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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industry will not only benefit job 

opportunities employment rate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dustry in a region, but also help to 
improve the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t ha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Jilin 

Province, as an underdeveloped part of China has lagged behind other provi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paper dealt with some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ver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firms, relevant government service department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in the province, and offered some proposa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stimulation, 

association functions and company construc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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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不但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就业岗位和就业质量，促进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整体管理水平，

而且有利于扩大现代服务业的规模，优化服务业结构。吉林省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滞后，通过对吉

林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政府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的现状的分析，挖掘存在的问题，进而从政策鼓励角度、行业

协会作用、企业自身建设等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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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人力资源服务业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

就业岗位和就业质量，促进本地区的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整体管理水平，而且有利于扩大现代服务业的规模，

优化服务业结构，成为国家或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吉林省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

滞后，在调结构转方式的经济环境下，人力资源服务业显得尤其重要，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1 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现状 

1.1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的发展 

据调查，2014 年吉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计共有 144 家正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这些企业中，

成立时间最早的是吉林省外国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 3 月，其它大部分企业成立于 2000 年

以后。这些企业发展速度较快，整体布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从企业提供的人力资源服务项目上看，90%

以上的企业都提供人才派遣服务，80%企业提供人事代理及人才培训开发服务，50%左右的企业可以提供

人才招聘、管理咨询和人事外包服务，极少量的几家企业可以提供人才专业测评和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服

Copyright © 2017,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2128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Computer and Society (EMCS 2017)
Advances in Computer Science Research (ACSR), volume 61



务( E－HR) 的企业。 

1.2 政府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作用 

吉林省有吉林省人才交流开发中心、长春市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吉林省开发区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吉

林市人才服务中心、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等 50 余家政府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这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除了

办理本身的行政事务外，大多也提供人才招聘信息、大学生就业信息、人事代理和劳务派遣等服务项目。

其中，省市级人才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人才培训服务，其他的人才交流中心服务项目多是人事代理服务和人

才招聘信息服务。 

1.3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的发展 

吉林省人才服务协会成立于 2002 年，隶属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是吉林省内唯一的人才

交流服务行业组织。目前，协会发展团体会员 110 个，其中高校和科研单位 26 个，大中型企业 28 个，

省、市、县人才中介机构 56 个。长春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于 2016 年 5 月正式成立，已经发展会

员单位 79 家。协会组织对促进长春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带动吉林省其他全地区人力资源

服务业的规范管理起到积极作用。 

2 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业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  

近几年，国家虽然出台了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并多次就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提出明确要求，但多为宏

观部署，操作性不强。吉林省人才资源服务业产生的时间比较短，发展缓慢，市场监管手段还比较单一，

监管能力也比较薄弱，也缺少相应的行业法律法规，导致人力资源市场的混乱，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2.2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作能力有限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的产业链还不成熟，吉林省人力资 \源市场的发展，要求人力资源服务业形成初级、

中级、高级服务产品在内的结构完善、合理的产业链。但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目前在人力资源服

务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整个行业缺少活力，企业的创新意识比较薄弱。在竞争方面，吉林省人才资源服务

业处于一个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的状态。吉林省人才服务协会在制度上还不够健全，没有为整个行业营造

良好的氛围。 

2.3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发展层次较低 

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的整体规模比较小，且多为放养状态，运作模式比较陈旧，企业的内部机构

还不够完善。吉林省整体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比较单一，缺乏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体系。在业态划分方

面也比较粗糙，没有细致的划分，服务层次较低。企业内部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不高，专业性人才较少，

缺乏核心竞争力，致使企业在品牌构建以及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中比较艰难。 

3 促进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途径 

3.1 加大政策鼓励扶持行业发展 

吉林省要加大对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扶持力度，对人力资源服务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促进资金与人

力资源服务业的项目连接，引导人才资源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实行银行贷款的企业项目，提供一些优惠的

政策。对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税收也应实行减免鼓励政策，加速整个行业的发展。完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

能够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促进吉林省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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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挥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的作用 

从人才资源服务行业协会自身发展的角度，应完善组织、监督、沟通和协调等职能。首先，应该完善

整个行业的道德规范。要根据吉林省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依据国家宏观的法律法规，制定一些符合当地

发展的人力资源服务业行业的道德规范。 

通过制定行业准则、行业道德行为等，促进本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其次，加强行业

协会之间的协作职能。通过对人力资源人员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共享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一些情报加强交流，

扩大服务的规模提高服务质量。经常组织培训活动，使人力资源服务人员能够有较高的素质。  

3.3 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 

吉林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应该抓住自身产业的优势，不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走品牌化的道路，通

过企业的核心文化增强竞争力。随着人才资源服务业的发展，行业竞争会日益加强，服务企业要想在这样

的环境下立足就要坚持特色发展，就要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方案，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3.4 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的同时，要研究制定本地区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制定相关

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管理，使整个人力资源服务业更加地合法化，对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以及服务对象均有

约束力，做到有法可依，为其发展奠定法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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