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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的战略资源。习近平多次强调要

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优

秀人才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育才是人才汇聚工作的关键环

节，着力回答天下英才如何寻得到、招得来、用得好、留得住、育得出等系列问题，构成了人才工

作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蕴含着丰富的认识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只有弄清楚这些关键环节的

内在属性，科学地处理好这些关键环节的整体关系，才能真正把人才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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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代要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

人才强国战略

世界之强国，必是人才之强国。发展之宏图，

需靠人才去落实，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习近

平多次强调，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

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

路，把各方面优秀人才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

有知识，有人才。”[1]40 没有现代化的人才，就不可

能有现代化的事业；没有强大的人才支撑，不构

筑领先全球的人才高地，就很难在全球竞争中赢

得先机、取得优势、占得潮头，就不能在世界发展

格局中走在前列。
当代中国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是当代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世

界对中国提出的客观要求。天下英才从何而来？天

下英才如何聚而用之？是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时

代课题，它关乎中国的发展，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确立人才强国战略、走

人才强国道路、树立全球视野的人才观念。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包含着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育才

等关键环节，着力回答天下英才如何寻得到、招得

来、用得好、留得住、育得出等系列问题。人才工作

是个系统工程，识人、选人、用人、育人是一门很深

的“实践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认识辩证法和实践

辩证法。只有弄清楚这些关键环节的内在属性，科

学地处理好这些关键环节的整体关系，才能真正

把人才工作做好。

二、新时代人才工作的内在逻辑环节

（一）识才是人才汇聚的逻辑起点

识才，就是发现人才、辨别人才，这是人才工

作的逻辑起点。人才辨别工作是一项严肃认真的

实践工作，需要树立正确的观念，采取科学的方

法。只有真正地、科学地识才、辨才，真正的人才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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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现。
识才包含 3 个层次：一是把才与非才区别开

来。这是一种质的区别，是识才的最低要求，涉及

的是人才识别中的真假问题。这是启动后续人才

工作环节的前提和关键，是人才工作的第一步，必

须确保无误，否则会陷入人才使用的困境。二是把

大才与小才区别开来。这是一种量的比较，涉及的

是人才识别中的大小问题。这是正确使用人才的

前提和基础。既不能大材小用，造成人才浪费，也

不能小材大用，贻误工作。三是把此才和彼才区分

开来。这是一种质的对比，涉及的是人才识别中的

适与不适的问题。只有把不同类型的人才正确区

分开来，才能把正确的人才放到正确的位置，实现

人才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识才，需要求才若渴的自觉能动性。识才没有

主动性，人才的出现必然具有被动性。一个合格的

人才工作者应当始终站在对人民事业负责的立场

上，具备识才的意识、觉悟和历史担当。识才具有反

复性和长期性，人才的识别往往不是一次性就能完

成的，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反复认识、长期认识。只

有对人才进行长期和反复的考察，才能真正地识

别人才。天下有才，唯识者得之，识才需要一双慧

眼，只有掌握识才本领的人，才能发现人才。
（二）爱才是吸引人才的助推剂

爱才，就是对待人才要真心喜欢、诚心爱惜、
用心爱护，回答的是天下英才如何“招得来”的问

题。爱才是招才、引才的巨大动力。人不爱才，才必

远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单位，如果形成了

良好的爱才意识、爱才的氛围、爱才的用人制度，

虽不去求，人才也会纷至沓来，最后逐渐形成人才

不求自来的良好局面。
对待人才，要有一颗爱心。一是爱才是一种品

格。自古以来，爱惜人才、尊敬人才、仰慕人才，就

是人们心性修养中的基本内容之一，是人的品格

结构中的天然情感，是人之为人的品格与操守。二

是爱才是一种情怀，属于人类内在精神高地。当为

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乃至人类整体的前进

而去爱才的时候，爱才就由个人品格走向公共生

活，爱才就有了公共价值取向和情感关怀。当爱才

成为一种社会价值理念的时候，爱才就成为人类

整体的情怀，成为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进而，爱

才与爱己，就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通约性的统一逻

辑进程。如果说爱才的品格是一种“小情”，那么爱

才的情怀就是一种“大爱”。三是爱才是一种能力。
站在为人民群众负责的立场上，为了国家的人才

成长而爱才，是从事公共管理的领导者必须具备

的能力和素养。
爱才需要诚意。一是真心喜欢人才。真心喜

欢，就是“打心眼里”喜欢，不能叶公好龙、徒有虚

名。爱才应当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不能是沽名钓

誉、博取利益的手段。二是诚心珍惜人才。人才是

稀缺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对待人才资源，要

充满敬畏之心。对待人才要珍惜，要诚心诚意，不

能搞“面子工程”。三是用心爱护人才。不爱护人

才，不可能真正做到爱才。用心爱护人才、呵护人

才，才能不伤才，不害才，才是真心爱才，才是积极

性的爱才，才是负责任的爱才。
天下有才，唯爱方能引来。列宁强调“必须象

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人才”[2]248，为政者当以爱才如

己、甚至爱才如命的责任为民爱才、选才，使怀才

者得遇施展才华的人生际遇，将实现个人抱负与

报效国家统一于国家人才工作实践中，实现个人

成功与国家发展的辩证统一。
（三）用才是人才工作的核心环节

用才，就是使用人才，使人才发挥作用，聚焦

的是天下英才如何“用得好”的问题。用才是人才

工作的核心环节。如何使用人才是一门大学问。
科学的用才方法和用才机制，既能实现人才“存

量”的科学化、效率化，又能实现人才“增量”的良

性增加，使得人才的使用不仅是人才“消费”过
程，而且是人才“生产”过程，这一人才“生产”过

程，不仅表现为人才“个量”的增加，而且包括人

才“总量”的增长。
用才环节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维度：一是利用

人才，即发挥人才的专长与特长，实现预定的用人

目标。这是用才环节当中最核心最根本的维度。利

用人才的专长和特长，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服务，

是人才工作的根本目标。二是检验人才。实践是检

验人才的唯一标准。一个人才，是否是合格的人

才、合适的人才，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使用人才

的过程，也是检验人才的过程。检验人才的过程，

也是督促人才进步的过程，是人才使用中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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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校正的过程。三是锻造人才。实践是最好的学

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实践中形成的经验，都会

成为滋养人才成长的宝贵资源。好的用才机制，

会使人才在实践中越来越优秀、越来越突出，体

现出一种建设性的用才机制。四是激励人才。对

人才的最大尊重是人尽其才、才有所用。让人才

在实践中充分张扬个性、贡献才华和力量，增强

人才的成就感，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因此，用才具

有重要的激励功能。五是发现人才，是指人才的

再发现和自我发现。人的才能是多维度的，用才

将会使人多方面的才能在实践中得以呈现，从而

开启人才的“再发现”过程，针对实践的多样性需

求，使人的才能得以重组和升华。同时，人才个体

本身也会在实践中使自己的专长、特长得以发掘

和重塑，从而形成满足新的实践需求的新技能，这

是人才的自我发现过程。
用才需要胆识和智慧。人才的使用，无论是现

有才能的发挥，还是潜在才能的释放，都是人的才

能向实践转化的过程，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

一过程具有多种可能性。因此，用才具有风险性，

人才的正确使用，依赖于用才者的胆识和智慧。人

才必须大胆启用，细心使用。用才必须讲究科学的

方法。人才必须被置于正确的位置、采用正确的方

法来对待，才能顺利地发挥人才的技能。
用才成风，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效用。

社会只有形成尊重人才、仰赖人才、使用人才的整

体氛围和良好风气，整个社会才有动力、活力和潜

力，我们的事业才能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容才是留住人才的关键要素

容才，就是为人才创造工作、生活的良好人文

环境，使人才能够呆得下、留得住、干得好，关注的

是天下英才如何“留得住”的问题。影响留住人才

的因素很多，但是否具备容才的人文环境，是决定

人才去留的基础性、关键性要素。没有健康、良好

的人文环境，必然会造成人才流失。只有容才，人

才才能健康成才。
容才可以从以下 4 个维度来理解：一是容纳

人才，即容纳人才的才华与专长。凡是人才，必有

过人之处。用人者如果心胸狭窄，对人才进行打击

压制，就违背了引才、用才的初衷。这既是一种不

健康的心理，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二是容许

人才，即容许人才的合理诉求。现代化的用人机

制，应当是一种开放科学的机制，应当尊重、满足

和保障人才的基本权利与合理诉求。人才权利的

来源，不仅有由上而下“给予型”的，也应当有由下

而上“主张型”的。应当允许人才契约的合理化变

更，让整个社会的“人才流”活起来。三是容忍人

才，即容忍人才的缺点。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才，

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是突出

的缺陷。我们必须坚持瑕不掩瑜的唯物辩证的人

才工作方法，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不能以偏概全。
四是容恕人才，即容恕人才的过错。人非圣贤，孰

能无过。现实实践是复杂多样的，人才的实践活

动，往往都是创新性的活动。高预期蕴含着高风险，

人才尤其是创新性的人才，出现失误和过错的概率

相当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容恕之道对待人才。
容才是一种气度，反映了用人者的心胸、肚量

和修养。容才需要雅量，没有容才的胸襟、气度和

雅量，既会伤人，又会自伤；既失人才，又失风度。
容才是一种能力，蕴含着用人者的责任和担当。用

人者要对人才进行准确的评估和判断，要把人才

的过错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要掌握人才使用的

技术、艺术和方法。容才是一种环境，即社会心理、
社会心态在人才问题上的折射与反映，是人才使

用的人文环境。只有整个社会形成容才的风气和

社会心态，容才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五）育才是人才工作的基础工程

育才，就是孕育人才、培育人才的过程，着力

解决的是天下英才如何“育得出”、如何后继有人

的问题。人才是稀缺资源，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只有既用才又育才，实现用才和育才的辩证

统一，形成自觉育才的社会意识，自觉维护人才

成长的环境，实施培育人才的工程，人才之流才

能源源不断。
对于具体的用人者来说，人才从何而来？不外

乎两种途径：一是外部访求；二是内部培育。这两

个途径所获得的人才，都有一个培育和再培育的

问题。人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再

好的人才，也得不断地学习才能成长。学习是终身

的，人的教育也是终身的。只有不断地对人才进行

培育和再培育，才能保证人才之流源源不断。育才

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外部访求和引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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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培育。人才不能过度使用，必须建设性地一边

使用，一边培养，不断地为人才“充电”，使人才的

使用，成为用才和育才辩证统一的过程，使人才成

为永葆活力的可持续性人才，反对掠夺式的人才

使用方式。另一方面是对内部人才的孕育和培养。
人才的获得，引进是支流，培养是主流。人才从何

而来，说到底，要靠社会的培养。每一个用人者、每
一个用人单位，都有育才责任。只引进不培育，是

竭泽而渔的用人方式，靠相互挖取人才来谋求自

身发展，是人才竞争中的零和博弈。人才流失自然

处于不利局面，得到人才者也未必就是赢家，其用

人的成本、用人的风险急剧增加，人才的质量也大

打折扣，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循环。
育才，需要担当。育才是一项基础性工程，需

要付出大量的成本。与直接引进人才相比，培育人

才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不符合用人者的“经济

理性”，因此抢人挖人往往成为个别单位迅速形成

人才高地的“终南捷径”。由此不难看出，人才培育

工作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它既需要用人者具备

着眼于搞好本单位人才工作的危机意识、自觉意

识，又需要用人者具备着眼于国家乃至世界人才

永续工程的大局观，要有为社会、国家、民族乃至

人类长远服务的大局意识和历史担当。

三、自觉坚持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

才观指导新时代的人才工作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

激烈……。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

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

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

心。”“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就难以顺利实现。”[3] 因此，我们必须增强人才工

作的忧患意识，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才

观指导新时代的人才工作。
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育才，作为人才工作

的关键性环节，构成了人才发现、人才成长、人才

使用（前、中、后）、人才培育的系列完整环节，形成

了完整的人才工作实践逻辑进程。这些环节，既各

有特点，又浑然一体，从知、情、意、行 4 个方面全

面呈现又综合蕴含了人才工作实践的辩证法。
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

才的雅量、育才的担当，形成新时代的聚才良方，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人

才工作实践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反映了习近平对

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高瞻远瞩，构成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观的核心内容，这一人

才观有着科学的人才认知、深切的人才情怀、强烈

的人才意愿、明确的人才方略，蕴含着丰富的马克

思主义的认识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是建立在马

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

才观，是新时代建设人才强国、实现民族振兴的行

动指南。
当今世界各国已经日渐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命

运共同体，世界的发展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天下英才已经成为共享共建的世界性资源，我

们必须自觉坚持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指

导新时代的人才工作，既为本国的发展奠定基础，

也为世界的繁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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