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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研究》

前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和逐步走向完善，劳动就业、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收入
分配、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问题日益突出，对其的研究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就业和社会保障
问题，是民生的重要方面，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一直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实践性。作为以人为
研究对象的科学，不仅直接和“以人为本”密切相关，而且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广泛
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保障建设是构成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
也必然成为研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指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要紧密联系社会生产
实践，将该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发现规律，寻求相关理论依据，提出适用
方案对策，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益及实现社会和谐为最终目的。　　长
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总体上相对滞后于现实的需要，虽然近年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改
善，但发展目标定位不十分清晰仍是制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瓶颈。国外研究
在应用技术上虽然相对比较成熟，但简单直接照搬显然难以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有突破、有创
新，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也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因此，构建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
展研究院不仅在理论层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劳动经济专业（1955年）、人事管理专业（1984年）、第一批建立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1993年）、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1998年）、劳动关系专业（2006年）的单位，也是最
早（1981年）获得劳动经济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作为我国最
早设立劳动经济学科的单位一直处于全国同类学科的领先地位。1996年被国际劳工组织认定为知名研
究机构，2000年获得了劳动经济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成为北京市首批重点学科单位，2003年
获批设置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劳动经济学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更是该学科建设的里程碑，这不仅是
对该学科50多年来的历史积淀和不断发展的充分肯定，更标志着该学科总体水平已处于国内同类学科
的前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共建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发展研究院，是新形势下高等院校和政府咨询机构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
和实践问题研究的有益探索，也是科研与教育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双方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建中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研究院可以进一步整合高校教育资源，聚合社会科研资源，立足中国经济改
革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将学术平台所产生的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
会发展。　　经过双方近一年的酝酿、筹备和策划，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就是我们双方合作
的第一个成果。这本论文集有如下五个特点：（1）论文的选题基本上是目前这方面研究的热点或难
点问题；（2）论文集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内容涉及人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社会保障、劳动
关系、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就业与失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3）每篇论文所选题目都相对比较
集中，体现出了研究的深度和难度；（4）大部分研究基本上都是作者自己熟悉或已作过一定研究的
题目，跟踪和把握了学术前沿；（5）论文的写作方法比较规范，写作方式避免了教科书的形式。　
　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仅仅是个开始，今后我们双方将共同合作出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理论研究
丛书，也将共同合作定期发布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研究报告，为不断完善我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作出奠基性的努力，为繁荣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　　我们合作双方有信心，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理论和政策
研究机构。　　文魁　　2008年1月

Page 2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研究报告(2008)》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不仅有
很强的理论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实践性。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不仅直接和“以人为本”密切
相关，而且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保障
建设是构成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也必然成为研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
指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研究要紧密联系社会生产实践，将该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研
究的课题，发现规律，寻求相关理论依据，提出适用方案对策，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
政治和文化权益及实现社会和谐为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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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变化以及对比结果，而其后果则直接反映在就业和失业中。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各自有自己的变动
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结合和对比状态，又会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反馈作用，进一步影响劳动
力的供给和需求。因此，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构成一个典型的动态、多阶次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适
合用系统动力的反馈机制和原理加以分析和建模。　　我们知道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主要有：人口
规模、人口自然增长以及迁移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参与率等，其变化主要受到人口学变动规
律以及劳动参与因子两方面的影响；而作为一种引致性的劳动力需求，则主要与资本投资、经济发展
规模和结构、采用的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等有关。这些因素交错影响形成了劳动力供求系统的动态复杂
。因此。在建立劳动力供求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时，我们需要根据研究的复杂程度和研究需要，尽可能
地将上述要素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寻求上述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用系统动力学的语言将
其描绘出来。分析系统中的主要因果反馈环及其这些反馈环之间的耦合，以从定性角度来理解系统的
行为，并为进一步对该系统进行量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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