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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学概论》

前言

　　人的本质属性是指人类共有的属性，这种属性是进化意义上的，是区别于物体、植物、动物的特
性。人与世界上的其他各种事物相比较，共同的地方是都为客观存在的物质，都在一定的时空中以不
同的形式运动着。但人同世界其他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有生命、有理想、有情感、有创造
力的一种高级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基本特点是：人在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的
同时，也改造了自身，体现了人的生物特性和社会特性的辩证统一；人不仅能改造自然界，而且能预
测未来，创造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识人的这些特点，有利于开发、
挖掘人的潜力，有利于认识人才的重要性，进一步做好人才工作。　　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进事业
。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对人才的重视可谓源远流长。无论什么行业，要推动事业的发展，人才
都是第一位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范围
内的经济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
竞争，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掌握主
动权。知识经济的核心是人才，知识经济也可以说是人才经济。　　人才学专门研究人才现象，揭示
人才成长规律，是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既有自然科学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属性。人才
学主要研究人才现象的特殊矛盾性，研究人才发展的全过程，研究人成其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
有关因素。具体说，人才学的研究要进行人才内涵及特征的研究，人才思想及来源的研究，人才本质
、地位、价值、作用的研究，人才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研究，人才运动规律和成才规律的研究，人才
成长环境与相关因素互促效应的研究，人才组合与优化研究，人才管理与效益研究，人才政策保护研
究等。　　本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才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活动及相关的流程与方法。全书力争博采
众长，力求反映近些年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使其在系统性与前沿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等方面形成
自身特色。全书共十九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人才的概念，介绍古代学者和当代人才学家对人才的论述
、人才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理论、科学的人才观及人才的
社会作用等。第三章从创造的视角谈人才的心理特征，主要阐述创造能力、创造思维、创造个性、创
造性劳动等。第四章主要介绍人才学基本原理、成才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等。第五、第六章主要阐
述理想志向及道德修养在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立志与成才的关系、人才应具备的优良品德等。第
七章主要介绍和探讨学习与人才成长、尊师重教与人才成长、治学方法与人才成长、教育与人才成长
的关系。第八章主要讨论人才开发的基本规律、人才开发的效应和重点、人才开发的层次和策略、人
才的自我开发和情商开发、人才开发与学习型组织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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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学概论》

内容概要

《人才学概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才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活动及相关的流程与方法。全书力争博采
众长，力求反映近些年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使其在系统性与前沿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等方面形成
自身特色。人才学是专门研究人才现象，揭示人才成长规律，具有高度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既有自
然科学属性，又有社会科学属性。人才学研究人才现象的特殊矛盾性，研究人才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研究人成其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有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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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用才实践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有关于德和才的问题、关于资历和能力的问题、关于长处和短处
的问题、关于通才和专才的问题、关于文凭和水平的问题、关于显才和潜才的问题、关于干部能上能
下的问题。一、关于德和才的问题德才兼备，是我党历来使用人才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
就曾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空头的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这就是说，在任何
时候，既要反对只讲政治标准，不讲业务标准，又要反对只讲业务标准，不讲政治标准。社会真正需
要的是政治与业务相统一、德和才相统一的人才。强调政治与业务的统一，绝不是不讲政治。现在，
有的单位使用人才，存在着忽视革命化的倾向，只注意看干部的业务才能，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强调
坚持革命化这个前提，注意政治素质，会束缚人才的成长，妨碍干部的使用，这是不正确的。1985年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青年干部接班时曾说过：不只是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
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
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唯亲。这四条要求本身充分体现了
政治标准的含义。实践证明，不具备这些政治素质的人，即使有才，要他真正为人民造福，为社会主
义事业作贡献，也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德对一个人具有灵魂和统帅的作用，使用人
才必须把德放在首位，这是应该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竭尽全力为社会主
义祖国的前途而奋斗，这是今天对人才的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的政治要求。当然，不同职业的人才还有
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要坚持德才兼备，二者不可偏废。二、关于资历和能力的问题资历是指一
个人的工作经历，能力则是指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真本事。在知识化水平相同的条件下，资历越高，经
验也越丰富，能力也就越强。所以，世界各国都把资历作为选用人才的一个条件。有的人片面理解我
党提出的干部“四化”的方针，孤立地看待年轻化，似乎越年轻越好，这是不科学的。　　选才要讲
资历条件，但不能搞“论资排辈”。“论资排辈”是把资历摆在人才选用标准的首位，不适当地夸大
经验的作用，这势必压抑人才的成长，阻碍干部队伍的“四化”进程。选才应该讲资历，但不唯资历
论，重在实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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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才学概论》既可作为人才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领域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用书，又可作为相
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专业课教材，还可作为企事业单位领导、部门管理人员等实践工作者的参考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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