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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96_E4_BC_81_E4_c123_281905.htm 随着知识在社会经

济运行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一场国际性的人才大战已经拉开

惟幕。为了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家，都从各自实际出发，打出了一张张“王牌”。 美国

紧抓人才不松手 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美国从发展中

国家挖走了14万以上的科技人才，这些人为美国创造的价值

超过1000亿美元。近年来，美田野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急剧

扩大。根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的统计．1996年美国缺少4.5

万名受过科技训练的大学毕业生；而4年后的今天，美国在化

学、生物、物理、计算江等领域的人才需求缺口巳急增至45

万；2006年，这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到67万。虽然美国已经

普及高等教育，但所培养的电脑人才仅能满足本国需求的1

／3。为应付人才短缺的困境，美国积极实施“抢。的战略，

一方面“抢培”本国人才，另一方面“抢引”海外精英。在

国内，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求，美国绝大多数小学都已建

起电脑操作室，让孩子们从小接触电脑，熟悉电脑。在美日

．高科技领域的毕业生非常受欢迎，2000年的高科技专业毕

业生早在1年前就被用人单位抢空。美日的大专院校和研究所

，为高科技人才创造了非常自由的研究环境，公司、政府、

基金会等各种机构不断为科研提供大量的经费和优越的条件

，研究成果的价值和社会效益也会以最快的速度体现出来。

为弥补国内的人才短缺，美国则变本加厉进行人才“掠夺”

。据有关方面统计，美国50％以上的高科技公司大量聘用外



籍技术人才。在加州硅谷，1／3的高级科研人才是外国人；

在计算机领域，一半以上的博士没有美国国籍。近年来，美

国各大“猎头公司”更是遍行全世界，为美国公司网罗各国

的高科技人才为其所用，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才向美

国流失问题更为严重。 亚太国家谋求人才回流 亚太地区每年

都有大量人才到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为了控制本国人才资

源的外流，各国都千方百计谋求国外人才回流。从20世纪60

年代起，印度政府就投资创建了“科学人才库”，负责接纳

愿意回国工作的印度人。印度政府在主要发达国家都建有海

外专家人才数据库，尤其重视那些能为印度重点项目解决难

题的人才。泰国则实施了一项名为“智囊田流”的计划，政

府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到美国主要城市，广泛会见泰国科技人

员，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他们田国。亚太国家普遍感到，难以

提供和发达国家同等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及物质待遇，是

发展中国家吸引人才的最大困难。为此，不少亚太国家政府

都制定优惠政策，对回归人才进行必要的资助。韩国政府率

先对回国的科技。人员实行新的工资标准，在韩国的月平均

工资只有50美元时，回国的科技人员每月可领到250到400美

元的工资，高于当时该国部长的标准。在新加坡，主要的科

研机构已全部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先进水平的专家、学者作为

负责人，而政府则按照欧美国家的水平付给他们工资。为了

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效力，亚太国家还注重把工作重点

放到改善国内创业环境上。1974年，韩国政府投资17750亿韩

元(约合164乙美元)创办的大德科技园区，现有研究机构55个

，大学3所，已成为生化、理工等多学科科研教学基地。为吸

引人才回国，印度政府投资1．25亿美元，专门划拔250英亩



土地建设科学城，作为国外人才回国工作、为国服务的永久

性基地。近年来，印度的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已成为世界

上重要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基地。这些，都与印度政府鼓励归

国人员的创业政策密不可分。 西欧国家以创新管理发挥人才

作用 近年来，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的人力资源公司和企业，通

过调查统计发现，传统的人才管理方法已经不适应新经济发

展的新形势，因而，主动创新人才管理方法，以更好地发挥

人才的作用。(1)改变现有人才评估制度。先进的电讯技术已

将各地人才联系起来，人才使用将变得越来越虚拟化。因此

，西欧国家的不少公司，特别是一些高科技公司，纷纷对传

统的人才评估制度进行革新，以适应工作人员在家办公的需

求。(2)调整人才管理的制度、政策和规章。西欧不少人力资

源公司，都注重培养、招聘跨专业的从业人员，使他们能够

成为肩负多种职能的代理人、生意伙伴或组织的顾问，从而

，在企业中发挥新功能，演好新角色。(3)平衡工作与家庭关

系。西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管理者都努力使自己的办公地点个性化，

并采用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表，或允许在家办公。(4)设计灵

活的留才方式。西欧许多企业从人才竞争的需要出发，实施

了更加灵活的留才方式，以吸引和挽留员工，防止员工的流

失。(5)开发领导能力。为应付变革，西欧企业的管理者很注

重开发自己的领导能力。他们将“继续学习”作为自我发展

的指针，并鼓励退休领导重新复出、发挥作用。(6)修订工资

报酬方案。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的企业，纷纷制订全新工资方

案和员工可以选择的福利计划，并注意将员工的要求作为修

订报酬计划的依据。(7)创新员工选拔策略。近年来，西欧企



业进行了员工选拔方式的改革，制定了有效的选拔程序，努

力使组织的价值观与个人的价值观达到平衡。(8)实施多元化

和平等的就业政策。由于劳动力结构出现多元化新趋势，传

统的就业政策和企业管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所以，越来越

多的西欧国家开始实行多元化和平等的就业政策，努力使各

类人才都能在合适的岗位上工作，并且都能人尽其才，才尽

其用。 发达国家企业讲求用人之道 发达国家企业认为，人才

到手还要用之有方，否则，不但会造成人才资源的隐形浪费

，而且也会使人才流失他方。因此，他们都很注重用好、用

活人才。各类人才的研究、发明、创造，都能得到老板的全

力支持。客观条件之好，不但使这些人才大都能实现自身价

值，而且正吸引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人才前去效命。特别是

发达国家企业“敢于为头脑定价”的做法，更对广大人才县

有强大吸引力。美国企业认为，人才大战的本质就是价格大

战，是对知识、智力、智慧定价的大战。因此，舍得为优秀

人才拿出高价格。高超的用人之道，为发达国家招来了成千

上万的优秀人才，每年都有高科技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源源不

断地涌入发达国家，在那里创造着数以千亿计的财富。在美

国硅谷，有38％的科技人才来自印度。美国的用人之道在引

才、留才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