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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区域科技人力资源的规模数量是指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科技人力资源的规模大小
和数量多少。区域科技人力资源的规模数量是影响区域科技人力资源竞争力的最基本的因素，也是从
定量的角度对不同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竞争力进行比较的最根本的指标。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今天，
人力资源，尤其是科技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发展对于一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乃至全球科技水平的进步都有
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科技竞争，特别是科技人力资源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谁拥有一支规
模庞大、数量充足的科技人力资源队伍，谁就能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竞争优势，也就能够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上掌握主动权。因此，各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的竞争，首先是科技人力资源在规模数量上
的竞争。 （1）全球科技人力资源的总体规模。全球科技人力资源的总体规模有多大？根据科技人力
资源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人力资源的规模数量主要从职业和资格两个角度来衡量。从职业的
角度看，2004年，全球从事科技职业的科技人力资源数量大约为1.5亿人，其中美国约4200万人，德国
约1200万人，日本约1000万人，法国约750万人，英国约700万人，意大利约650万人。若从地区来看，
欧盟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大约有5400万人，是世界上科技人力资源规模最大也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
从资格（完成第三等级教育）来看，有资料显示，全球接受第三等级以上教育的15岁以上人口总量
在1980年为7300万人，到2000年增加到1.94亿人，20年间增加了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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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科技人力资源竞争力研究: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例》基于研究的需要，把构成科技人力资源现实
竞争力的规模数量、素质状况和创新能力三个要素视为科技人力资源竞争力的三个“现实分力”，分
别为“规模力”、“质量力”和“创新力”；把构成科技人力资源潜在竞争力的培养能力、投资力度
和外部环境三个要素视为科技人力资源竞争力的三个“潜在分力”，分别为“培养力”、“投资力”
和“环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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