劳动能力并在劳动年龄范围内的人口总和；

人才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研究能力、创造能力和专门技术能

力的人们的总和。人口资源主要表明的是数量概念，它是人力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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