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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

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制造业作为实体经

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要坚

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加快

建设制造强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要“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作为优先

的战略性资源和核心竞争力，人力资源为我国企业

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更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不竭动力。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更

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人力资

源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有利于针

对性采取措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再上台阶，

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大局。

 一、文献述评

（一）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研究

人力资源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构成，

在促进就业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人力资源服务业“一直缺乏一个合适的

概念”[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将人力资源服务业纳

入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人力资源服务业能够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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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人事代理、人才推荐、人员培训、劳务派遣

等人力资源服务”。2014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

务业的意见》，将“人力资源服务业”界定为“为

向劳动者就业和职业发展，为用人单位管理和开发

人力资源提供相关服务的专门行业”。 

当前，学界对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梳理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

展历程。于飞和吴红蕾（2018）将我国人力资源

服务业分为起步阶段（1978—1991 年）、探索阶

段（1992—2000 年 ）、 快 速 发 展 阶 段（2001—

2010 年）、转型发展阶段（2011 年至今）四个阶

段 [4]；田永坡（2019）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视角

回顾了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创新与发展，基于行业

发展背景和特征，将其历程划分为起步探索阶段

（1978—1991 年）、业态多元发展阶段（1992—

2001 年）、体系形成阶段（2002—2012 年）和创

新完善阶段（2012 年至今）四个阶段 [5] ；王书柏

和朱晓乐（2022）认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遵循“人

才流动—行政化人才市场—人才服务业—市场化

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渐进式发展历程，主要分为

初期的行政化动能（1949—1991 年）、市场化转

型（1992—2006 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蓬

勃发展时期（2007 年至今）[6]。二是分析影响人

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董良坤（2019）

以上海为例，提出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转型升级

应以体制改革、平台整合、产品提质、技术应用、

政 策 赋 能 和 服 务 升 级 为 导 向 [7]； 李 燕 萍 和 李 乐

（2022）基于实证数据构建了人力资源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规模增长、结构

优化、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影响

维度 [8]。近年来，随着社会与科技不断进步，人

工智能 [9] 、大数据 [10] 等前沿技术对人力资源服务

业发展的影响，以及灵活就业 [11]、平台化转型 [12]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3] 等新形势下人力资源服务

业转型发展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就要求经济发展追

求高水平、高层次、高效率、可持续。在当前向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作为实

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要且紧迫。目前，学界尚未形成“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统一定义，国家相关文件也未专门明

确此概念。余东华（2020）从生产要素、资源配置、

品质提升、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等五个层面对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评价 [14] ；曹武军等（2021）

提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多维概念，并将其

定义为在绩效、创新、结构、开放和绿色五个维

度的全面性发展 [15]。本文认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主要为轻纺工业、资源加工工业以及机械、电子

等制造业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智能化、

高端化、绿色化等多维度全面发展。

当前，学界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水平测度问题。学界大多采用指标体系法构建发

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 [16]，也有学者采用核心变量

法 [17]、熵权法 [18] 进行发展水平测度。二是分析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创新要素

协同 [19] 、技术路径创新 [20] 、产业协同 [21] 、产业

聚集 [22] 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时，

学者也探索了环境规制 [23] 、人力资本 [24] 、金融行

业 [25]、智能制造 [26] 、“双碳”政策 [27] 等对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影响。

（三）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关系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的价值或生产

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陈亚楠（2021）

提出人力资源从人才发展、劳动成本和人才效能三

方面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8] ；杨仁

发和郑媛媛（2022）基于 2006—2019 年中国省级

面板数据，认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能够促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 [29]；张红霞等（2022）则提出地区人

力资本水平提高可以对产业协同聚集的经济高质量

发展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30]；谢思和任珍珍（2023）

基于 2014—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人力资源

资本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积极影响 [31]。此外，

李本庆等（2022）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验证其对

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为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

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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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32] 。

总的来看，现有文献对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重

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之间的关系仍缺乏定量研究。本文将尝试建立

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指标体系，基于数据相对齐

全的省份人力资源服务业及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人力资源服务业及其构成维度对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

（一）样本选择

经梳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

服务业近十年相关数据，考虑多数省份 2019 年及

之前数据未公布或公布较少、2023 年数据未完全

公布，同时，经济不发达省份数据公开较少，本文

最终在 GDP 超过 5 万亿元的省份中择取数据相对

齐全的 8 个省份（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

山东省、四川省、湖北省、河南省）人力资源服务

业及 1960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 2020—2022 年数据作

为样本，得到 5040 个观测值。以上数据主要来源

于各省历年统计年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及 CSMAR 数据库。为排除极端值影响，

本文对财务数据变量进行了前后 1% 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周泽将等（2022）

和黄渤等（2023）的做法 [33] [34]，选择全要素生产

率作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程度的指标。当前测算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主流方法有 OP 法和 LP 法（黄渤

等，2023；周泽将等，2022）。任胜钢等（2019）

认为 OP 法要求企业真实投资必须大于 0，这一限

制将会导致本来就有限的样本量进一步损耗而影响

测算结果，而 LP 方法可以解决样本损耗问题 [35]。 

考虑本文研究样本量有限，为减少损耗，参考周泽

将等（2022）的做法，选择 LP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2. 解释变量。本文参考李燕萍和李乐（2022）

的做法，以“规模增长、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和

协调发展”作为一级指标构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

展指标体系，分别设置“行业规模、服务对象规

模”“行业结构、服务对象就业结构”“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作为二级指标（见

表 1）；并基于熵值法复合测算人力资源服务业指

数。另外，为提升回归结果可读性，本文将该指

数乘以 100 并最终用于后续回归。

              表 1  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方法 属性

规模增长

行业规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量 ( 万家 ) 正向

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 ( 万人 ) 正向

服务对
象规模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人数（万人） 正向

劳动力 ( 万人 ) 正向

结构优化

行业结构

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 / 第三
产业就业人员 (%)

正向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业 全 年 营 业 收 入 /
GDP(%)

正向

服务对象
就业结构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 全年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

正向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 全年城
镇新增就业人员 (%)

正向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万人） 逆向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 逆向

创新驱动

创新投入

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万人次）

正向

培训急需紧缺人才（万人次） 正向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万人次） 正向

取得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人数
（万人）

正向

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人数
（万人）

正向

创新产出

人力资源服务业全年营业收入
( 万亿元 )

正向

帮助找工作或换岗 ( 亿人 ) 正向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单位（万家） 正向

协调发展

收入分配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 ( 元 )

正向

社会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正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正向

3. 控制变量。本文在实证中对以下变量加以

控制：司龄（观察年份减公司注册年份）、公司

规模（公司总资产取对数）、大股东持股比例、

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增速等。

（三）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周泽将等（2022）和王阿娜（2023）

的做法 [36] ，构建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

模型进行分析：    　   

其中，TFPi,t 代表公司 i 在 t 年的全要素生产

率表现。Human  resourcei,t 表示样本公司在构建人

力资源服务业所属省份 t 年的发展指数。Controlsi,t

表示所有控制变量的特征向量。为控制不可观测

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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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随时间、个体等情况变化因素 , 本文分别设置

μt  为年份变量以及 εi,t 为残差项。

（四）实证分析

1. 描述性统计。从表 2 中可以看到，公司全

要素生产率的标准差为 0.92，最小值为 5.74，最

大 值 为 11.81， 均 值 为 8.26， 中 位 数 为 8.20， 反

映了样本上市公司当前整体全要素生产率较好，

但公司间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差异较大。从人力资

源服务业发展指数来看，标准差为 110.1，最小值

为 8.31，最大值为 332.6，均值为 141.4，中位数

为 116.5，反映了样本省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程

度不一，但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上市公司司龄最

小值为 9，最大值为 39，均值为 21.27，中位数为

21，说明观察样本的司龄较小，总体还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资产负债率最小值为 6.93，最大值为

92.52，均值为 39.57，中位数为 39.03，说明超过

一半的公司拉高了总体的负债率水平，我国制造

业上市公司普遍面临融资约束。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全要素生产率 5040 8.260 0.920 5.740 8.200 11.81

人力资源服务业发

展指数
5040 141.4 110.1 8.310 116.6 332.6

司龄 5040 21.27 5.750 9 21 39

公司规模取对数 5040 22.11 1.120 19.94 21.98 26.02

大股东持股比例 5040 31.23 13.76 8.420 29.20 69.96

资产负债率 5040 39.57 18.40 6.930 39.03 92.52

净资产收益率 5040 5.820 7.860 -28.49 5.690 29.40

营业收入增速 5040 14.66 31.38 -56.12 10.80 148.3

2. 基准回归检验。从表 3 可以看到，第（1）

列显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指数对样本公司全要

素生产率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源服务

业健康发展可以赋能制造业公司高质量发展。按

照中介效应检验三步法的思路，本文采用温忠麟

等（2004）和毛其淋等（2022）的做法 [37] [38] ，在

基准模型基础上设置了中介效应检验三步法进行

机制检验。第一步，检验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指

数是否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此结果显示显

著为正。第二步，通过检验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

指数能否显著影响中介变量，即提升创新投入，

如第（2）列所示，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人力

资源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可以为公司创新投入提供

良好的环境，从而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第三步，

检验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指数和中介变量（创新

投入）同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如第（3）列

所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指数和创新投入均显

著，且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指数的系数有所下降，

说明人力资源服务业健康发展能促进样本公司加

大创新投入，进而推动样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水

平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表 3  基准回归检验情况

变量
(1)

全要素生产率

(2)

创新投入

(3)

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指数

0.000296*** 1.89e-05*** 0.000196***

(7.54e-05) (3.41e-06) (7.43e-05)

创新投入
- - 5.239***
- - (0.439)

司龄
0.00252** -0.000342*** 0.00431***

(0.00124) (4.78e-05) (0.00121)

公司规模取

对数

0.609*** -0.000351 0.611***

(0.00738) (0.000325) (0.00719)

大股东持股

比例

0.00378*** -1.44e-05 0.00386***

(0.000468) (1.82e-05) (0.000458)

资产负债率
0.00786*** -4.61e-05** 0.00810***

(0.000522) (2.17e-05) (0.000509)

净资产收益率
0.0199*** 4.96e-05 0.0196***

(0.00125) (6.98e-05) (0.00129)

营业收入增速
0.00138*** 2.97e-05** 0.00123***

(0.000328) (1.28e-05) (0.000329)

常数项
-5.867*** 0.0418*** -6.087***

(0.147) (0.00646) (0.145)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040 5040 5040

R-squared 0.742 0.028 0.755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 ***分别表示在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若为小数，

则保留至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字，否则精确至小数点后

三位。稳健标准误经过公司层面聚类处理，后表同。

3. 稳健性检验。从表 4 中可以看到，一是基

于一级指标和行业稳健性检验。分组回归发现四

个维度对样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均有显著正

向影响。二是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目前测算全要

素生产率除主流的 LP 法外，还有 OLS 法、FE 法

和 GMM 法等，本文逐个采用这些方法进行了稳健

性检验，结果如第（5）（6）（7）列所示，人力

资源服务业发展指数系数为正，且在 5% 水平上显

著，验证了前文结论。

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117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二
四
年   

第 

五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一是人力资源服务业对提高样本公司全要素

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此作用主要通过

促进样本公司加大创新投入实现；二是人力资源

服务业指标体系一级指标“规模增长、结构优化、

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同样对提高样本公司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二）政策启示

人力资源服务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

有力的人才支持，在保障充分就业和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方面作用举足轻重。在国家精准施策以及

社会、行业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人力资源服务

业发展至今已初步形成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并展

现出专业化、数字化、多元化、标准化、品牌化、

国际化等特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看到成绩的同时，也需要重视人力资源服

务业在“总量规模、服务功能、服务质量、专业

化程度、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存在的“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总体水平不高等问题”[39] 。《决定》

提出要“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明确要“完

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核算，

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本文认为，人

力资源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健康规范发展将能大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建议可从“提升规模、优化结构、创新驱动、协

调发展”四方面针对性采取措施，进一步推动人

力资源服务业迈入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1. 多措并举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规模增长。人

表 4 稳健性检验情况
  

分组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全要素
生产率

(2)
全要素
生产率

(3)
全要素
生产率

(4)
全要素
生产率

(5)
全要素
生产率

（OLS 法）

(6)
全要素
生产率

（FE 法）

(7)
全要素
生产率

（GMM法）

人力资源服务业

发展指数

- - - - 0.000220*** 0.000227*** 0.000139*

- - - - (6.82e-05) (6.89e-05) (7.88e-05)

规模增长
16.51*** - - - - - -

(4.374) - - - - - -

结构优化
- 51.22*** - - - - -
- (18.19) - - - - -

创新驱动
- - 8.131*** - - - -
- - (2.411) - - - -

协调发展
- - - 5.881*** - - -
- - - (1.494) - - -

司龄
0.00248** 0.00265** 0.00255** 0.00251** 0.00410*** 0.00445*** 0.00150
(0.00124) (0.00124) (0.00124) (0.00124) (0.00111) (0.00112) (0.00134)

公司规模取对数
0.609*** 0.610*** 0.609*** 0.609*** 0.833*** 0.899*** 0.331***
(0.00738) (0.00743) (0.00738) (0.00738) (0.00666) (0.00671) (0.00785)

大股东持股比例
0.00381*** 0.00373*** 0.00377*** 0.00379*** 0.00396*** 0.00418*** 0.00217***
(0.000469) (0.000468) (0.000469) (0.000469) (0.000422) (0.000425) (0.000508)

资产负债率
0.00787*** 0.00784*** 0.00786*** 0.00786*** 0.00856*** 0.00885*** 0.00624***
(0.000522) (0.000523) (0.000523) (0.000522) (0.000492) (0.000501) (0.000539)

净资产收益率
0.0199*** 0.0197*** 0.0198*** 0.0199*** 0.0199*** 0.0200*** 0.0192***
(0.00125) (0.00125) (0.00125) (0.00125) (0.00117) (0.00119) (0.00130)

营业收入增速
0.00138*** 0.00139*** 0.00139*** 0.00138*** 0.00126*** 0.00119*** 0.00176***
(0.000328) (0.000327) (0.000328) (0.000328) (0.000297) (0.000298) (0.000356)

常数项
-5.867*** -5.951*** -5.859*** -5.862*** -8.472*** -9.283*** -2.243***

(0.147) (0.153) (0.148) (0.147) (0.134) (0.135) (0.157)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040 5040 5040 5040 5040 5040 5040

R-squared 0.742 0.742 0.742 0.742 0.856 0.870 0.488

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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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3 年度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我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计 6.99 万家，

从业人员 105.84 万人。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

规划指南》预测，到 2025 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

域人才总量为 6191.7 万人，人才缺口 2985.7 万人。

总的来看，面对制造业日益庞大的人力资源服务需

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现有规模仍显不足，亟需进

一步扩大。建议：一是积极引导市场主体进入人力

资源服务业。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发放租赁

公共物业补贴等方式鼓励市场主体独资或者参与设

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鼓励在制造业成熟产业片区

设立精准服务行业重点领域企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商、外资在境内投资设立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二是积极做好人力资源服务业的

服务工作。支持建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孵化培育基

地，对拟投资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主体给予政

策指导和设立服务；严格按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管理规定》执行设立条件、行政许可和备案，不提

高准入门槛；支持政府与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之间

联合设立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发挥人才集聚效应，

为入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上门公共服务等。

2. 培优扶专优化人力资源服务业市场结构。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发展规

模偏小，服务层次和技术含量偏低，缺乏具有带

动效应的知名龙头机构，竞争力普遍不强 [40] ，不

利于支撑制造业长远高质量发展。建议：一是支

持培育一批人力资源服务的龙头机构。各地政府

可出台激励措施打造一批行业领先、服务质量和

信誉良好的龙头企业，发挥行业引领示范作用。

比如，可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营业收入突破一定

规模时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支持本地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在境内外上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二

是定向培育人力资源服务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

可在人力资源测评、大数据分析应用、软件服务

等细分服务领域，以及轻纺工业、资源加工工业

以及机械、电子等制造业细分专业领域，培育一

批专业性强、市场占有率高、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领军企业，在宣传推介、供需对接、奖项申报等

方面给予特别政策和资源支持。三是积极培育人

力资源科技型企业。互联网和大数据广泛应用开

启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进程，

也拓展了人力资源服务业的范畴和产品维度，提

升了行业的科技属性及发展水平。在此背景下，

应积极推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数字化转型，鼓励

和支持达到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请成为数

字化转型标杆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高新

技术企业等，按政策规定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奖励。

3. 强化投入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加大人力资源服务业人才培养

和业务创新，将有助于促进制造业提高创新活力，

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建议：一是强化人

力资源服务业人才培养投入。对市场主体设立人

力资源服务业培训基地、见习及实习实训基地的，

面向公众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相关技能培训的，

由财政给予常态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支持人力

资源行业协会或龙头企业面向行业员工、社会人

员、院校学生等开展市场化、专业化的技能评价

服务；鼓励从业人员参加人力资源管理师职称考

评，对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业一定年限取得高一级

职称且仍从事此行业的个人，由财政发放一次性

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加大对制造业行业重点领域

企业所需的高层次专业技术、数字化转型等急需

紧缺人才的培养力度，为之提供就业服务、职业

发展规划与咨询等支持。二是持续推进人力资源

服务业业务创新。可在人力资本深度开发、人力

资本产权交易等新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助推人力

资源服务业向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服务业发展，

以丰富人力资源保障形式，进而强化对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运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推

动管理咨询、测评、服务外包、薪酬设计、绩效

管理等业务领域开创新局面，扩大网络招聘、协

同办公、在线培训等在线服务覆盖面；组织人力

人力资源服务业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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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服务创新发展活动，定期开展人力资源服务

业创新成果案例评选和宣传，对于获奖的项目给

予成果转化落地资金支持；提供财政补贴支持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发挥自身优势及影

响力积极举办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行业论坛以

及服务供需对接交流会等专业活动，为人力资源

服务行业的交流合作及创新发展搭建平台。

4. 优化环境助推人力资源服务业协调发展。

规范有序的营商环境是人力资源服务业健康持续

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人力资源服务业更好发挥

效能持续服务制造业的基石。完善营商环境既离

不开政府的“管”与“服”，也离不开行业自身

的规制。建议：一是强化政府监管与服务。发展

改革、教育、公安、财政、商务、税务、市场监

督管理等部门要按照《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要求做好人力资源市场的管理工作，积极营造良

好的行业发展环境；严格落实《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管理规定》，确保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日常

监督检查工作落实到位，有效规范人力资源服务

活动；强化对制造业重点领域企业落实社会保障

政策的检查，切实维护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不断拓展国家人力资源服务标准的宣

传广度和推广力度，对有潜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持续开展各类标准化培训，加大标准贯彻实施

的力度；支持和鼓励人力资源行业协会、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公司

标准；健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信用评价体系，加

强行业分类分级评定管理，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加强规范经营，维护行业秩序。二是强化行业

自律监管。行业协会及相关自律组织在促进人力

资源服务业诚信体系建设及健康有序、公平竞争

环境培育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应引导此类组织依法

依规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加强行业自律管理，与政

府监管形成合力，共同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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