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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六大以来 , 胡锦涛同志集中全党智慧 , 准确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

的基础上 , 先后提出一系列新的人才思想。其中主要有科学人才观 、人才强国战略 、党管人才原则 、人才能力

素质的新标准 、人才体制机制创新等 , 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创新 , 是指导新世纪新阶段我国

人才队伍建设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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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 ress , poo ling the w isdom of the w hole Par ty , Hu Jintao accurately judges the his-

to rical po sitio n o f our Par ty , and succe ssiv ely put fo rwa 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of talents ba sed on the inheritance o f Ma rxist

talents theo ry , which mainly include scientific view of talents , str ategie s of streng thening nations with qualified talents , princi-

ple o f communist par ty g overning talents , the new standa rd o f talents quality , and innova tion of personnel sy stem and mecha-

nism , e tc.These thoughts a re the innovation on the Ma rxist talents theory , which w ill be the thought weapon o f guiding the

const ruc tion of Chine se talents in the new centu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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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新阶段 ,胡锦涛集中全党智慧 ,准确把握

时代脉搏 ,科学判断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在继承马

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基础上 ,提出一系列创新人才思

想 ,这是我国迈进世界人才强国行列的行动指南 ,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人才篇” 。梳理和解读

胡锦涛人才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创新和发

展 ,对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一脉相承的科学体

系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才

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对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

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矛盾和问题 ,实现

科学发展 ,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具有重大的理论

和实践价值 。

一 、提出科学的人才观

人才观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观念 ,不同社会历

史条件 、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人才观 。胡锦涛

根据世界和中国深刻变化的实际以及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迫切需要提出的科学人才观 ,是党和国家对

人才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是对人才资源开发规

律的科学揭示 ,是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在人才领域的

体现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观念创新 ,这是

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 ,应对世界人才激烈

竞争 ,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6



吴长春等: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重点创新

1.人才的定义和标准的新阐释 。科学人才观的

提出 ,是对人才建设史上人才定义的突破 ,也是胡锦

涛人才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胡锦涛在 2003人才

工作会议上指出:“只要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 ,能够

进行创造性劳动 ,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

明 、精神文明建设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中作出积极贡献 ,都是党和国家的人才 。”
[ 1] 4
在人

才的标准上 ,认为应该坚持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 ,

“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把品德 、知识 、能力和业绩

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 ,不唯学历 、不唯职称 、不

唯资历 、不唯身份 ,不拘一格选用人才。”[ 1] 4 。与以

文凭 、职称作为标准来界定人才的传统人才观相比 ,

科学人才观具有人才界定标准的发展性和相对性 、人

才评价机制的全面性等特点 ,体现了胡锦涛对马克思

主义人才理论关于人才本质和特征的准确把握 ,彰显

了他对人才定义和标准深刻的规律性认识 ,为人才的

界定 、选拔 、使用 、管理等打下扎实理论基础 。

2.“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

基于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和

江泽民提出的“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 ,十六大

提出了“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重创造”

的观点 。胡锦涛 2003年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充分发挥人

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 、基础性 、决

定性作用 。”
[ 2] 574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指出:坚持人才优

先发展 ,坚持确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才优先发展

的战略布局 ,做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 、人才结构优先

调整 、人才投资优先保证 、人才制度优先创新 ,这都

凸显了“人”的地位和价值 ,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精

髓 ,这已经把人才问题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兴旺发

达 、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多年来 ,在这一观念指

引下 ,各类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人才政策体系进一步

完善 ,人才效能明显提高 ,等等 ,人才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 。

3.“要牢固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 。马克

思 、恩格斯提出了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充分肯

定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胡锦涛提出

了“要按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 ,大力营造有利

于人才成长的体制 、机制和环境 ,把每一个人的潜能

和价值都充分发挥出来。”他还指出:“要牢固树立人

人都可以成才的观念 ,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 把品

德 、知识 、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

准 。” [ 2] 575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激发各行各业

人们的创造活力。胡锦涛在 2010 年全国人才工作

会议上提出 ,要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支持人人都做贡献 、人

人都能成才的要求 。胡锦涛关于“人人都能成才”的

思想 ,体现并遵循了唯物史观的精神要义 ,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人才理论创新发展的哲学基础 ,也为我国

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动力来源和广泛基础 。

4.“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

自己解放自己 。”[ 3] 充分说明了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

价值取向。胡锦涛提出:“人才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

作 。必须把促进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充分发挥人才的

作用放在首要位置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

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

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强调:“要牢固树

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 、支持

人才干成事 、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境。”
[ 4]
这

就要求人才工作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人才 、理解人

才 、解放人才和发展人才 ,从人才自身的特点 、成长

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开展工作 ,促进人才全面发展 ,

这也说明了人才工作的目的和任务 ,这是以胡锦涛

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

部分 ,是科学人才观的最终落脚点 ,也是我国人才工

作的价值归宿 ,对把握人才队伍建设的正确方向起

到重要作用 。

二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是我国进入新世纪后 ,为适应新

形势的要求而首次明确提出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 ,

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 ,是人才建设的总

纲领 ,它规划和指导着人才工作的具体实践 。胡锦

涛在 2003年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对人才强国战

略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作了明确的阐述 ,在十六

届四中全会 、十七大 、十七届四中全会的讲话和报告

上又有拓展创新 ,这是胡锦涛人才思想在宏观谋划

和实践运行层面的总方略。

1.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内涵 。人才强国战略的

内涵十分丰富 ,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依靠

人才兴国”是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要义 , 《2002-

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有非常明确的

诠释:“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走人才强国之路 ,是增

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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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战略选择” ;“建立现代化强国”是人才强国战

略的目标指向;“建设人才资源强国”是人才强国战

略的工作重心;“服务发展”是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导

方针和根本着眼点;“坚持以人为本”是人才强国战

略的突出特点;“搞好统筹协调”是人才强国战略的

基本要求;“体制机制创新”是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

保障 ,等等 。人才强国战略内涵的渐趋丰富 ,特别是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的颁布 ,明确了人才发展的战略目标 、指导方针 、总

体部署和重大举措等重要内容 ,诸多要素构成胡锦

涛人才思想指导实践的重要支撑框架 ,为我国人才

队伍建设蓬勃发展勾画了壮丽蓝图 。

2.人才强国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一定意义上

说 ,没有目标 ,就没有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的主要目

标代表着一个较长时期内人才资源开发的价值取

向 ,包括方向和水平两个方面 。我国经济规模 、产业

结构和社会发展对人才数量 、结构 、素质方面的要求

是制定人才强国战略目标的现实依据 。《2002 -

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从人才总量 、

人才结构 、整体素质 、人事制度 、管理体制 、市场体系

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对当时的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目

标作了规定。随后几年内的一系列法规 、意见和领

导讲话中 ,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

才工作的决定》 、“十一五”规划 、十七大报告和新《党

章》 、《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

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 ,以

及《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等都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对人才强国战略作

了有力拓展和补充 ,体现了胡锦涛人才思想的创新

性 、整体性 、阶段性的基本特征 ,为科学谋划我国人

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和舞台 。

3.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意义。人才强国战略是

胡锦涛人才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才

理论继承和创新发展的“骨架”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是将巨大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的必然

选择 。我国资源储量绝对数量大相对数量少 ,人均

储量较低而失衡 ,资源浪费大 ,能耗高 ,利用率低 ,环

境污染大 ,更需要摆正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

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趋

势的需要 。胡锦涛多次强调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建

设要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 ,努力建

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必须依靠广大人

才来实现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 、推行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所在。《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

了 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 ,必须努力建立一

支具有创新精神 、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 ,才能让我国

发展具有更强的内生动力。人才强国战略在理论上

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精髓 ,在实践中为马克

思主义人才理论中国化成果的运用提供了现实

依据。

三 、对人才素质内涵的新概括

素质是衡量人才的内在依据 ,具有整体性 、层次

性 、历史性等多种特征 ,人才开发的实质是发掘人的

潜能 ,提升人的素质 ,这是人才选用的遵循和前提。

鉴于素质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几

代领导人都有关于人才素质的论述。胡锦涛在此基

础上 ,在多种场合对人才的素质作了新的阐释。他

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 、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思想道理建设 ,发展教育科学

文化 ,培育`四有' 社会主义公民 。” [ 5]

胡锦涛不仅从一般意义上对人才素质作了理论

阐释 ,而且对多类人才的素质作了科学概括。2006

年 6月 ,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

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 ,对创新型科技人才的素

质要求作了阐述:一是具有高尚的人才理想;二是具

有追求真理的志向和勇气;三是具有严谨的科学思

维能力等六点概括 ,这对我们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2007 年 8月 ,他在全国优

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讲话中 ,对教师应该具备的主

要素质作了概括:一是爱岗敬业 、关爱学生;二是刻

苦钻研 、严谨笃学;三是勇于创新 、奋发进取;四是淡

泊名利 、志存高远 ,这为我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指明了方向。

2008年 5月 ,胡锦涛在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

会上指出 ,希望同学们在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上狠下工夫 ,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

观 、价值观 ,牢牢把握人生的正确航向。2009年 5

月 ,他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 ,对座谈代

表和广大青年提出 ,希望同学们把爱国主义作为始

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希望同学们把勤奋学习作为人

生进步的重要阶梯 。他科学地概括了广大青年学生

的素质标准和要求 。2010年 5 月 ,他在人才工作会

议上指出 ,要教育和引导青年人才要牢固树立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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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为人民 、为民族真诚奉献的人生理想 ,在投身党

和人民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

十六大以来 ,胡锦涛同志在多种场合强调人才

的素质标准问题 ,中央的意见 、讲话 、法规等文献中

也多次提出人才的素质要求。比如 ,《关于进一步加

强青年人才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

业人才工作的意见》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十七届四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献中都从不同

侧面对人才素质有了新概括新阐述 。特别是《国家

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对目

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急需的创新型科技人

才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 、其他

各类人才素质提出明确而具体的素质标准要求 ,是

今后一段时期培育各类人才的基本指向 ,成为我国

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目标 。

胡锦涛关于人才素质的重要论述 ,拓展了人才

素质标准的视野 ,丰富了人才素质的基本内涵 ,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人才素质的基本理论 ,对新世纪新阶

段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指导 ,为提高我国人才队伍

建设质量提供了方向指南 ,强化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

四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在 2002年底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中央

提出党管人才的要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 ,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党的十六大 、十七大 、

十七届四中全会都对这一原则有强调和重申 ,这一

原则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不断巩固执政基础 、提高

执政能力的着力点 ,成为人才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

进的根本遵循 ,也是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

创新的重点。

1.党管人才原则的内涵。所谓党管人才 ,就是

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与以往人才管理方式

有较大区别 ,具有如下特点:第一 ,管理对象的广泛

性。党管人才中的“人才”涵盖较广 ,包括各级各类

党政人才 ,还包括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等 ,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对人才类别又有新概括 ,使管理的对象更加广泛 。

第二 ,管理内容的丰富性 。党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观 、

管政策 、管协调 、管服务 ,具体说来 ,就是抓战略思想

的研究 、抓总体规划的制定 、抓重要政策的统筹 、抓

创新工程的策划 、抓重点人才的培养 、抓典型案例的

宣传 ,通过政策支持 、精神奖励 、物质鼓励和环境保

障等 ,改善人才的工作和学习条件 ,为人才敬业创业

免除后顾之忧。第三 ,管理方式的科学性 。党管人

才要求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 ,坚持直接

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 ,行政命令与提供服务相结

合 ,政策引导与法规约束相结合 ,整合力量与营造环

境相结合等 。

2.党管人才原则的基本要求。中央的多个意见

和文件中对党管人才原则的基本要求有多次强调 ,主

要体现为如下几点:一是处理好党管人才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系。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

源 ,党管人才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 ,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是处理好党管人才和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的关系 ,要

求在把握人才成长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管

理;三是处理好党管人才和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关

系 ,党管人才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 ,不是统包

统揽 ,要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遵循市场经济

的规律 ,遵循人才供求关系的规律;四是处理好党管

人才和依法管理人才的关系 ,发挥法律法规在人才工

作的导向和规范作用 ,推进人才工作法制化进程。胡

锦涛在统筹兼顾中强调党管人才的基本要求 ,体现了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方法论指导工作实践的具体体现 ,也是创新发展马

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生动实践 。

3.党管人才原则的重要意义。党管人才是胡锦

涛人才思想的重要内容 ,突出强调了党与人才工作的

内在关系。一是有利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提供人才支持。实现十七大确定的奋斗

目标 ,面临人才的巨大挑战。从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任务和世界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人才的竞

争的实际看 ,必须加强对人才工作的领导 ,大力提升

人才工作的战略地位。二是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

执政基础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目前私营 、外资 、合资

企业等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 ,吸引了大批各类人才 ,

我国加入WTO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如果不坚持党

管人才的原则 ,就会逐渐削弱党的影响力 ,从而影响

到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三是有利于加强人才

队伍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人才工作水平 。从新形势新

任务的要求看 ,我国人才工作还存在诸多不相适应之

处 ,要根除这些问题 ,必须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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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坚持人才工作统筹规划 ,形成人才工作的合力。

深入把握党管人才原则的意义 ,对理解胡锦涛人才思

想的内在逻辑和思想体系 ,解读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

人才理论的创新重点具有特殊意义 ,这也为在人才建

设实践中更好贯彻党管人才原则提供理论依据。

五 、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人才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各项工作千

头万绪 ,体制机制是整个结构体系良性运转的支撑

和框架。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 、

全局性和长期性 ,这也是人才工作健康持续发展的

根本遵循 。

1.明确体制机制创新的意义 。胡锦涛在 2003

年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才工作的活力取决于体

制和机制 。完善人才工作的体制和机制 ,对实施人

才强国战略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

性。”在随后的几年中 ,他多次在关于人才的讲话中

提到这一关键问题。2007年 ,他在庆祝我国首次月

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大会上指出 ,要用机制激励人

才 、用法制保障人才 ,优化人才结构 ,促进人才成长 。

2010年 ,他在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科学培养人才 ,

广泛聚集人才 ,用好用活人才 ,都需要体制机制作保

障 ,要根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要求 ,完善

人才工作管理体制 ,健全人才工作机制。这些闪光

思想 ,深刻揭示了人才工作的客观规律 ,阐述了人才

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重大价值 ,指明了提升人才工

作质量水平的努力方向。

2.建立健全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中央多次在

关于人才工作的会议中强调 ,要在人才工作体制机

制的创新上多下工夫 ,在建法制 、立规矩 、强监督上

求突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提出 ,要完善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 ,改进

人才管理方式 ,加强人才工作法制建设 ,还要健全人

才培养开发机制 、评价发现机制 、选拔任用机制 、流

动配置机制 、激励保障机制等 。邓小平说过 ,关键是

要健全干部的选举 、招考 、任免 、考核 、弹劾 、轮换制

度。胡锦涛多次指出 ,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 ,各

国在建好人才环境的同时 ,普遍重视人才制度机制

建设 ,我们也要抓住机遇 ,迎难而上 ,坚持在环境建

设与机制健全的良性互动中谋求人才工作效益最大

化。这表明 ,胡锦涛人才思想已经形成严谨的逻辑

体系 ,特别是在法制化进程上趋向成熟 ,在马克思主

义人才理论的创新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

3.把握体制机制创新的着力点 。胡锦涛在

2010年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

制 ,要重点围绕用好用活人才 、提高人才效能来进

行 。要注意从人才培养开发 、评价发现 、选拔任用 、

流动配置 、激励保障等方面形成更加科学 、更具活力

的一整套机制。要把以人为本的观念贯穿人才工作

全部实践 ,体现实践出真知 、实践出人才 ,形成注重

品行 、科学发展 、崇尚实干 、重视基层 、鼓励创新 、群

众公认的正确导向 。特别是要突出以用为本这一思

想 ,充分体现了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 ,这也是胡锦涛

人才思想的一个重大创新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才

理论 ,这正是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效益内容 ,这不仅

是一场观念革新 ,更重要的是政策和制度的创新 ,成

为当前我国人才工作的价值指向 ,在提升人才数量

质量建设方面指导意义重大 ,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强化人才支撑起到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 ,胡锦涛同志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的核心 ,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

大进程中 ,能够站在新的起点上 ,高屋建瓴 ,审时度

势 ,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 ,始终突出人才工作这个

根本 ,不断创新人才理论 ,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人才

思想。本文阐述的是其中的几个重点创新内容 。我

们要对胡锦涛的人才思想进行深入 、全面 、系统的研

究 ,用以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

导我国人才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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