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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必须依靠人力资源开发。
《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是我国第一部从整体上，以最新视角反映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状况的蓝皮书。
《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2012版）》是在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
状况》（白皮书）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取得的重大成就
和政策研究成果。
《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1～2012）》通过大量数据和事实，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进展状况进
行回顾和总结；围绕中国人口与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农民工就业以及回国留学人员创业等问题开
展专题研究；对我国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高技能人才队伍和毕业博士队伍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评
估；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和实施的状况开展研究，并
提出了有关改革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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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现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
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行政科学学会副主席、亚洲公共行政学会主席、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等。
多年来，主持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软科学基金、世界银行以及中外合作项目等
重大课题。
主要研究领域有：领导科学、公共危机管理、公务员制度、人才战略和电子政务等，主持编写了《中
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出版有关学术著作20多部。
　　田小宝，现任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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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
近年来主持了多个重点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有：就业政策、城镇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统筹
城乡劳动保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政策仿真系统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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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机制不够健全。
工资、福利、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不够完善。
2010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
。
但在通货膨胀的情形下，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因而劳动者的生活质量、生活
水平就会相对下降，而这会影响到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体力和智力）的维持和发展，不利于人力资源
向人力资本转化。
另外，人力资源培训机制、人力资源市场配置机制等都会影响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效率。
　　三是，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匮乏，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缺乏；大学毕业生人数过剩，但很多行业
却出现人员紧缺的现象；劳动者的知识构成、能力水平、专业素养等与市场所需人才的要求不一致，
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用了国家的教育资源，但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用。
同时，高校的培养模式的创新以及职业培训的力度也未能有效地跟上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结构性失
业问题仍然很突出。
人力资源的供给结构主要由人力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
而影响人力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教育。
目前，国家已经开始注意优化教育结构，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型人才，在高
等教育学校鼓励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等，通过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等方式来增加人力资源的积累，但是
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类学校面临资金短缺、师资匮乏、学生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高等教育学校也面
临学生就业困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优化我国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三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对策建议　　1.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
　　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是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促进我国人力资源发展，改变人力资
源供给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
学率要达到90%，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要达到40%，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要达到1.95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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