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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性的人才争夺战　　20世纪是一个战争频发的世纪。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11月结束。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直到1945年9月才结束。
此后，虽然硝烟弥漫的战火只在局部地区燃烧，但是全球性的“冷战”延续了将近40年。
21世纪之初，正当人们还在为和平而祈祷时，梦想就被中东地区巨大的炮弹爆炸声震得粉碎。
　　与此同时，一种隐性的战争正在全球蔓延，那就是人才争夺战。
　　人才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美国人最先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导演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争夺人才的故事。
钱学森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火箭专家，当年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教授，曾经直接参与研制了美国的
第一枚导弹，并获得美国陆军上校军衔。
1950年钱学森向美国政府提出回到中国的申请，遭到强行阻拦，美国海军次长丹·金波尔曾经这样说
：“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钱学森被软禁起来，直到1955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营救才回到祖国。
这样的故事何止一例！
二战结束时，战胜国开往德国，英国抢图纸，苏联抢机器、设备和仪器，而美国则派飞机接走了大批
专家。
这些专家中包括曾在纳粹德国陆军试验站负责研制V-2火箭的专家冯·布劳恩，1969年，在冯·布劳恩
的领导下，美国用“土星V型”火箭实现了阿波罗登月计划。
美国生产第一颗原子弹的负责人格罗夫将军，也是搜捕德国科学家海森堡的负责人，他说：“得到海
森堡，比俘获十个师的德国军队要有价值得多。
”　　20世纪30-40年代，包括“相对论之父”爱因斯坦、“氢弹之父”费米在内的欧洲2000多位著名
科学家背井离乡，逃避纳粹分子的迫害，美国就给他们提供避难，吸引他们移居美国。
1949年-1973年，美国共吸收了22万名外国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相当于别的国家花了200多亿美元为美
国培养了这些人才。
冷战结束后，美国从前苏联获取了3万名科学家。
美国在原子能、航天、电子计算机、新材料、生物、海洋工程等前沿科学和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外籍专家起到了重大甚至决定性作用。
　　美国总是通过长计划、短安排争夺人才。
大多数人都会感受到要获得美国的签证是多么困难，但是美国对各行各业中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总是敞
开大门。
美国的移民法鼓励技术移民，只要是专业“精英”，不管其国籍、资历和年龄，都可以优先进人美国
。
曾经有一个来自中国农村的中年妇女，面对操英语的美国移民局官员，语言上无以应对，但是她掏出
随身带着的纸和剪刀，变魔术般很快剪出了中国民间常见的剪纸，当即通过了以严格著称的美国移民
局官员的审查。
对民间剪纸艺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高科技领域的人才！
对于真正的人才，美国人挥舞着高薪、股票，用优越的生活和研究条件等来吸引他们。
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美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字显示，1995年该国科学和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达1200万，其中72％的人员
出生在发展中国家。
23％拥有博士文凭的人出生地不是美国，在计算机行业，这个比例是40％。
法国的报界指出，全世界科技移民总人数的40％被吸引到美国。
欧洲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位的欧洲人中，有50％在美国居住很长时间，很多人留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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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在日本，除了大量培养国内人才以外，还注重吸引国外优秀人才。
虽然日本失业率最高达6％左右，大学毕业生有20％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吸引国外优秀
人才，采取措施促进外国人才在日本就业。
日本还通过收购外国公司、高薪聘用等形式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德国政府和经济界人士认为，高素质人才是保持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头的最根本动力。
德国也有人才流失，所以他们采取措施留住本土人才。
德国对外国人移民德国控制得相当严格，但是对高素质移民德国还是相当欢迎的。
　　随着农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三次经济浪潮的过去和以信息业为特征的第四次经济浪潮的到来
，人才战略成为了科技战略、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制高点。
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还可能进入以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新原子能科学、海洋科学和空间科学为推
动力的若干次经济浪潮。
未来世界可能会没有流血战争，但是绝不会没有竞争。
未来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竞争的基础是经济实力竞争，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
从古至今，引领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潮流的优秀人才从来都是稀缺资源。
所以，除了培养和用好本土人才以外，有实力的各国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优秀人才。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当成熟，他们拥有一大批职业经理人才，他们有成功完备的经验，能够将
一个好的创意很快转化为战略步骤加以实施，相对而言缺乏具有创意的技术人才。
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技术人才相对较多，很多创意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或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无
法将它变为一种行动，造成大量人力资源和技术浪费；加上发达国家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对技术
人员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造成在世界范围，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朝发达国家单向流动。
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和信息技术人员是身价最高的人才。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边界永远对他们开放。
　　200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惊呼：中国处在人才争夺中心部位！
中国科技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四分之一的人就已经办好了出国手续，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
京大学理工类毕业生的一半或早或晚都出国去了。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人才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1978年以来，我国年均出国留学2万人，迄今累计达40多万人，学成回国者10万，在校学习者10万，回
归率仅为33％。
美国二战后的20年内，引进高科技人才达40多万，其中华裔人才占1/3。
有资料显示（张德信等，2003），在美国第一流科学家、工程师中，美籍华人就有3万多人，约占美国
这类人才总数的1/4。
美国著名大学系主任的1/3，机械工程学会分会主席的1/2，阿波罗登月工程高级工程师的1/3，IBM计
算机王国800名高级工程师的55％，电脑研究中心19个部的12个部门主任，硅谷主要技术力量的1/4
～1/3，都是中国流向美国的精尖人才。
　　是人重要还是房地产重要　　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借日元升值的机遇向海外扩张，主要手段
是购买其他国家的资产，尤其是美国的动产和不动产，土地、房产和股票是其主要目标，最疯狂之时
，日本购买了美国夏威夷群岛上的豪华旅馆的三分之二。
可是这些巨额资产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带来多大的增长动力，购买高峰期刚过，1991年，日本的经济
泡沫就破灭了，随后就陷入长达十年的寒冬。
当年在国外购买的资产贬值惊人，只及购买时的四分之一。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在这十年里蒸蒸日上。
美国抓住了知识经济的浪潮，而日本却与之擦肩而过：美国在信息产业的领导下高速增长，而日本只
不过在其中充当了一个配角。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依然延续着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土地和房产是
硬通货，摩天大楼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标志，只要拥有土地和房产就拥有源源不断从银行融资的便利，
就有可能不断扩大企业规模，获取更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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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思路下，日本企业界将巨额资本投入到了这一市场，但是令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知识经济时
代的竞争核心力已由土地、房地产转向人的杰出创造力；在日本人频频向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进攻时，
美国却在加紧从世界各地收罗人才，并努力探索为人的创造力充分发挥构建适宜的环境，其风险投资
的兴盛与纳斯达克市场的创立有效地解决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题；结果是美国牢牢地抓住了知识经
济时代的脉搏，因此而重温了其超级大国的美梦，相反日本却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中苦苦挣扎，至今
仍看不到复苏的迹象。
日本与美国在20世纪末的10年不同的发展状况实在发人深思。
（摘自李强等主编《管理心理学》，2002）　　激烈的竞争呼唤人才　　人才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
兴衰，也关系到企业的存亡。
随着全球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无数的事例说明，“人才”是关系企业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
美国的克莱施勒汽车公司曾一度是年亏损数亿美元，数万名工人被解雇的困难企业，李·艾柯卡上任
总裁后，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挽救了这家公司，使其股票上涨了10倍，提前7年还清了政府12亿美元
的贷款，而同期其他汽车公司的赢利都在下降。
杰克·韦尔奇传奇式地领导通用电气公司，比尔·盖茨缔造了微软帝国，松下幸之助缔造了松下帝国
，王选缔造了方正集团⋯⋯1943年松下幸之助在工会杂志《号一会志》上写道：“拥有优秀的人才，
事业就会繁荣，反之就会衰微。
各行各业的兴衰就是最好的例证。
松下电气公司能有今天的发展，就是因为比别人稍懂得用人的缘故。
”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20年前还是我们中国人避免涉及的问题，但是在今天它已是深人人心。
人与人之间竞争的结果，无非是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地位等方面。
2000年，何清涟在一篇文章中写到，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
金字塔的顶端是社会的精英层，由三类精英组成，一是政治精英，二是经济精英，三是知识精英。
前两类精英共有700万人左右，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
中间阶层分两个阶梯，处于上层阶梯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
型私有企业主、外企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共2930万人左右，占从业人口的4％左右；处
于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
新闻从业人员、一般机关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这些人共约8200万人
，占从业人员的11.8％。
而位于下层的工人、城乡两栖者、农民共有4.8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69％左右。
处于社会边缘的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1亿人左右，约占总从业人数的14％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83％的人口处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一个人要想跻身于中层，已经要经过艰苦奋斗，
更不用说要挤入社会的上层了。
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很不理想，比较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社会
的中间阶层占总人口的大部分，而上层和下层阶层只占小部分。
在我国，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人数仅占约16％，而在发达国家这层人占到40％～50％。
所以，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中间阶层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处于下层社会的人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努
力工作就能上升到中间阶层。
这就是说，将来一个人要达到上层社会还是很难的，但是要达到中层社会就容易多了。
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社会的人们，使自己或者子女成才才是改善自己处境的最好方式。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以陆学艺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公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指出
：“未来8～10年，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提高，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扩大，
农业劳动者将进一步大幅减少。
”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后致型规则（即基于个人后天努力和成就等因素而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规则）
主导着当今的社会阶层流动。
而先赋型规则（即凭借个人先天具有的如性别、年龄、出身血统等因素决定社会地位的规则）已经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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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有远大理想的人们来说，生存还不是全部，获得成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是值得追求的
目标。
但是，这还得看他是不是真正的人才，否则，就是志大才疏，空想而已。
　　令人困惑的现实　　谁才是真正的人才呢？
判别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人才需要具备些什么素质？
21世纪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一个人应当在哪些方面努力才能成为人才？
许多人都不能清晰地回答这些问题。
　　许多家长望子成龙，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子女培养成才，他们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却不知道究
竟应该教他们学些什么。
人们对人才的含义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甚至在各种说法下无所适从。
许多家长督促孩子练习钢琴、熟读诗书，帮助孩子填写高考志愿、确定人生目标，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
　　许多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十分困惑，他们盲目地学习，盲目地悲观和乐观。
他们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因此只好跟着学校和老师被动地学习。
他们不知道学的知识在将来有没有用，会不会过时。
甚至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知识，要么把拿到证书、获得文凭当作成就来追求，要么漫无目标，心中凭
空滋生了许多烦躁不安、迷惘和厌学情绪。
幸好他们还意识到自己是大学生，至少目前还是经过激烈竞争过后从同龄人中选拔出来的优胜者，因
此，尽管现今的大学教育正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大学生们的脸上还是写着一丝胜利者的自豪
感。
　　许多人雄心勃勃，他们不断地模仿、学习和内省，期望借此提高自己，却进步缓慢，收效甚微。
更有甚者，不能辨别是非，该学的也学，不该学的也学，结果误人歧途。
　　许多人谈起人才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心目中的人才要么是那样抽象，不可培养；要
么是那样具体，不具有普遍意义。
　　每年从大学毕业的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数以百万计，许多企业却抱怨它们招
不到自己想要的人才；许多领导感叹人才难得，却不明了谁才是真正的人才；许多下属都认为自己是
人才，渴望得到提拔和重用，却不知道如何去展现自己的才能。
　　我国的人才研究　　我国的人才研究是1979年提上日程的。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通讯总结认为，我国人才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1979年到1985年，属于人才学研究的理论初创时期。
这期间有大量人才学论文发表，人才学教材登上大学讲坛，基本形成人才学学科的框架体系。
第二阶段，从1986年到1994年，人才学研究开始与组织人事工作相结合，人才测评、人才考核、职称
改革、人才选拔制度改革、知识分子工作等都成为人才研究的热点。
第三阶段，从1995年开始，人才研究开始与国际上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理论相融合，人才开发成为
耀眼的亮点。
特别是1995年国家人事部提出“两个调整”（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市场经济
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将传统的人事管理调整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以来，人才研究更
是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态势。
从1998年开始，人才研究又焕发出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的活力。
国内一些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的人事人才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开始以他们的学识，为众多企业建立
现代人事管理新制度、新体制、新机制出谋划策。
　　本书谈了些什么　　人才研究是一个相当深奥和复杂的大课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
的见解。
在我国提倡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之下，本书也从素质教育角度出发，探索人才素质及其培养问题。
全书分为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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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着重探讨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人才。
第2章从身体素质方面来谈人才。
从理论上讲，人人都明白身体素质是第一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实际行动却把智慧看得更加重要，这是
一个误区。
第3章从心理素质方面来谈人才。
心理素质也是长期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但是性格和能力是决定人生成败的两大因素，而性格因素更
加重要。
第4章、第5章先后从领导管理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来谈人才。
当今社会，人人都回避不了管理和被管理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想去领导和管理别人，起码也要理解别人对我们的领导和管理，领导和管理好我们
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亲戚朋友。
人际关系对我们生活上的幸福感和工作上成功影响甚大。
在我们周围，那些最幸福的人和最成功的人并不一定是那些最聪明、技术最高的人，而大多是那些“
有办法”与别人相处的人。
第6章、第7章分别从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方面来谈人才。
因为只有终生学习，我们才能跟上21世纪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学习的最好效果是我们的创造能力得到
提高。
第8章探讨的是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的关键不是用更多的时间来做事，而是提高单位时间里工作的效率。
第9章从职业生涯管理能力方面来谈人才。
因为职业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承担社会角色，用自己的才智服务于社会，并从社会获得经
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报偿的最重要的方式。
第10章是一些学者对成功者调查研究的总结，是一些经验性的、理性的总结，有别于人们津津乐道的
关于成功的技巧和传奇故事。
最后特别要提醒那些雄心勃勃的人们，成才和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我们奋斗的目标、行事
的方式、取得的成果，还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才行，本书的最后一章，第11章就探讨21世纪中
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本书的编著和出版，得到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支持，雷少波和唐启秀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书中引用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成果。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编著者愿与读者共同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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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自身素质如何使人成才、成功，讲述一个人成才、成功的内在因素，是一些理性的、经验性
的总结。
最后还特别告诉那些雄心勃勃的人们，21世纪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因为人们的自身素质和追求，
只有符合国家、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才能最终成才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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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谁才是真正的人才　　人才观念的变迁　　我国古代人才思想在夏商时代就已经开始萌芽
，春秋时期得到较大发展，战国时期奠定了封建时期人才学说的基础（程有为，1996）。
后世又有新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开始用德行、才能和学问来衡量和考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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