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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完善 

丁述军 

（山东财经大学） 

改革开放是决定新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短短四十余年内

它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断推动中国从富起来迈向

强起来。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力资源管理

制度实现了空前发展与完善，并在经济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中持

续发挥出积极作用。人力资源是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人力资源开发和

利用作为富民之路、兴国之策。我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

的国家，只有积极开发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构建科学的人力

资源管理制度，才能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

变，并进一步适应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效率，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增进人民福祉。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

以完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也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并深刻影响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民生制度的安排。特别是在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关系、收入分配、高质量就业和人才开

发等领域，更有大量的工作亟待推动和创新。最近拜读了聊城

大学付景远教授出版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四十年

（1978—2018 年）》一书，使我深受启发。本书对中国人力资源

管理制度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完善，并走向成熟的进程展做

了系统研究，大量详实的资料、深刻的剖析和科学的总结，使

我耳目一新。全书按照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不同发展阶段，系

统回顾和深入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各

阶段的形成、实施、变革与发展，探讨其在实践中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互动性，在分析评价基础上总结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

的经验教训。从研究内容看，主要围绕如下四个阶段展开： 

第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1978-1991 年）。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

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时中国人力资源管

理制度改革开始起步。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市场因素开始出现

和成长，但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劳动保障等方面计划因素

依然居于支配地位，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出现了不

断加速的新形势。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1992-2001 年）。这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轨的关键期，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也进入了新阶段。

在本书中，作者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特点归纳为“在

定向中转轨”。“定向”即确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的方向，

这一方向就是走市场经济之路，从此明确了市场机制在人力资

源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转轨”，即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人事管理制度向不断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人

力资源管理制度转轨，这是该阶段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的实

质内容。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

（2002—2012）。在这一时期我国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奋斗

目标，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变

革又有了新要求。本书结合这一阶段的新特点，围绕深化劳动

就业体制改革，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人力资源质量等关键

内容展开研究，又进一步提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主张，要更加注重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第四，新时期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与面临的新挑战 

（2013—2018）。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些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书结合新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认为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将面临诸多新

的机遇和挑战，人才队伍建设将成为新的关键，社会保障体系

亟待完善，新型和谐劳动关系建设与法治化管理，这些都亟需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的科学化、高效化。 

总览全书，作者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研究，置于

了中国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大背景下。通

过具体研究人力资源供需、劳动力流动与就业、人力资源开发、

工资与收入分配、劳动保障、劳动关系等内容，总结人力资源

管理制度变革经验与教训，揭示出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革与社

会经济发展互动规律。进而指出，中国社会经济二元结构、人

力资源配置失调是经济增长效率损失、城乡差距过大和“三农”

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思考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

中国特色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时，强调立足中国特色的人力

资源管理理论，主张把中国智慧、中国元素融入其中，在人力

资源管理与开发的具体环节上，体现人本、平等、开放、包容、

共生的理论特色和制度特质。这些都是本成果具有重要意义的

探索。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攻关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如何继

往开来地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推进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变

革中，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要求，丰富中国特色人

力资源管理理论，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中国特色人力资源管理制

度体系，这是新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这对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必将提出新目标、新要求。 

总之，在中国走向新时代的起点上，付景远教授在已有的

大量研究成果基础上，用立体化视野进行全方位研究，探索构

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特色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该

书不仅仅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发展与变革

史料的一次梳理和总结，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人

力资源管理制度进行系统化的回顾与思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在实践上能够为建立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

管理制度体系提供重要参考，这使得本书将会成为人力资源管

理研究领域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同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教学、

社会工作以及企业管理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今

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

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迎接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新挑战，

更需要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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