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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鉴》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最权威的大型工具书。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鉴（2007）》，在该书第七编“人力资源专
家简介”中介绍了48位人力资源专家，包括11位人才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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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人才的产业性结构不合理。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着战略性调整，国家将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而在这一过程中，人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制约我国迈向国际化的“瓶颈”。
（4）人才的职业性结构不合理。
我国传统产业的人才有优势，但缺少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层次人才。
因此，必须加快人才资源的国际化开发，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考虑，当前急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
我国人才资源的国际化程度。
第一，重点培养党政领导人才，这是推进我国人才国际化的一个战略重点。
要针对执政者经济、社会、法律等知识的欠缺和参与世界事务、国际竞争能力的不足，积极联系国内
外知名学府和专业机构，选送各级领导干部到国际舞台接受锻炼，推选各级干部到国外知名公司、管
理机构实习培训。
通过一系列高水平、针对性强的国际化培训，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实的党政人才保证。
第二，借助世界智慧为我国发展积聚力量，这是推进我国人才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要引进国际化人才参与政府决策咨询和管理。
加强公务员国际培训和实习，全面提高各级政府管理人员的素质。
吸引国际高级管理人才参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通过国际经理人才市场招
聘高层管理人员。
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聘请外籍专家担任高层管理人员的试点。
第三，赴海外招聘人才，这是推进我国人才国际化、提高国际化人才构成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有70多万人才出国留学，但其中回国的仅占1／5左右。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在国际上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应加大引进海外人才的力度，探索让海外人
才到中国来工作可保留“双重国籍”，探索设立专门为海（境）外人才移居中国提供服务的移民局，
等等。
真正做到，“天下人才天下用，天下人才为我用”。
第四，加快“本土人才国际化”，这是推进我国人才国际化的重要方面。
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应该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努力：一要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加快人才国际的进程，
二要真正构筑“本土人才国际化”高地。
2.建立市场化的人才资源配置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建立市场化的人才资源
配置体系。
市场化是市场机制从发育、发展到成熟的演进过程；是市场机制对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领
域逐渐拓展的过程和状态。
人才市场化就是人才配置模式和机制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和状态。
建立市场化的人才配置体系，应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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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年鉴》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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