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时代人才资源危机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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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B_8F_E6_B5_8E_E6_c37_54969.htm 新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全

球高质量人才资源的短缺，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国

际金融、商贸、企业经营管理等知识型人才严重供不应求。 

从国外来看，据有关机构的调查，2002年美国各行各业创造

了160万个技术岗位，但有大约一半的岗位空缺。百名员工以

下的公司对技术人才需求量最大。这些公司2003年需要100万

信息技术人才，而这类公司也最难找到合格的从业人员。美

国高新技术人才缺13高达85万人；欧洲2002年需要的信息技

术人才为1040万，而现有人才仅920万，2003年供求差距在进

一步加大，需求达1320万，而“供方"仅为1150万，差额达170

万人。日本到2005年将短缺36万至51万科研与开发人员。从

新企业来看，目前全球有1／3的新企业反映人才不足。 从国

内来看，我国国家人事部官员吴德贵表示，中国面临4大关键

性人才短缺，一是高层次人才，如高级专家和高级管理人才

；二是高新技术人才，属于新材料、新能源、信息、生命、

再生能源、空间、海洋、环保和软件科学等八大领域；三是

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才；四为高级金融保险人才，如证监会

高层官员梁定邦、史美伦这样的。其它供不应求的领域还有

公共管理、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外语、法律、金融保险、

旅游、心理咨询、研究开发与教育等1O类。 前段时间，英国

权威的《经济学家》杂志发布了一项名为《新经济时代的生

存与繁荣》的调查报告。这项调查的核心是，新经济时代企

业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调查的主要对象是遍布在北美、欧



洲和亚洲的227位资深经理人。调查结果显示：时至今日，面

对全球性竞争，企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力资本的短缺，

“人才"的短缺。所谓“人才"指的是那些在新经济广泛的领

域中具有良好知识和技能的员工。调查中有63％的公司认为

，他们的雇员存在着技术上的缺陷，即知识水平无法适应新

经济和高科技；并且，有82％的公司表示，在2003年，他们

的公司雇员在技能上将遇到更大的问题。有77％的公司认为

，电子化读写能力在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从目前来看

，只有18％的公司的员工给予这项技能以足够的重视。 另一

方面，从全球范围看，人才的总量也没有成比例地增长，结

构失衡有加剧的趋势。在未来10年中，很多领域的企业，例

如在金融服务、高科技、媒体、制药等行业中，将有65％的

雇员因为退休或人事变动而被替换，而这部分雇员需要由一

个已经缩小的雇员供应市场提供。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他们

首先要做的是，如何吸引与保持足够的员工数量，特别是那

些在技术和能力上符合该企业经营战略需求的雇员。在传统

经济中，选人是人事工作的重要环节，而在新经济中，留人

则日益成为人力资源的重要环节，但这个重要环节在中国却

是一个瓶颈，非常脆弱。 全球人才饥渴：各国的人才争夺战

正日益激烈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高层次人才都是最稀缺的

资源。世界各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鼓励政策培育人才、吸引

人才。全球范围内针对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国际金融、商

贸、企业经营等人才的争夺已全面展开，人才资源争夺战正

日益激烈。 美国公司为吸引人才，通常采取加薪、升迁、红

利、带薪休假、解决配偶工作等方法，‘甚至对高科技人才

实行高额配股制度。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实



行特别税率制度。征税率为35％，远远低于该国所得税最高

税率60％的规定。新加坡实行高薪制，对有才能、有贡献的

人才给予重奖。印度为遏制本国人才外流，实行高薪和优厚

待遇，设法留住国内高科技人才，并努力吸引国外印度人才

归国工作。俄罗斯西伯利亚科学城为了吸引科技人才，积极

争取国际资金，同外国签订研发合同，筹措充足资金使科研

工作运转良好，并为科技人员的生活提供可靠保障，以达到

吸纳人才的目的。 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随着

我国加入WTO，跨国公司的大量资金和技术涌入我国，形成

了全球范围内针对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国际金融、商贸、

企业经营等人才的全面争夺。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世界企

业500强中，已有400多家大公司在中国设有分公司，一场跨

国公司争夺国内优秀人才的争夺战正在展开，这使我国本已

不多的专门人才存在被夺走的现实威胁，国外用人单位往往

以高职、高薪、高期权等极富诱惑力的条件来争夺人才，我

们的现行体制看来是很难抵挡的。 越来越多的外企选择在北

京、上海等地建立研发中心，利用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

待遇吸引人才，同时以奖学金、实验室等多种形式加大人才

培训力度。据《科技日报》分析：其中以朗讯麾下的贝尔实

验室规模最大，拥有科研人员500多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

的达96％；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名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

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IBM公司中国研

究中心的6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据报道

，多家大型外资企业在京研发机构的投资已达10亿多元，相

当于2002年北京市财政投入科技研发资金的总和。这实际上

形成了外资企业争夺我国高层次人才的桥头堡。 另外，摩托



罗拉、lBM、通用、奔驰、三星、宝洁等近百家国际知名企

业都在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等著名高校设立奖学金，及

向校园提供各种赞助，大力宣传本公司形象，以良好的公司

形象吸引人才。每年3月份至7月份，各跨国公司纷至沓来，

在各高校争办首场招聘会，并巧妙地将企业文化和理念整合

在其中，使学生确信，一旦进入这样好的公司，前程光明，

事业发展顺利，定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跨国公司凭借

自身的比较优势，以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职业生涯，从国内

人才市场上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并开始从所在地

的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中抢夺核心人才或特殊人才。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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