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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淀佐　　承蒙杨敬东同志惠赠他的新著《潜人才学》，展卷之际，首先脑子里产生一个司题，
什么是“潜人才”？
这也能写成一本书么？
及至翻查目录，看到有潜人才的既念、特征和类型等内容，方才知道这是经过研究之后，给出了明确
界定和解释，并且不是拍脑子任意写出的解释，而是经过缜密的思考，查阅了大量资料，古今中外，
旁征博引，反复推敲之后写出来的。
到这时，我才感到这不是一本应景之作，而是一本力作，由此而对这本书产生浓厚的兴趣。
继续读下去，这才又进一步了解到潜人才的发现，社会评价考核，社会承认，埋没和机遇，脱颖而出
的环境和开发等丰富内涵，感到这本书有概念，有观点，有众多的实例，有实用性的方法，可谓集其
大成。
　　掩卷之余，不仅又产生一个想法，如此系统全面地讨论潜人才和潜人才学，这要下多大的功夫？
要用多长时间的积累？
杨敬东同志在书的后记里说到他写这本书向过程和他本人与这门学问相关的生活、工作经历，回答了
这个问题。
他长期从事亏人才和人才学有关的组织人事工作，从发表首篇研究论文到成书，魂萦梦绕20年，其间
又经过对第一个版本15年的提升锤炼，才铸成今天的新作。
　　杨敬东同志是我的老朋友，是那种很谈得来的、有同好的朋友。
提到这位远在我曾经生活、工作近40年的湖南长沙的老朋友，自然想到他勤奋好学、勤于治学、孜文
不倦、为人诚恳谦虚，且又博闻广记、兼收并蓄的风范。
难怪他写出了关于人才学的好书，因为他自己就不愧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我曾经长期在学校当教师，接触过大量的年轻学子，其中不乏优秀拔尖人才，也做过一段教育与
科技部门的管理工作，对于认识人才、培养人才、选用人才有粗浅的体会，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读了杨敬东同志的著作，感到非常有收获，使我在这方面零碎的定性认识得到提高。
敬东同志虽已年过花甲，仍然壮心未已，志在千里，笔耕不辍，相信他会取得更多的成绩，也祝愿他
作出更多贡献。
　　2004年余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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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潜人才学是人才学最为重要的分支学科。
专门论证研究潜人才问题的《潜人才学》，是迄今为止国内人才学研究领域中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人才问题是重大战略问题，古今同理。
得人才者得天下、兴天下，得民心、顺民意。
新世纪新时期新阶段的人才强国战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任何人才都要经历从“潜”到“显”的孕育和显露的过程。
这是人才发展的规律，“潜人才”成为“显人才”的突出难题，一是社会承认(评价、考核、发现)，
二是社会埋没(外在的、内在的因素，解决潜人才被社会埋没的对策)。
这两大难点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本书还全面论述在潜人才转化为显人才、让大量的潜人才为强国的伟大战略任务服务中脱颖而出时
，解决好潜人才的环境机制和开发潜入才的战略研究，以及由“潜人才”成为“显人才”中必然会遇
到的机遇、潜能等特殊问题。
    人人可以成才。
你想成为人才吗？
你想使“潜人才”成为“显人才”，充分发挥你的创造能力、聪明才智吗？
《潜人才学》将给你以有益的启示，指点出一条正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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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敬东江苏铜山人，1943年生。
全国人才学专家，人才学“最为重要的分支学科”（敢峰语）潜人才学的开拓者。
1966年7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先后任太原《西山矿报》驻矿记者，《西藏日报》编辑、记者，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
研究室主任，湖南省文史馆副馆长，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巡视员等职。
     
    杨敬东是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始于第一届）兼学术委员，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学专业委员会副理
事长，湖南省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中南大学兼职教授，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客座教授，湘潭大学和湖南商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管
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湖南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湖南院士联谊会特约研究员，湖南名人网顾问
。
     
    著作有《潜人才学纲要》、《人才选拔古今谈》、《人才开发与现代化》、《怎样开发你的潜能》
、《当代人才问题新视角》、《潜人才学》等百余万字。
《潜人才学纲要》1992年获湖南省首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1997年获全国优秀人才学著述二等奖
、1999年获国家人事部人事科研成果评审二等奖。
发表的人才学论文有的在国际会议上交流，有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或获全国、
全省优秀论文奖。
主持或组织的重要课题，多项获得中共中央组织部优秀调研成果一、二等奖。
曾任多部著作的主编或副主编。
其中，主编《三湘院士风采录》（1—4卷）等，总字数超过百万字，并牵头为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
起草人才政策的重要文件。
     
    《中国百科学者传略》（一）、《中国当代著作家大辞典》等数十种人物词典中收有杨敬东的词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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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明评《潜人才学》的一封信  我国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潜人才问题的力作——评杨敬东《潜人才学
》  向教育界推荐《潜人才学》  希望《潜人才学》真正为世人所识主要参考文献后记再版后记三版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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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人才，是以创造性的劳动为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任何人才都有一个从潜到显的孕育、显露过程。
人才学上讲的创造期，就是指潜人才的活动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他们尚未得到社会承认，面临许多困难、曲折，所以，潜人才是人才成长、显露的
艰难期。
而人才由潜向显的转化，是人才发展的普遍规律。
潜人才面前有两条出路，要么得到社会承认，从而在更加优越的条件下从事创造性劳动，初级人才可
以成为中级人才、高级人才，高级人才可以成为杰出人才、伟大人才；要么得不到社会承认，被压抑
、埋没。
因而，要开发人才，就必须着重开发潜人才。
　　潜人才是显人才的后备军。
离开潜人才，显人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潜人才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在人才学研究领域里，潜人才问题也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千千万万的人才，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两个突出的矛盾．即丰富的
人才资源与人才匮乏的矛盾，潜人才成才与社会承认的矛盾。
前者是解决人才社会化的问题，后者是解决潜人才脱颖而出的问题。
大批潜人才没有及时被社会承认，是加剧人才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立潜人才学，促进潜人才的开发实践，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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