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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管理与技术人才的缺乏是 目前制约浙江民营企业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和分析，指出 

了浙江民营企业在人才需求与供应两个方面存在的数量、结构、质量、管理及流通等的矛盾，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供需 

矛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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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才供需矛盾——浙江民营企业 

深入发展的主要障碍 

浙江省是 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 、 

民营企业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凭借党和国 

家的政策机遇及浙江人独有的创业心智，浙 

江民营企业在数量、规模和质量上均有了快 

速的增长和提高，占浙江企业总数99．5％以 

上的民营企业业已成为浙江经济高速发展 

的根本动力。但是，浙江民营企业经过 2O多 

年的发展，在基本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及取 

得初步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民营企业在发 

展战略、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诸多方面的 

问题与不足，不能满足知识化、信息化、全球 

化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对企业提出的管理 

提升、技术创新、市场深人拓展等的基本要 

求。其中民营企业人才资源的普遍匮乏、供 

需结构失衡是制约目前普遍处于发展“青春 

期”的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浙江 

民营企业的发展没有得到技术及管理人才 

提升的同步支持，即智力的积累落后于资本 

的积累。由于民营企业普遍规模小，人才难 

以向民营企业流动，即使是流人民营企业的 

人才也难以长期留在企业，形成民营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同时，企业很难对企业成员进 

行技术培训，进而有效提高企业的整体技术 

水平。调查表明：有70％以上的浙江民营企 

业认为目前企业面临的头等困难是人才紧 

缺。笔者认为，解决民营企业人才资源不足 

的关键在于民营企业所需人才的需与供双 

方的针对性、协调性与动态持续性。因此，问 

题的解决首先要分析人才需供的现状与存 

在的矛盾，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笔者及课题组成员于2003年8月组织 

近百名师生深人全省各市地民营企业进行 

全面细致的调查访谈，对全省各地近2 000 

家民营企业和 3 000多名企业技术与管理 

人才进行了问卷调查，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 

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浙江民营经济 

与产业发展趋势的人才需求前瞻性分析。同 

时从人才教育培养、市场流通等供给的角度 

分析了浙江民营企业管理与技术人才的供 

应现状及基本趋势，从而指出浙江民营企业 

人才供需的差距及矛盾。 

2 浙江民营企业人才供需矛盾的主 

要表现 

浙江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加上目前浙 

江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管理与技术双重创新 

与改革的压力，使浙江民营企业对管理与技 

术人才具有前所未有的急迫需求，同时，浙 

江民营企业区域性块状集聚，和“小、专、特” 

的特点，使浙江民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具有 

自身的特点。另外，从供给方面来看，尽管国 

内及本省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及市场化程 

度有了极大的完善和提高，但离企业对人才 

质量与结构要求还有相当大差距，民营企业 

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还相当突出，这些矛盾 

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人才供需数量及结构的矛盾 

伴随浙江民营企业的数量及规模的快 

速发展，以及浙江教育事业特别是各类高等 

教育的繁荣和企业人才培训及流通体制的 

逐步完善，民营企业人才在供需数量上均有 

了极大的增长，但由于今天浙江民营企业普 

遍处于改革调整期，单纯从技术与管理人才 

总体数量的供求平衡来说，浙江民营企业人 

才的供求是基本平衡且供略大于求的状态， 

但对于正向现代企业转型的浙江民营企业 

的长远发展来看，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的要 

求十分迫切，现有浙江民企的人才基本面临 

“更新换代”要求。据调查统计，目前浙江民 

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中，6o％左右还没有达到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有2O％只有初中文化， 

按5O％的更新率计算，根据测算，未来3年 

内将需要25～3O万名各层次民营企业人才， 

而从本省未来 3年内大中专毕业生的数量 

来看，还不能满足浙江民营企业对人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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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求。当然，这种矛盾关键还体现在不同 

类型人才在需求结构上的数量矛盾。由于本 

省产业结构特点及未来产业结构转型的需 

要，本省民企对企业基础管理 、营销管理 、机 

械设计制造、产品设计及计算机技术人才有 

大量的需求，而目前人才市场所提供的人才 

种类与企业所需还有较大的差距，高校特别 

是培养应用型管理与技术人才的高职院校 

在专业设置上盲目跟风，过多开设“跟着生 

源走”的“热 门”专业 ，不能适应浙江特色的 

加工制造型产业对技术与管理人才的需求。 

在人才供需的学历结构上，目前浙江不少民 

营企业对高学历层次的技术与管理人才需 

求越来越多，而市场对民营企业这类人才的 

供给却十分有限，如20o3年下半年，浙江民 

营企业所需硕士研究生的供需比约在 1：10 

左右。虽然，目前省内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 

业通过从省外引进技术与管理人才来解决 

这一供需矛盾，但对于为数众多的小型民营 

企业来说，这一矛盾还是难以得到解决。 

2．2 人才供需的质量矛盾 

目前浙江民营企业人才供需的主要矛 

盾在于质量方面。上述的数量矛盾在很大程 

度上是质量矛盾的体现。浙江民营企业发展 

到今天，高素质的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凸现 ，企业对人才在人品、知识、技能、经验 

等方面均有较高的要求，而且随着企业内外 

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企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越来越高，但从供给方来看，虽然随着教育 

的发展和人才市场的发育，供给的数量大幅 

增加，但质量增加有限，甚至有质量下滑的 

趋势。扭曲、不规范而且滞后的在职培训体 

系对提高民营企业人才素质作用甚微，质量 

矛盾十分突出。加上目前民营企业在人才使 

用中存在的急功近利、期望值过高的现象， 

以及高等教育急速膨胀，而教育教学改革却 

步履维艰，使供需双方对人才质量方面呈现 

逆向错位现象，即企业最需要的员工素质成 

了毕业生最缺乏的素质。供需双方对人才质 

量的需求形成逆向错位现象(见附图)。 

这一质量矛盾集中体现在目前浙江民 

营企业对人才的双向低满意度及较高流失 

率。据调查样本的统计，企业对其内部技术 

与管理人才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还不到 

50％，并对企业50％以上的技术与管理人才 

表示不满意而需要更新，由于供应人才本身 

素质问题及企业对人才的高期望值，浙江民 

营企业人才的流失率也较高。调查样本 

1999～20o2年的3年内，流失或淘汰人才占 

引进人才的20％以上，在500人以下的小型 

企业平均流失率达30％以上。 

2．3 人才供需管理矛盾 

尽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人才在供需双 

方均有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但对人才需求和 

供给缺乏系统有效的管理是造成人才供需 

矛盾的重要原因。各地及民营企业在呼唤人 

才、广招人才的同时，普遍缺乏科学的人才 

观和人力资源管理意识，对本地或本企业的 

人才需求与供给缺乏科学系统的分析、预测 

与规划，对引人的人才缺乏积极有效的开发 

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资源利用 

的无序和浪费。据调查资料统计，被调查的 

2 000家民营企业，对自身企业人力资源进 

行过系统规划，有详细的引进计划的不到被 

调查企业的20％，对企业引进人才有系统的 

培养、培训、激励计划等措施的不到 lO％。企 

业普遍受家庭制管理模式的制约，任人唯亲 

现象还相当普遍，企业缺乏公平竞争的人才 

环境，同时，地方政府在着力培育主导产业 

和企业集聚的同时，对民营企业人才需求引 

进与培养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环境创造_l_。而 

从民营企业技术与管理人才的供给管理来 

看，在服从人才按市场化规律供给的大原则 

下，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和市场组织缺乏 

统一协调的管理体制，对目前及未来浙江民 

营企业的人才需求结构缺少科学系统的分 

析，目前还没有制定满足企业与产业经济发 

展需要的民营企业人才流动机制、培养培训 

民企对人才素质要求 责任心：吃苦 工作经验 处理问题 学历 

的首位度排序(最需 耐劳，善于协 社会阅历 动手技能 较系统的理 
要一相对次要) 作的人格 人际关系 论知识 

_＼ 
大学毕业生普遍素质 工作经验 吃苦耐劳，善 
首位度排序(最具有 较系统的理 动手技能 社会阅历 于协作的人 

论知识 
一 最不具有) 人际交往 格，责任心 

附图 供需双方对人才质量需求的逆向错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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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专业结构调整及 

市场中介组织建设的规 

划与具体可行的措施。 

2．4 人才供需的渠道 

矛盾 

人才供需的渠道矛 

盾是上述管理矛盾的衍 

生。供需协调平衡的人 

才流通渠道是克服人才供需矛盾、满足供需 

双方利益目标的基本保障 。从浙江民营企 

业人才供需现状看，人才供需中渠道不对 

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十分明显，供给渠道 

弱与需求渠道在数量与口径上差距较大。调 

查显示，目前有 65％以上的民营企业获取人 

才渠道主要是通过人才市场临时招聘获取， 

占企业技术与管理人才招聘总数的55％以 

上，其次是通过亲戚朋友和企业内部员工推 

荐获取，再次是发布招聘广告或从身边其他 

企业抢人、挖人。由于目前民营人才招聘考 

核程序不规范，以上几种形式在现实中有且 

具有明显的双向信息不对称性，较大的盲目 

性 、被动性和较多的人情因素 ，甚至引起企 

业间的不良竞争。而从 目前民营企业现实的 

人才供应渠道来看，本省科技与管理人才传 

统的配置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专业人才的行 

业分布不合理，相对集中于政府管理机构和 

事业单位(占60％左右)。而高等院校的优秀 

毕业生和企业内部高素质员工应是企业 目 

前急需人才的主要供应渠道，但这两类人却 

不一定会进人企业常规的人才需求渠道，前 

者需要企业到高校直接招聘等积极主动的 

方式获取人才，后者需要企业自身形成内部 

人才的生成与供应体制。供需渠道的错位另 

一 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人才供需枢纽的人才 

市场发育不全，在人才供需双方的交易中没 

有起到应有的中介和引导作用，人才市场信 

息沟通和服务能力差。 

3 解决民营企业人才供需矛盾的对 

策建议 

解决或缓解浙江民营企业供需矛盾的 

关键在于针对人才供需中存在的上述矛盾， 

建立一整套符合浙江民营企业人才需求现 

状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态人才供需系统， 

形成动态协调、配置合理的民营企业人才生 

成、流通与成长机制。具体地说，主要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3．1 结合本省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制订民 

营企业人才供应与需求的可行性规划 

在人才资源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核心 

竞争力的今天，科学而具有前瞻性的人才战 

略规划是浙江经济保持现有优势和实现新 

的飞跃的重要保证。从目前浙江以民营经济 

为主体的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充分利 

用目前民营经济发展活跃，民营企业块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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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经营企业体制灵活的优势，紧密结合浙 

江省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外向型 

经济以及接轨长三角的战略，从战略上保证 

浙江民营企业的人才供应，在对本省科学制 

订符合现实和战略目标的民营企业人才需 

求规划和供应计划，理顺与协调各企业的人 

才需求与培养规划。美、德等西方发展国家 

有中小企业局等专门机构规划，指导中小企 

业的人才供需机制，本省也应改革人事、劳 

动部门、企管体系，管理机制，服务于全省民 

营企业的人才供需管理与素质提高工程，把 

为民营企业构筑人才高地作为政府 “有所 

为”的重要内容，在全省掀起以人才为本的 

民营经济发展“第三次浪潮”。 

3．2 积极推进浙江省各类高等学校的教育 

教学改革 

根据本文对民营企业人才的界定，在高 

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今天，高等学校特别是 

地方高校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应是本省民 

营企业人才供应的主要渠道，各级政府及教 

育管理部门应积极支持并引导学校根据浙 

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制订学校学 

科与专业发展规划，主动调整高等教育的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先发展符合浙 

江民营企业技术与管理人才需求的学科，形 

成以教育为先导的民营企业人才生成与积 

累机制。更为重要是，高校本身应克服传统 

教育体制的束缚，面向企业与市场办大学， 

科学分析企业对人才结构及素质的具体要 

求，针对社会需求及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设置 

学科和专业，加大对本省民营企业急需人才 

专业的投入，地方性院校及高职院校应根据 

本地区产业结构和企业需求现状，细分学科 

专业，强化专业特色。在此基础上，高校应改 

革理论型、应试型的专业教学模式，从目前 

民营人才供需的质量矛盾可以看出，高校在 

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教学对象身心、知识、 

技能等整体素质的提高，又要突出强调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在教学过 

程及教材教法上充分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积 

极通过校企联合办学等形式，使企业提前介 

入专业人才的培养，学生提前受到企业实践 

锻炼，最大限度地满足民营企业对人才素质 

的需求【 。 

3．3 努力提高民营企业人才管理水平．创设 

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民营企业人才管理水平是获取和保持 

人才的重要保证，民营企业应站在企业长远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企业体制和管理 

模式的整体改革入手，构建现代化的企业人 

才管理体系，民营企业应设置专门的人力资 

源管理组织机构和对本企业的人才资源进 

行科学的规划和有效的管理，即不仅要通过 

科学的人才需求论证规划和引进计划，积极 

高效地引进人才，更需要通过一整套合理有 

效的人才使用、培养、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对 

已有的管理与技术人才进行有效的管理与 

开发，努力克服家族制管理和对人才使用与 

培养的影响，创造公平民主的企业人才竞争 

环境，关心企业人才的生活、工作和事业追 

求，培育具有凝聚力和归属感的企业文化， 

为人才创造一个宽松的精神环境和积极的 

职业发展空间，使人才在民营企业受到更多 

尊重，享受更好的待遇，具有更为开阔的事 

业空间。 

3．4 建立健全民营企业人才流通机制 

健全有序的人才市场流通机制是解决 

目前浙江民营企业人才供需矛盾的重要环 

节，也是一项需要由各级政府、企业和人才 

交易市场等共同推进的系统工程。各地在重 

视人才市场建设数量和规模的同时，更要重 

视人才市场在人才供需双方的信息沟通和 

服务功能，加大对人才市场硬件和软件的投 

入，建立政府一企业一学校一市场四位一体 

的网络化信息沟通平台，企业和地方应根据 

浙江民营企业集聚明显及高素质技术与管 

理人才稀缺的特点，建立区域性、产业性的 

人才共享体系，针对本地区产业特点，构建 

专业化、流动性人才资源库，特别是对一些 

高素质技术人才，通过跨企业聘用，兼职聘 

任等形式，最大限度挖掘专业人才的使用效 

率。同时，应根据企业即区域产业发展的趋 

势，建立动态的人才储备和引进机制。另外， 

通过着力培育本区域管理与技术服务研发、 

咨询、设计机构及专门人才中介服务，形成 

系统型的民营企业技术与管理人才服务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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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Supply and Demand of 

Talented Personnel in Zhejiang Private Enterprise 

Abstract：The greatest obstacle restricted the private enterprises’further development is the lack of qualified 

managerial and technological personne1． By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careful analysi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problems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alented personnel exist in the private enterpriese of Zhejiang，they 

are the number，structure，quality，management and circulation of talented personnel and puts forward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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