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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讯*

宋本江同志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所 ( 原人才学研究所)

的副所长、副研究员，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志趣

与爱好，在国内同一个领域里工作，天天考虑的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最

近，他将他自己辛勤劳作的一项成果寄给我，希望我在他的著作面世之

前，写几句话。我愉快地答应了，而且感到应该为这样的年轻人讲几

句话。

在我们国内，除去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之外，真正将人力、人

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的机构并不多。我这里讲的是实际应用研

究，而非学科理论探讨。一个省有一个人力资源研究所是十分必要的。据

我所知，湖南人才研究所不仅成立较早，而且成果多多。他们的研究对当

地人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有本江同志的

贡献。

这本关于人才问题的著述，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讲湖南人才发展，主

要研究湖南各类人才队伍的发展变化状况、湖南人才资源的分布状况、湖

南各项重大人才工程、发展举措、面临形势与对策思考; 下篇讲湖南人才

环境，主要研究了湖南的人才政策环境、人才事业环境、人才文化环境以

及成效、差距与优化策略。总的来看，著者视野开阔，思考全面，分析深

入，多有价值不菲的见解。其实，类似这样的关于人才实际问题著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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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都有很大需求。特别是人才工作领导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领导

者、管理者都应人手一册，以利把握全局，做到观察现实、指导工作成竹

在胸、心中有数。

最近，我对国外学者的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关注，发现他们

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例如，他们对于人才环境的研究，采取的不是我们这样的层层分析

法，而是聚焦分析法。一个省份的人才环境究竟好不好，通常利用分层研

究的方法，就是依照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等层次，分别开来，依次指

出优胜之点、不足之处，再提出应该如何改进，形成若干条改进建议。这

样的研究成果，不是说没有用处，但短处在于往往抓不住重点; 而采取聚

焦分析法则是将环境好与不好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 此处创办一个企业

难不难? 如果难，那就是环境不好。如果是很难，那就是环境很不好; 反

之，如果容易，那就是好，如果很容易，那就是很好。具体讲，可以将难

与不难归结为三个可以测量的数据: 一是创办一个企业需要通过多少个关

口，二是创办一个企业需要等待多少天的时间，三是创办一个企业需要花

费多少钱。这样的研究建议容易找到改进之点，实施改革。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近来人们都在议论东北人才外流，说东北经济

形势不好。我想这决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其表现。作为人才研究者应关

注什么呢? 该关注其政策实施之实际。有可靠信息告诉我们，在东北开办

一个新的企业所需程序在全国是最繁琐、最漫长的。以登记物权为例，上

海只需 4 个步骤，沈阳则需要 12 个步骤。整整是人家的三倍。沈阳是东北

办事最快的城市。就是这样，如果要打一个商业官司，沈阳也需要等待

363 天，差 3 天就一周年了。如若东北要想寻找解困之路，制度改革是必

然之举。

例如，他们对人才结构问题的研究从更大范畴的生态学入手，而不是

像我们这样研究眼界受到束缚。所谓从生态学入手，不是将生态学的知识

硬拉过来牵强附会地解释人才问题，而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分析当地人才结

构，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美国的底特律是曾经了不起的城市，全世界第

一个红绿灯就是在这里出现的。但是前些年这个城市却破产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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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其产业结构过分单一，汽车产值比重过大，破坏了人才结构的合理

性。汽车工业不是不重要，但是如果比重过大，就会出问题。如果加上不

注意引进不同类型人才，反过来引领产业结构调整，迟早要出问题。类似

的问题，都可以从生物学物种平衡角度来研究改进的思路、改进的方法。

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似乎也关注不够。古人司马迁讲 “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讲的就是将人的研究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从

中获得真知，指导现实。

例如，他们对人力资源投入的研究，注意以数据说话，而不是凭主观

感觉加印象就随意得出概括性结论。政府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包括了方方

面面。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就是每年一笔不小的就业培训资金。但是，

细究起来，其中文章还真不少。美国有一位经济学家，通过利用大数据方

法，关注了一下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个问题: 是应该将大量的培训费用投入

到实用工作技能培训上好呢，还是投入到培训失业者寻找新工作职位的方

法上好呢? 事实证明，两个方面确实都需要投入，但是，适当增加后面一

项投入效果会更好。这位经济学家并不是凭空向政府提出建议，而是利用

自己掌握的大量确凿数据说话，使用了他的主张之所以是正确的支持数

据。这样一来，使得要想反对他的主张的人，失去了反驳的凭据。

总之，借为宋本江这本专著的出版之机，我把自己的一些日常学习读

书体会写了出来，与大家分享。目的在于时刻保持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

的先进性，不断提高研究水准。这既是我对年轻学者们的期望，也是我的

自勉。

2016 年 7 月 10 日

于北京海棠在望书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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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无论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

理论，还是发达国家对人才的高度重视，都足以证实人才在国家和地区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

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

兴起，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以人

才竞争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人才战

略上升为重点战略，竞相构筑人才优势，全力获取发展先机。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强调要爱才惜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资源

开发是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加强人才资源开发研究，为各级党

委政府决策服务，是时代赋予人才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 “敢为人

先”的湖湘文化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湖湘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又

涌现出一大批活跃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行业、各领域的优秀人才，为

湖南和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济湘军、科技湘军、文化

湘军的崛起，得益于湖南人才举措和人才环境改善，源自于湖湘深厚的文

化底蕴，根植于三湘四水这片 “沃土”之中。近些年来，湖南人才创新成

就引世界瞩目，湖南人才工作创多个全国典范，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湖南人

才发展进行全面总结和系统分析，以期为未来时期湖南人才发展探明思

路、寻求举措。

人才与环境是树木与土壤的关系。人才存在并发挥作用于一定的环境

之中，且改造人才环境; 环境孕育和造就人才，并对人才作用发挥产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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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因此，研究人才开发必须研究人才环境，筑好巢才能引来凤。本

书研究湖南的人才发展和人才环境建设，旨在抛砖引玉，期望能为湖南人

才研究和湖南人才工作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启发，能为人才工作基础和环

境、区位条件相似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人才发展和人才环境建设提供借鉴和

参考，也衷心希望各类人才专家、人才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宋本江

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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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湖南人才发展



人才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

作出英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众所周知，人

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发展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

局，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当今世界，各国纷纷把战略重点转移

到人才资源上，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人才。在国际国

内新的竞争形势下，湖南要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就必须高度重视

人才这个发展的根本，牢固树立第一资源理念，大力构筑人才优势，以

此获取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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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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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湖南人才发展总体情况

人才发展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湖南大力推进人才工作，人才发展取

得了显著成效，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同时也应看

到，湖南人才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仍然还不能适应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十三五”时期是湖南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创

新发展、转型发展和全面小康的攻坚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

求，全面分析和把握湖南人才发展的现实状况，总结成效、分析问题，探

求对策思路，是“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湖南发展提出的紧迫要求，

对于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人才驱动力和竞争力，充分发挥人才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湖南六支人才队伍发展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湖南人才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恢复发展

阶段 ( 1978—1991 年) 、重点突破阶段 ( 1992—2004 年) 和整体推进阶段

( 2005 年至今) 。特别是自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 ( 2006 年) 以来，湖南省

委省政府大力推进人才强省战略，实施了一系列培养、引进和使用各类人

才的政策措施，至今已走过了十年的发展历程，当前全省 “人才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基本树立，党管人才工作格局和工作体系已经形成，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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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度不断完善，人才队伍整体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各类人才发展呈现出

良好势头。

截至 2014 年底，湖南全省人才总量约 600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年均

增长 5. 7%，各类人才队伍规模均不断壮大 ( 见表 1 － 1) 。湖南党政人才

34. 5 万人，较 2010 年年均增长 1. 78% ; 专业技术人才 270 万人，较 2010

年年均增长 4. 35% ;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约 99. 7 万人，较 2010 年年均增长

10. 7% ; 技能人才 380 万人，较 2010 年年均增长 2. 94%，其中高技能人才

达 110 万人，较 2010 年年均增长 7. 35% ; 农村实用人才 85. 8 万人，较

2010 年年均增长 4. 24% ;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 3. 9 万人 ( 见图 1 － 1) 。①

表 1 － 1 湖南省人才队伍发展总体情况

人才队伍
2010 年

( 万人)

2014 年

( 万人)

年均增长

( % )

人才总量 488 600 5. 7

党政人才 32. 3 34. 5 1. 78

专业技术人才 230 270 4. 35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69. 9 99. 7 10. 7

技能人才 340 380 2. 94

高技能人才 85 110 7. 35

农村实用人才 70. 8 85. 8 4. 24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 3. 9 —

资料来源: 2015 年人才专题调研报告，其中农村实用人才 2010 年数据为 2009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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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才总量 =党政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高技能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

社会工作人才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以及党政人才队伍中的一部分，因此其数量不再重复计入人才

总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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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1 湖南人才队伍构成情况

( 一) 党政人才队伍发展变化

党政人才主要是指在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和

人民团体工作，依法履行公职，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

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党政人才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中坚力

量，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科学发展、推进富民强省的重要

资源。近些年来，湖南省委通过教育培养、选优配强、从严管理监督等有

力举措，积极推进党政人才队伍建设，为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小康湖南提

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2010—2014 年湖南党政人才队伍发展变

化具有以下特点:

1. 总量适度增长，增速呈波浪式变化

2010—2014 年全省党政人才总量分别为 322687 人、339171 人、

343091 人、350648 人、345182 人。从数量上来看，这几年党政人才总量

适度增长，2010 年至 2013 年全省党政人才总数逐年上升，每年较上一年

均有所增长，但 2014 年比 2013 年减少了 5466 人 ( 这是由于 2014 年的统

计口径有调整) ( 见图 1 － 2) ; 从增速上来看，2010—2013 年全省党政人

才逐年增长率分别是 5. 11%、1. 16%、2. 20% ( 因 2014 年统计口径变化、

不具备可比性，所以没有一并列出) ，呈波浪式增长趋势，其中，2011 年

是增速最快的一年 ( 因全省一些单位批准参公主要集中在 2010 和 2011 年，

2011 年整建制转入的较多，再加上 2011 年新录用公务员 ( 含选调生) 相

对较多、退休人员相对较少等原因，所以 2011 年的增速是近几年最快

的) ，2012 年是增速相对缓慢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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