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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在寻上催黔主久洲片奕吞岌全济体制门广

          人才洲片类吞的建佗交

    吴志岭

（河北地院科研处）

王  策 胡爱荣

（河北地院水工系）  （河北地院成教学院）

摘要人才作为一种科技资源要适应市场经流的发展，就必然要走向市场。人才
市场的出现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本文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
才市场的建设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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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确把握人才市场的性质与特点

    从概念上讲，人才市场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人才资源运用市场规律进行配置和调
节的场所。从人才市场作用的实质来看，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人才培养、
政府人事管理的新机制的特点。它从形式上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人才培养和人事管理上
的种种弊端，使人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及时调整和不断开发。从而真正创造一个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人才脱颖而出的宽松的社会环境。
   1．准确预测人才市场的需求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
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仅是多层次的，而且也
是多规格的。
    ①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伴随着世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国家、集体、个人三资
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并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市
场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对人才需求规格的多样化。如
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不拘一格，理、工、农、医、文、法等各种专业。
    ②市场经济对人才需求的综合化。市场瞬息万变，但作为竞争却公平可敬，市场只遵循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其结果必然导致竞争更为激烈。使经营者不断地调整、经营方向
和规模，从而提高质量和效益。这种调整又导致了人们职业变动的频繁化。这就要求人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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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从而使人才的要求呈现综合化的特点。要求人才具有更加宽厚的基础理
论知识和多种才能，如人才具有现代化意识、国际意识、法律意识、经济意识、人文意识和社
会意识等，从而来适应燕种人才需的多样化和人才综合化的特点，要录高等教育要建立并完
善适合国情，学校面向社会，社会广泛参与人才培养机制。
   2。有效发挥人才市场与相关行业市场的联合作用
    ①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缺口。’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最重要的生产
要素市场。人才市场是专业人才流动的场所，在建立生产资料市场的同时，只有相应地建立
促进从才和劳动力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结合。
    ②充分利用高校教育集团的协作优势。经济发展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优化靠
教育。人才是劳动力中的优者，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通过市场来流动，其目的就是为
了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如何以市场机制来优化配置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
学校知识密集和人才集中的优势。更好地促进人才市场的发育，解决人才短缺与劳动者整体
素质不高的现实问题。在此人才市场必须与教育集团挂钩，发挥教育先行的作用。利用教育
的优势，来优化人才结构。
    ③有效发挥其它相关市场的作用。人才市场同行业培训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结合起来，对
各类就业人员和岗位流动人员进行专业培划！！、资格培训。组织跨省、市、地区，跨行业，跨国际
技术培创1｝等。如人才市场同专利市场、技术市场紧密结合，在人才交流的同时开展专利拍卖，
技术转让、项目招标等活动。这种结合会使人才市场更有效地直接为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服
务。‘

二、要尽快建立人才市场的运行机制

   1．改革现行的人窜管理制度，建立双向选择的配置机制
    改革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加快培育人才市场的主体，其根本途经是从企业到社会，同步
改革牵制人才流动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彻底废除“统分统调”、“内部招工，子女顶替”制度，
实行用人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招工方式。取消固定工，合同工，临
时工等不同用工形式的界限，改国有企业用工的“双轨制”为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业包括领
导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内的全体职工一律签定双向选择合同，对他们实现责
权利相统一的合同化管理。取消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职工的身份界限，改全民职工、集体职
工、私有企业雇工统为企业员工。促进人才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合理流动。打破干部工人
界限，实行和完善经理聘任制，建立经营者人才市场。改革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实行面向
市场，自主择业，国家不包，双向选择的原则。这是国家人力资源配置模式的一个带根本性的
转变，是统包统配的人才资源模式向在国家宏观管理下发挥人才市场对人才资源配置起基
础性作用的模式转变。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劳动力资源，都应逐步纳入市场配置
的轨道上来。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削减人事部门对人员去留的控制权，做到档案随人走，实行
专业人才社会共有、社会共管、社会共用的人事制度。
    2．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宽松协调的流动机制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宽松协调的流动机制。这是解决计划管理形成的人才闲置与人
才奇缺的矛值，也是改变人才单位所有，部门所有，地方所有僵化状态的根本途径。对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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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高科技研究人员允许其持身份证经有关部门批准签字后，在工作单位所在地申报
临时户口，允许其人事档案保管与人才使用单位分离，通过这种不迁户口，不转人事档案的
合理流动，为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对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要从任命
制转为聘任制，并运用公开竞聘，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行流动机制，人才的就业，辞职和单
一位的录用和辞退以及双方签约‘解约都通过人才市场的调节。这样使人才市场起到人才的调
整交流、调剂余缺、合理配置的作用。
   3．加快工资制度的改革，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
    改革传统的各行各业各类工作人员向国家行政人员看齐的“官本位”、工资制，实行各企
事业单位根据经济效益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自行确定工资的“自由工资制”，工资机制在市
场配置和调节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必将加速企业走向市场和运用工资机制改革内部分
配制度的步伐。只有大多数企事业单位都运用市场工资机制调整内部分配关系，真正做到按
劳取酬，多劳多得，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所有人员的积极性。

三、建立和完善人才社会化管理的服务体系

   1．加强人才市场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的自身建设
    人才交流服务机构集行政、法律、服务三种职能和手段为一体。负责为用人单位办理招
聘、录用手续，向求职者进行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合同签证、争仪仲裁等一条龙服务。所以在
加强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机构建设的同时，鼓励和引导部门、行业、单位、民办人才交
流机构的大力发展。切实解决人才市场所必须的场地、设备、机构、人员等问题提供最优化的
人才交流场所，提高人才市场的整体服务动能。                  ’

   .2..建立和完善社会化人才网络体系
    建立人才网络体系不仅可以沟通供求，而且能够打破地域界限，行业封锁，单位垄断的
戒律，实现信息共享，人才社会共有的机制，是市场的支柱，市场掌握了大量的多层次的、准
确及时的人才资源信息和人才需求信息，就从根本上具备了对人才和用人单位的吸引力。作
为人才市场，既要掌握每年全国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信息，又要掌握全国重点工程项目及国有
大中型企业相各类企事业单位对人才需求的趋势与数量，逐步实现全国各省市地区人才市
场的联网。

    3．建立健全人才开发的培ijil体系
    人才开发的培习！I工作，要以全面提高各类人员的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为目标。要与职业
资格认定相结合。通过国家制定标准，政府规划指导，社会自主办学，市场调节培习！呐容，社
会定职定资格。建立人才持证进入人才市场的运行机制，逐步建立完善人才开发培Vil体系。
进一步发展职业技能提高培AAq，岗位就岗合格培训，人才转业就岗培训，重要提高各类人才
适应新环境、新工作的能力，逐步形成多方办公学、多层次、多形式、覆盖全社会的职业技能
培习！！网络。

   4．加强人才市场的法规建设
    尽快建立健全人才市场的运行法规，使人才市场的活动在法律规范内有序地进行。其
中，一是要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法规；二是要建立人才市场的（下转第23页）



（上接第18页）运行法规；三是建立健全市场的争仪仲裁法规。加强人才市场的立法工作是
发展人才市场、推动全国人才流动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保证市场正常秩序，防止人才的非
正常流动和市场的不平等竞争的要求。
    石．加快社会保障胡制的建设
    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逐步改革了“企业自保”为社会化保障。使企业的负担通过工资制
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改善加以消除。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失业待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因
公伤残保险等制度，即是市场机制的重要级成部分，又是建立人才市场必备的社会条件。办
公有建立社会化的保险制度，才能解除流动人员的后顾之忧，众而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要求加快人才市场的建设，人才市场的建设也必然推动市
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把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纳入市场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以保证人才市
场与其它安排市场的协调发展，使人才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