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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的深入探讨 

马千越 
（泰国格乐大学） 

 

人力资源是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活力和关键性的要素

资源。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只有通过优质、高效、规范的人

力资源服务，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2021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强调标准是经济活

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基础性

和引领性作用。 

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业而言，标准和标准化工作是提升服务

能力、提高服务质量、规范市场秩序、增强行业竞争力的重要

手段。我国在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方面取得了大量成就，包括

标准体系研究、标准制定、标准化工作运行机制建设、标准化

技术组织健全以及标准化理论研究与地方实践等方面。然而，

面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三新要求，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亟待进一步健全完善。 

一、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所面临的局势 

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自我国第一家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于 1983 年成立至今，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

我国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已达到 4.58 万家，人力资源服务

业从业人员达到了 84.33 万人。同时，这个行业还在不断壮大，

为 4983 万家次的用人单位提供了广泛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了

2.9 亿劳动者实现了就业、择业和流动。在全国范围内，已建立

了超过 4.2 万个固定招聘场所，人力资源市场网站也达到了 1.8

万个。此外，在过去的 2020 年，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已

经达到了 5833 亿元。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才资源服务业已经成为了生产

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具有代表性的

行业之一。人力资源服务市场的日益壮大和发展趋势表明了其

巨大的潜力和重要性。同时，它也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支持和推动力。因此，我们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和

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力资源服务业正在日益细分化。在 2014 年，六部委联合

发布了一份文件，明确指出人力资源服务业是为劳动者就业和

职业发展，为用人单位管理和开发人力资源提供相关服务的专

业领域。这个行业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招聘、职业指导、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人力资源培训、人才测评等多种业务

形态，这反映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基本业态有 10 个。这种业态

细分对服务质量与效率的要求更加详尽，同时也对行业标准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行业的不断发展，意味着服务的质量和

效率要求在不断增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行业规范的要

求也在提高。这无疑为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

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人才资源服务的创新和优化，从而更好

地满足社会的需求。 

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的标准化要求正在逐渐增强。《十四

五》就业促进规划指出，需要建设高标准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以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并引导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提供精准专业服

务。此外，也需要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管理信息化、人力资源服

务标准化和人力资源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并完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的信用评价标准和制度。这些都对“十四五”时期的人力

资源服务标准化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 

标准化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标准是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抓手。首先，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需要强化标准支撑。科学有效的系统协调标准体系有助于扩大

有效和高端供给，改善流通效率，并打通循环的堵点和断点。

其次，全面促进消费需要夯实标准基础。标准是保障消费质量、

促进消费升级的关键要素。最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加

强标准联通。标准是国际通用语言，是进行对外贸易和产业合

作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和市场规则。因此，新发展格局下的人力

资源服务业需要以标准为先导，以此推动其发展。 

二、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的当前发展状况 

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无到有，

从局部到整体，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性变化。目前，我

们已经初步实现了服务有标可循、管理有标支撑、质量有标护

航、改革有标引领的局面。这一发展推动了人力资源服务的规

范化、精细化和科学化水平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人力资

源服务行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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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标准体系进行了不断

的完善。2007 年，全国人才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标志

着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规范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经过大量

调查研究，首个全国人力资源服务标准体系框架得以通过，该

框架以“业务和机构评级”为主线，由基础标准、业务标准、

机构评价标准三部分组成，为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工作提供了

明确的方向和规划。具体涵盖了现场招聘会、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管理、人事代理、人才培训、人才派遣等十余项服务规范。

这些服务标准对各项服务业务流程进行了统一要求，既符合实

际情况又满足了市场需求，同时也能引领和示范发展中的业务，

有助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服务功能更加完善和规范，进一步

巩固和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此

外，人社部在 2010 年年初制定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体

系》，其中包含 18 项人力资源服务标准，为人力资源服务标准

化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服务

的市场引领作用和公共就业服务的托底功能，我国在 2017 年对

人力资源服务体系进行了修订，包括 24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 

标准类型不断丰富。根据 2015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

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的指导，我们建立了新型标准体系，

其中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协

调配套。在这个背景下，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标准也不断丰富，

已经发布了 18 项国家标准、2 项行业标准、4 项团体标准。 

其中，2010 年首次发布了第一个国家标准《高级人才寻访

服务规范》，并于 2019 年进行了修订。此外，我们还发布了《现

场招聘会服务规范》、《人才测评服务业务规范》等标准。在 2016

年，我们发布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范》、《人力资

源培训服务规范》、《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规范》等标准。 

2017 年是我们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共发布了 12 个标准，

包括《公共就业服务总则》、《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能力指数》、《就

业援助服务规范》、《就业登记管理服务规范》等。2020 年，我

们发布了《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窗口服务人员行为规范》、《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安全管理规范》等 2 个行业标准。 

在 2021 年，我们发布了《高级人才寻访服务机构能力建设

标准》、《高级人才寻访服务机构运营操作流程规范》等 4 项团

体标准。同时，一些省份也相继出台了地方标准。这些标准的

发布和实施，将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源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

人才的合理流动和配置。 

三、关于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的应对策略与建议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在其中充分发挥人力资

源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我们需要坚持标准制定

与实施相结合，试点带动与整体提升相结合，以及自立自强与

合作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同时，我们应

该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标准建设，促进标准的落地实施，实现

标准化与人力资源服务实践的深度融合。这样，我们能够不断

提升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工作的水平，助推人力资源服务的高

质量发展。 

优化标准供给。在“十四五”期间，为了建设高标准的人

力资源市场体系，需要以国家标准为引领，以行业标准和团体

标准为支撑，并鼓励地方和企业制定自己的标准。重点发展人

力资源管理咨询、高级人才寻访、人才测评等高技术、高附加

值的业务领域，构建一个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人

力资源服务标准体系。 

在制定标准时，需要系统地论证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以防止过度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为了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需要加强标准制定过程中的研究，推动完善出台前

的试用程序。设立一个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业务发展规律和标

准化要求，及时对已出台的标准进行更新修订。 

此外，为了更好地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和管理，需要制定

相应的管理制度，并建立健全政府采信团体标准的工作机制。

最后，为了方便信息的收集和共享，可以搭建一个全国人力资

源服务标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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