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７５　　　

探寻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社会经济与包容性发展
李鹤鸣

(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ꎬ 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９)

摘　 要: 包容性增长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名词ꎬ 是基于我国国情以及当前社会经济提出的新理念ꎬ
包容性增长理念主要目的是实现共享型增长ꎬ 突出竞争的公平性ꎬ 及每个竞争主体均有机会参与竞争并

可公平共享、 获取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力ꎮ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ꎬ 使得经济增

长更加协调ꎮ 而人力资源开发可以有助于包容性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ꎮ 文章将探寻人力资源开发与

包容性发展的关系ꎬ 以及如何通过人力资源开发达到包容性发展的目的ꎬ 进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ꎬ 实现

和谐社会的建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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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性发展是基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下市场

经济进行公平有序的竞争ꎮ 包容性增长理论是在

总结之前中国经济发展得到的经验教训的前提下ꎬ
提出了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新的增长理念ꎮ
包容性增长也叫共享型增长ꎬ 这种增长模式是一

种新型增长模式ꎬ 该增长模式的目的简单说就是

公平ꎬ 有公平的机会投入经济建设ꎬ 也有公平的

机会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ꎬ 不受人们背景差

异的影响ꎬ 减少结果的不公平性ꎮ 包容性增长涉

及的范围很广ꎬ 不仅是国内经济ꎬ 国际经济也有

所影响[１]ꎮ 诸多学者研究可知ꎬ 人力资源和人力

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ꎮ 我国现在经济发展

处于增长期ꎬ 经济发展较快ꎬ 产生的问题也尤为

突出ꎮ 因此ꎬ 我国现亟须将包容性增长应用在实

处ꎬ 实现包容性发展ꎮ

１　 研究背景

包容性增长早在 ２００７ 年就已经由亚洲开发银

行提出ꎮ 包容性增长与只追求经济增长ꎬ 不顾社

会、 环境等其他因素相对立ꎬ 是在保持经济发展

的同时ꎬ 追求社会、 环境、 经济等共同协调可持

续发展ꎮ 包容性增长可以理解成机会平等的增长ꎬ
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ꎮ 简而言之就是能使

大家 “机会平等的增长”ꎮ
２０２２ 年博鳌亚洲论坛指出ꎬ 实现共同富裕的

关键在于做大 “蛋糕” 的同时更要分好 “蛋糕”ꎬ
即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关注发展成果的共

享[２]ꎮ 论坛中指出的理念即为包容性增长理念ꎬ
近些年ꎬ 包容性增长理念逐渐被我国提倡并在诸

多方面实施ꎮ 我国也结合国情ꎬ 不仅实现共同富

裕ꎬ 也实现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展等共享ꎮ

２　 人力资源开发与包容性发展的关系

包容性发展不仅能够改善国内经济ꎬ 也对国

际经济有一定影响ꎮ 如国际间贸易、 教育、 就业、
卫生等多方面ꎬ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市场经

济环境ꎬ 发力开发人力资源是促进社会经济与包

容性发展的必要途径ꎮ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ꎮ
首先ꎬ 从国际角度出发ꎬ 人力资源开发有助

于经济全球化ꎮ 经济全球化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

理念之一ꎮ 经济全球化的一项为科技全球化ꎬ 作

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ꎬ 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有一

席之地并有所获益ꎬ 前提条件是要有一批高素质

高质量的科技人才ꎬ 技术引入以及技术的本土化ꎬ
才能提高中国科技发展水平ꎬ 进而推动全人类科

技进步和世界发展ꎮ
其次ꎬ 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理念之

一ꎬ 简单说就是所有公民均有平等地参与社会经

济建设以及平等地享受经济成果的机会[３]ꎮ 为实

现这一目标ꎬ 需从两方面着手ꎮ 第一方面是确保

外部环境为所有居民或劳动者提供公平的机会ꎬ
不能因地域、 户籍、 性别等产生差别对待ꎬ 因此

要制定并有效实施科学的政策和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第二方面是公平地进行人才识别、 人才选拔ꎬ 因

此要对选拔者进行教育和培训ꎬ 提高选拔者公平

公正的意识及识别人才的能力ꎮ
最后ꎬ 从国情角度出发ꎬ 人力资源开发有助

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ꎮ 自从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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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ꎬ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也是有目共睹的ꎬ
但在发展经济的背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ꎬ
如环境问题增加、 资源压力增大、 收入分配差不

断增加等诸多问题亟须解决ꎮ 为解决这些问题ꎬ
首先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ꎬ 摒弃之前盲目重视经

济发展、 不顾其他因素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ꎬ
追求经济增长、 社会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等多方

面可持续性发展ꎮ 之前追求发展是依赖物质资源

的消耗ꎬ 如环境资源、 不可再生的能源等ꎬ 而现

在追求的是依靠技术的发展、 依靠人们创新理念

的转变ꎬ 最终实现包容性发展[４]ꎮ

３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途径

３１　 推动教育公平性

首先教育的公平性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公平性

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极为重要ꎬ 每位学生都能享

受到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力与资源ꎮ 只有公平的教

育平台ꎬ 才能真正实现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ꎬ 使

每个人都能为社会做贡献ꎮ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 坚

持把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作

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内在要求ꎮ 而这就需要保

证教育的公平性ꎮ 首先ꎬ 从政策上进行推动ꎬ 出

台相关的政策ꎬ 缩小地区间、 市区间、 城乡间的

教育资源分配的差距ꎬ 避免优秀教师、 高学历教

师集中在大城市ꎮ 其次ꎬ 加强教育改革ꎬ 优化之

前的单一考试评价机制ꎬ 综合考量学生综合素质

和实践能力ꎬ 教育为步入社会做好铺垫ꎮ
３２　 保障就业公平性、 促进就业

以习近平总书记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要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ꎬ 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等重要指示为遵循方针[５] ꎮ
平等就业权是包容性发展的基本ꎬ 平等就业权包

括以下三点 : 一是就业权利和资格的平等性ꎻ
二是在应聘岗位时ꎬ 公民不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和竞争ꎬ 且任何人不享有特权ꎻ 三是所谓平等ꎬ
不是平均分或者同等ꎬ 而是对符合要求的技工平

等的机会、 同等对待[６] ꎮ 我国长期以来广泛存在

就业歧视现象ꎬ 同单位同岗位同工作内容却有不

同编制之分ꎬ 在劳动与保障方面存在差别性待

遇ꎮ 此外ꎬ 不少用人单位还存在性别歧视、 户籍

歧视、 身份歧视的做法: 而当前有关部门的执法

力度不足劳动行政部门依照 «劳动法» 相关规

定进行监督ꎬ 在监督过程中主要关注相关劳动合

同纠纷ꎬ 很少关注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是否存

在就业歧视的情形ꎬ 对于就业市场上大量存在的

隐性歧视更是很少关注ꎮ 由于缺乏有效的救济途

径ꎬ 当事人往往无法有效捍卫自己的平等就

业权ꎮ
３３　 重视城乡统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ꎮ 人力资源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ꎮ 开

发农村人力资源ꎬ 可以使闲置劳动力得到充分利

用ꎬ 农民的基本素养得到提升ꎬ 可以更加熟练地

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ꎬ 更加熟练地运用政策、
市场等因素提高收入ꎬ 从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ꎬ
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ꎮ 深入实施 “城乡一体”
战略ꎬ 注重城市建设与乡村建设同步推进、 共同

繁荣ꎬ 有利于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总目标ꎬ 以

发展的眼光ꎬ 统筹的思路ꎬ 解决城市和农村存在

的问题[７]ꎮ
城乡统筹包括教育统筹、 资源统筹、 基础设

施统筹、 文化统筹、 就业统筹等ꎮ 我国已成为农

业生产大国ꎬ 而且农村就业人员基数较多ꎮ 在中

国改革开放之后ꎬ 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ꎬ 但是我

国作为农业强军的地位属性并没有改变ꎬ 农村的

劳动力仍然较多ꎮ 在这种条件下ꎬ 推动了城乡的

统筹发展ꎬ 开发和利用农村的人力资源ꎬ 完善资

源配置ꎬ 激发农村内部活力ꎬ 更好地解决农村贫

困现状ꎮ 与此同时建立更好的人才机制ꎬ 使得农

民能够更好地认识和享受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

成果ꎬ 推动我国新农村的建设ꎬ 从而更好地促进

整体发展ꎮ
３４　 发展人才留住人才

早在 ２００３ 年就已经提出人才强国战略ꎬ 如今

人才强国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

本战略ꎮ 从包容性发展的角度看人才强国ꎬ 即要

坚持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ꎬ 营造

文明进步的社会环境、 赋予幸福的人民生活环境、
人人有成才机会的环境ꎮ 因此ꎬ 人才是决定我国

现在发展的高度及长久性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政府

应制定较为合理的政策ꎬ 鼓励高技术人才留在公

司的重要岗位ꎮ
３５　 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

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年末ꎬ 中国 ６５ 岁及

以上人口超 ２ １ 亿ꎬ 占全国人口的 １５ ４％ꎮ 李强

总理指出ꎬ 人口老龄化已经出现ꎬ 并且会持续相

首届社会创新与经济发展青年学术论坛会议论文集



７７　　　

当长的一段时间ꎮ 在明确老龄化发展新形势的同

时ꎬ 辩证地看待、 积极地应对老龄化发展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

到ꎬ 不能消极地面对人口老龄化ꎬ 要制定相关国

家战略ꎬ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ꎮ 所谓银发经济是指

随着人口老龄化ꎬ 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商品

需求都在不断增加ꎬ 发展银发经济ꎬ 我国将进入

“长寿时代”ꎬ 教育和就业的公平性、 城乡统筹

的重要性、 人才的必要性、 银发经济的发展等都

能有效促进人力资源开发ꎮ “６０ 后” “７０ 后” 将

成为老年群体 “主力军”ꎬ 他们有较强的消费能

力ꎬ 有较高的消费意愿ꎬ 在追求品质的同时也在

不断追求时尚ꎬ 有为自己消费的意愿ꎬ 有学习并

掌握信息化的能力ꎻ 老龄消费是国内消费市场的

蓝海区域ꎮ

４　 结论

包容性发展是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方针ꎬ

也是有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方式ꎮ
人力资源开发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一环ꎬ 加强人

力资源开发有助于社会包容性发展ꎬ 促进经济可

持续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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