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事改革的心理学原则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极盛

我国的人事制度有许多弊端
,

其 中之

一
,

就是干部
“

单位所有
”

调动非常难
、

这

就造成许多人才有心理压抑感 如果对此加

以改革
,

就会有益于人才的心理健康

人都是在集体中生活与工作
。

人们在生

活与工作中通过交往结成了各种心理关系
,

即人际关系
。

人际关系好坏对人的心理健康

颇有影响 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使 人 心 情 愉

快
,

心理上有安全感
、

有温暖感
,

提高人的

心理健康水平 不 良的人际关系使人心情抑

郁
,

心理上产生隔阂感
、

不安全感
,

降低人

的心理健康水平 当前由于人际关系紧张而

影响人才心理健康的现象在许多单位还是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

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有

助于提高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

允许人才

流动
”

应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 内容
。

人才按照客观需求科学地流动会有利于调节

人事关系紧张
。

过去我们的人员分配制度造

成有的一次分配定终身
。

两个人在一个组
,

情趣不投
,

长期人事关系紧张
,

彼此都不愉

快
,

对双方的心理健康都产生不 良影响 有

的两个人学术观点明显不同
,

研究的思路不

同
,

因此很难在一起搞一个课题
,

整天别别

扭扭
,

心情不舒服
,

但也只能如此
。

人才流

动就能较好地解决这类问题 两个 人在不 同

的课题组或不同的单位进行研究
,

不同的学

术观点有助于学术空气活跃
,

有助于科研的

竞争
,

也有助于心理健康
。

创造人才脱颖而出的心理环境是人事制

度改革的另一个心理学原则 人才成长有主

观因素
,

也有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靠自己勤

奋工作
,

勇于实践
,

敢于创新 人才成长的

客观因素很多
,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人才

成长创造一个脱颖而出的心理环境
。

成才光

荣
,

拔尖光荣等都是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心

理环境

要造成
“

成才光荣
”

的社会舆论
,

为了

四化
,

为了中华而成才是光荣的
,

是值得称

道的 成才光荣的社会舆论不仅可使正走在

成才之路的人们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
,

敢于

成才
,

敢于奋斗
,

而且可消除不 良的社会舆

论对他们的心理压力
,

鼓励与支持一些人走

上 成才道路 同时还可使已经成才的人产生

光荣感与荣誉感
,

进一 少激发他们的责任心

与工作热情

要形成成才的社会风尚 风尚是一种社

会心理
,

是集体的心理状态 形成成才风尚

就是使社会成员追求成才
,

成才可以使他们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青年 人特别是女青年对

审美的正当追求无可非议
,

但要把他们的注

意力引导到对成才的追求 社会  形成买书

热
、

读书热
、

自学热
、

业余学习热
、

函大学

习热等
,

都有助于形成成才风尚

要形成拔尖光荣的风尚 现行的 人事制

度与传统的习惯势力不刊于人才拔尖
,

在某

些悄况 下
,

还对拔尖人才产生压抑作用 各

行各业的人中都有拔尖的人
,

这是客观存在

不依人们意志转移的事实 拔尖的人引起人

们的注意与议论也是正常 的心理现象
,

这也

是不依 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事实 事物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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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
“
专业对口

”

魏金华

不久前
,

闻一怪事 一位朋友告诉我
∃

某科研单位拟调他一年多
,

业务考核
、

政治

审查均通过
,

档案材料 也早已过去
,

可最后

被调入单位组织部门卡下
,

理 山是
“

专业不

对口
’ , “

搞社科研究学理科的不行
”

虽

经调人业务部门和组织部门多次交涉
,

结果

仍然未调成 我深为朋友惋惜
,

因为本人熟

知
,

这位朋友已有的科研成就足以证明 池是

块研究社会科学的
“

料
”

现在
,

有些单位进行人事安排时
,

动不

动就出言以
“

专业对 口
” ,

意思 也 简 单 明

确
∃

你学什么专业
,

就做什么专业的工作

这似乎很有道理
,

文件中也确能找点干则民

殊不知
,

如此笼统强调
“

专业对 口
” ,

就苦

了许多长期在实际工作中专长发生很大变化

的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

君不见
,

毛泽东是中等师范生
,

你要他

专业对 口
,

中国革命史恐怕得重 写 了
%

鲁

迅
、

郭沫若都是学医的
,

你要他 的 专业 对

口
,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另一幅画面了
%

于光远 & ∋ (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

你非

要他专业对 口
, ,
卜国就少一位著名的经济学

家 其实
,

现在分布在各个领域
、

各个 部

门
,

各种岗位上的行家里手
,

也都不乏
“

专

业不对 口
”

的人 那些当中央委员
、

部长
、

省长
、

市长
、

县长的
,

就不是什么
“

长
”

专

业院校培养出来的
,

他们一般都是在实践中

努力学习
,

顽强奋斗
,

经过考验而成长起来
、

锻炼出来的 过去的社会条件尚能使个人能

力得以发挥
,

使众多杰出人物脱颖而出
∃

今

天
,

更应该是 人才辈出
、

群星灿烂的时代

四化建设和改革正在深入发展
,

需要大

量的各方面的人才
,

尤其需要综合型人才

这就要求用人必须贯彻科学原则
∃

用 其 所

学
%

用其所长
∃

用其所能 对于适合千所学

专业工作的人
,

要
“

用其所学
” ,

让其独挡

一面
%

对于在某方面有特长的人
,

要
“

用其

所长
” ,

让其得天独厚
%

对具有综合型才能

的人
,

要
“

用其所能
” ,

让其独挡多面 只

有用人科学化了
,

各种人才在各行各业按其

实际才能
“

各就各位
”

了
,

才会释放出最大

能量
,

推动四化大业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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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性易引起人们知 觉
、

引起 人们注意 一

个人穿着新式衣 服 走 在 街上
,

立刻会引起

人们的注意与评议 拔尖的人具有新颖性
,

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议论 有人对拔尖的人

产生羡慕感
,

向他们学习
,

积极进取 有人

对拔尖的人产生嫉妒心
,

产生忌恨
、

怨恨
,

闲言碎语接踵而来
,

甚至散布流言蜚语
,

企

图扼杀拔尖人才 目前我们对拔尖人才
,

特

别是中青年拔尖人才
,

尚没有给他们创造一

个良好的使之脱颖而出的心理环境 例如在

科研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

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评审委委员会
、

学报编委委员中
,

中青

年科技人员所占比例寥寥无几
,

这些都不利

于人才成长 不 利于拔尖人物
,

特别中青年

拔尖人物脱颖而出 我们进行人 事 制 度 改

革
,

就是要创造一个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
,

尤其是心理环境
,

就要逐步建立与健全促进

人才脱颖而 出的心理环境的具体 政 策 与 条

例
,

使脱颖而出的拔尖人才受到政策保护与

心理保护
,

使人们敢于拔尖
、

勇于拔尖
、

乐

于拔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