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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鉴》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篇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及领导人重要讲话、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共促亚太地区发展繁荣——在亚太
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的讲话、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回顾与展望、我国人
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25年间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的基本轨迹、初建阶段
（1980-1994年）、建构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理论体系、组织和培养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的学科队伍
、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研究的学术机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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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及领导人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加强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共促亚太地区发展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的讲话高
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第二篇 回顾与展望一、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一）25年
间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的基本轨迹1.初建阶段（1980-1994年）（1）建构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理
论体系（2）组织和培养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的学科队伍（3）建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研究的
学术机构（4）编辑出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专业杂志2.扩展深化阶段（1995-2001年）（1）学
术视野的拓展化（2）研究内容的全面化（3）研究工作的加速化3.创新提高阶段（2002年开始）（1）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理念的形成（2）人力资源开发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创新完善（3）人力资源开
发对象创新扩大（4）人力资源开发地位不断上升（5）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体系趋于成熟（二）25年间
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1.内核成果（1）概念（2）原理（3）方法与途径2.外延成果（1
）开发意识普及（2）研究队伍扩大（3）实践应用拓展（三）当今热点问题1.宏观热点问题（1）人才
战略问题（2）人才安全问题（3）行政部门人力资源开发问题（4）高等院校人力资源开发问题（5）
科技人力资源开发问题（6）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问题（7）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8）西部人力资源开
发问题（9）区域人力资源开发问题2.微观热点问题（1）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关系问题（2）人力资源
开发方法问题（3）管理技能开发问题（4）职业生涯规划问题（四）未来发展趋势1.理论发展趋势（1
）地位战略化（2）理念能本化（3）理论体系化（4）意识全民化（5）投资终身化（6）内容潜能化
（7）调控规范化2.方法技术发展趋势（1）方法多样化（2）对象全面化25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和教材《劳动经济学》（1980年）《劳动经济与劳动管理》（1984年）《人事管理》（1985年）《劳
动报酬学》（1986年）《劳动就业概论》（1986年）《人口与劳动资源》（1987年）《新中国劳动经
济史》（1987年）《劳动力配制系统论》（1989年）《劳动经济学》（高等学校文科教材1990年）《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工资机制——对中国工资问题的宏观动态观察》（1990年）《中国有计划劳动力市
场研究》（1990年）《中国第一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理论与实践》（1991年）《第一资源论》
（1993年）《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当代中国的劳动问题》（1995年）⋯⋯第三篇 人力资源开
发理论研究第四篇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五篇 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兴起与发展第六篇 教研机构第
七篇 人力资源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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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奖励制度。
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
人才奖励体系，充分发挥经济利益和社会荣誉双重激励作用。
建立国家功勋奖励制度，对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各类人才给予崇高荣誉并实行重奖。
进一步规范各类人才奖项。
坚持奖励与惩戒相结合，做到奖惩分明，实现有效激励。
12.建立健全人才保障制度。
积极探索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保障制度，为推进人才工作深入发
展提供保障。
根据各类人才的特点和需要，采用多种形式，逐步建立重要人才国家投保制度。
完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才流动中的社会保险衔接办法。
加快福利制度改革，逐步实现福利货币化，不断改善各类人才的生活待遇。
六、突出重点，切实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13.把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摆上重要位置。
中高级领导干部、优秀企业家和各领域高级专家等高层次人才，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
实施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化要求的培养规划，针对不同特点，实行分
类培养。
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成长的机制和环境。
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培养造就一批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善于治
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
强化理论武装和实践锻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着力解决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政治方向、政治
纪律、宗旨观念等根本问题。
大力提高中高级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
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以提高战略开拓能力和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为核心，加快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优秀企业家。
遵循企业家成长规律，培养企业家职业精神，提高企业家职业化水平。
建立完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调动和保护企业家勇于竞争和持续创业的热情。
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鼓励企业家在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企业家的成长和创业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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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鉴》是由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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