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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倡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 面对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 、突飞猛进的科技进

步 、日益艰巨的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建设任务 ，从 ２００１年开始 ，人才工作

已从我国政府的施政重点提升为国家战略 ， 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

年计划纲要枠 提出要 “实施人才战略 ，壮大人才队伍” 。 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

枟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枠 ，明确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

目标和任务 。 ２００３年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了 枟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

作的决定枠 ，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人才工作步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 。

西部开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是整体性的综合开

发 ，人才开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从功能性的角度看 ，西部人才开发在整个

西部开发中的作用就是为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在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时代 ，此功能在西部开发中具有基础性 、战略性作

用 。从目标性的角度看 ，西部人才开发是西部社会发展 、人的发展的一部

分 ，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此目标在西部开发中具有重要地位 。

倡 吴江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 教授 ，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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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从那个角度看 ，西部人才开发的成效关键在于西部人才开发政策措施

的科学 、合理 、有效 。

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了大量的人

才政策措施 。勿容置疑 ，这些政策的成效是明显的 ，但人才开发不是一日之

功 ，目前西部人才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因此 ，根据西部

发展实际 ，针对人才开发的重点与难点 ，不断优化与完善西部人才开发政策

措施尤为必要 。

令人欣喜地是 ，胡跃福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枟西部

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调查与评估研究枠 ，对西部大开发以来的西部人才

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效果进行了系统调查与研究 ，并形成了高质量的研究成

果 。概括地说 ，该课题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

一是在国内人才政策措施评估研究尚不多见的情况下 ，依据人才学 、政

策学和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 ，立足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和人才资源开发的实

际 ，构建了区域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评估的框架体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 ，长期以来 ，我国不论是在实践领域还是学术领域 ，公共政策的分析与评

估研究都很薄弱 ，这已经成为我国公共行政政策优化的瓶颈之一 。因此 ，该

课题评估框架体系的建立 ，不仅对拓展人事人才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很有帮

助 ，也对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研究很有益处 。

二是采用了文献调研 、问卷调查 、会议研讨 、专家访谈 、实地考察等多

种实证研究手段 ，又运用了历史分析 、典型解剖 、比较研究等多种理论研究

方法 ，研究成果的科学性较强 、可信度较高 。

三是在丰富翔实的数据支持下 ，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了

具体分析 ，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效率与效能进行了客观评价 ，能为有关部

门优化与完善西部人才开发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 。

四是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 ，具有较强的资

料性 ，为今后西部人才开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和借鉴 。

提高人才开发能力 ，早日实现人口资源大国向人才资源强国的飞跃是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加强人才政策措施的分析与评估研究 ，为

优化人才政策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是人事人才理论研究者的责任与义务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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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之树长青 ，研究没有止境 ，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像 枟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

效果的调查与评估研究枠 这样的研究成果出现 。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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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西部大开发 ，人才是关键 。为了促进西部人才和西部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 ，中央和西部以及东中部各省市区党委政府实施了一

系列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投入了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力 ，作了不懈努力 。然

而这一系列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对西部人才事业的发展到底产生了怎

样的作用和影响 ，其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因此 ，适时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

实施效果 ，进行全面 、客观的调查与评估无疑很有必要 ，不仅对于我们客观

审视过去 ，准确把握现实具有重要价值 ，而且对于完善政策措施 ，促进未来

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

一 、本课题研究边界的确定

（一） 关于西部区域的界定

本课题研究的西部区域 ，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确认的范围 ，即

中国西南 、西北 １２个省市区和湖南湘西 、湖北恩施 、吉林延边 ３个自治州 。

２０００年 ，枟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枠 ［国发 （２０００）

３号］ 明确指出 ：“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 ，包括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

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青海省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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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西部 １２省市区面积为

６８５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的 ７１ ．４％ 。 ２００１ 年 ，经国务院西部地区开

发领导小组会议决定 ，同意湖南省湘西自治州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 、吉林省

延边自治州 “享受西部开发的某些政策 ，在实际操作中酌情予以照顾” 。 “国

家将在项目规划 、布局以及投资安排方面” 予以支持 （国西办综 ［２００１］ ２１

号等） ，从而形成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区域 “１２ ＋ ３” 的格局 。因此 ，本课

题研究的西部区域为 “１２ ＋ ３” 的范围 ，但在进行定量分析时 ，特别是与东 、

中部地区进行比较时 ，主要取西部 １２个省市区的相关数据 。

（二） 关于西部人才的界定

关于人才的界定 。本课题所界定的人才 ，从定性角度来说 ，坚持 “三要

素说” 观点 。 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枠 指出 ，具

有一定知识或技能 ，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 ，为 “三个文明建设” 作出积极贡

献的都是我们需要的人才 。在进行定量描述和分析时 ，依据国家有关部门确

定的人才统计口径进行 ，主要分为党政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专业技术

人才 “三支队伍” 和技能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 “两类人才” 。

关于西部人才的界定 。按照 “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的原则 ，不受空间

局限 ，所有已为和能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 ，都是西部人才政

策需要覆盖 、研究 、开发和服务的对象 。具体包括 ：西部的所属人才 （主要

指西部所属的各种单位和组织中的人才） 、所在人才 （主要包括中央在西单

位人才 、东中部省市在西单位人才） 、所用人才 （主要指以各种方式在异地

为西服务的人才） 。本书在进行定量分析时 ，主要为所属和所在人才 。

（三） 关于研究的时间边界

本课题研究的时间边界为 １９９９年底至今 ，即本课题研究的是从国家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至今实施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及其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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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功能与发展

（一）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基本功能

简明地说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主要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为促

进西部人才发展 ，规范西部人才开发行为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与对策 ，主要包

括有关西部人才开发管理的法令 、规章 、条例 、纲要 、规划 、制度 、意见 、

通知 、办法 、方法 、重要活动 、建设工程 、开发项目等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在推动西部人才事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功能 ，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

一是导向功能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是对于一段时期内西部人才开发的

系统部署 ，其基本任务是要将西部人才开发与各种不同领域 、不同特性的社

会资源与活动纳入到一起 ，把西部人才开发中表现出的复杂的 、多面的潮

流 ，纳入明确 、统一的轨道 ，从而推进西部人才事业更好 、更快发展 。正是

这种特性使得在某一时空范围内的西部人才开发具体工作都必须服从 、服务

于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确定的总目标 ，一定范围内的各个不同区域 、行业 、部

门 、组织的有关西部人才开发行动都必须受其引导和规范 。同时 ，西部人才

政策措施从本质上讲又是一种宏观决策 ，它具有决策 、控制 、协调等职能特

征 ，其目的是整合思想 ，统一行动 ，整体服务于西部人才开发事业 。

二是分配功能 。西部人才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经

济社会发展的众多方面 ，需要大量的人力 、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 ，而一定

时空条件下人财物资源又总是有限的 。而西部人才开发所需要的有限的资源

只有通过合理分配 ，才能被分阶段集结到将要实现的活动目标方面或领域

内 ，并最终实现整体目标 。从全局出发 ，按照西部人才事业发展要求 ，西部

人才政策措施通过协调不同区域 、 不同行业 、不同组织的人才资源开发行

为 ，分主次轻重 、分阶段地对人财物等各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将有限的资

源分配到人才资源开发最需要的地方去 ，以达到整合资源 、节约成本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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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促进发展的目的 。

三是协调功能 。西部人才开发涉及的是多个因素组成的有机系统 ，其总

系统又可分成若干个子系统 ，每个子系统均有其特定的功能 。只有各子系统

之间有序协调 ，才能确保总系统功能的实现 。为确保总系统功能的实现 ，西

部人才政策措施必须在西部人才开发的各环节 ，综合考虑各不同区域 、组

织 、人才类型的状况与发展要求 ，平衡各方的利益 ，使各主体都能发挥积极

性和主动性 ，相互协调 、共同配合 ，统一为达到总体目标而奋斗 。从这一理

解出发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就是从西部人才开发的总要求出

发 ，协调好各系统之间的关系 ，对各因素之间进行综合平衡 ，最终实现西部

人才开发总体的有序协调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 ，合理配置人才开发资源 ，

优化人才开发环境 ，协调人才开发步伐 ，是科学制定和实施西部人才政策措

施的关键 。

四是象征功能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除了对西部人才发展具有实际推动作

用之外 ，还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 ，发挥着重要的象征性作用 。这种象征性功

能不在于对西部人才开发的实际推动作用 ，而在于表明党和政府对西部人才

发展高度重视的立场 、态度 、决心和信心 ，在于影响人们对西部人才开发的

看法 、意识和观念 。

（二）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发展历程

我国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形成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 （１９４９年 － １９７８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之前 。这

一时期实施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主要体现在屯垦戍边 ，巩固国防 ，做好西

部民族地区工作的各项政策之中 。这一阶段包括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大西南时

期 、国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五” 、 “二五” 计划时期和 “三线建

设” 时期 。在这一时期 ，党和国家为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加强国防建设 ，

在向西部地区加大投入和重点项目建设力度的同时 ，为西部地区输送了一批

又一批领导干部 、技术工人 、知识分子 、专业技术骨干和解放军官兵 ，有力

壮大了西部地区人才队伍 。

解放军进军大西北大西南时期 （１９４９年 － １９５２年） 。这一时期 ，一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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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干部转为地方干部 ，成为西部地区领导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主要来

源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发展和进藏解放军进行

大规模的开荒生产 。 １９４９年 １０ 月 １２日 ，王震司令员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兵团第 ２ 、 ６ 军进军新疆 。 １９５０年 １月 ２１日 ，新疆军区发布驻疆部队

一律参加生产劳动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 １１万人开展就地驻防 、就地屯垦的

大生产运动 。 １９５３年 ５ 月 ，新疆军区根据毛泽东主席和西北军区命令 ，将

所属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 ① 。 １９５２年 ３月 ２１日 ，为坚决贯彻中

央 “进军西藏 ，不吃地方” 的方针 ，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联合作出决定

在拉萨西郊进行大规模的开荒生产 。同时 ，中央人民政府派来了中央民族卫

生工作大队 ，解放军驻藏部队也分别向江孜 、昌都 、丁青 、波密 、日喀则 、

阿里等地派出了卫生队 ，为西藏各族人民的防病治病做了大量的工作 ② 。

国家 “一五” （１９５３年 － １９５７年） 、 “二五” （１９５８年 － １９６２年） 计划及

三年调整 （１９６３年 － １９６５年） 时期 。这一时期 ，国家对西部的人才政策主

要体现在大规模投资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上 ，通过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建

设 ，党和国家向西部地区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 。 “一

五” 计划时期 ，国家对西部的开发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 ，这一时期全国基本

建设投资总额 ５８８ ．４７亿元 ，西部地区占 １８ ．５２％ ，其中西北占 １１ ．５３％ ；在

１５６项重点工程 （实际施工 １５０项） 中 ，仅西北的陕西省就有包括西安和咸

阳的纺织 、铜川煤矿和兵器项目等 ２４项 ，居全国各省 （区） 首位 ；甘肃有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 、兰州炼油厂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石油化工机械厂等项

目 ；西南地区共有 １１项 。在西部初步形成了以兰州 、西安 、成都等城市为

依托的新工业基地 。同时 ，还修建了成渝 、宝成 、天兰 、兰新铁路和青藏 、

康藏线等公路 。 “二五” 时期以及三年调整时期 ，是西部建设较快的一个时

期 。西部投资在全国的比重 “二五” 比 “一五” 上升了 ２ ．４个百分点 ，调整

①

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 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枠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版 。

国家援藏历史史料 ： 枟援藏大事记枠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http ： ／／www ．yuanzang ．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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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又比 “二五” 上升了 ３ ．１个百分点 ① 。国家对西部的大投资和大项目 ，

有力带动了西部人才的聚集与发展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 ，新疆军区生

产建设兵团成立并得到迅速发展 。 １９５４年 １０月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 ，下辖 １０个农业师 、 １个建筑工程师 、 １个建筑工程处 、 １个运输处 、南

疆和石河子 ２个生产管理处 ，总人口 １７ ．５４５１万人 ，其中职工１０ ．５５４６万人 。

同年 ，还招收了山东初 、高中毕业生及支边青年共计 ６５３１人 。 １９５９年 ５月

至 １９６１年 ，兵团按照国家计划接收安置支边青壮年和家属近 １０万人 。②

“三线建设” 时期 （１９６５年 － １９７８年） 。虽然国家宣布 “三线建设” 结

束是 １９８０年 ，但 １９７８年 “三线建设” 已基本接近尾声 。因此 ，本课题研究

将 “三线建设” 最后时期的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０年划归到了后一阶段的改革开放之

初 。 “三线建设” 时期 ，国家根据国防建设和战备需要 ，将东部地区大批工

厂迁往西部地区 。工厂的大迁徙 ，带来了企业领导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特别

是中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技术工人向西部的大迁徙 、大聚集 。 “三线

建设” 时期是西部人才数量大增加 、人才素质大提高的重要时期 。 “三线建

设” 历时三个五年计划 ，国家累计投资达 ２０００多亿元 ，相继建成了 １０条总

长 ８０００多公里的铁路干线 ，１０００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 、科研单位和大专院

校 ，形成了 ４５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一批新兴工业城市 ，以及以国防工业

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与生产能力 ③ 。 “三五” 计划所确定的 “三线” 建

设重点项目主要有 ：连接西南的川黔 、成昆 、贵昆 、襄渝 、湘黔等重要交通

干线 ；攀枝花 、酒泉 、包钢 、太钢等大型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 １０个

迁建和续建项目 ；以贵州省的六枝 、水城和盘县等 １２ 个矿区为重点的煤炭

工业 ；以四川省的映秀湾 、龚嘴 ，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 ，湖北省的青山等

火电站为重点的电力工业 ；以四川省天然气为重点的石油工业 ；以四川德阳

重机厂 、东风电机厂 ，贵州轴承厂等为重点的军工机械企业 。为集中建设

①

②

③

胡国成 ： 枟中国西部地区兴衰的历史进程枠 ，原载 枟中国投资枠 ， ht tp ： ／／www ．scge ．gov ．
cn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 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枠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版 。

胡国成 ： 枟中国西部地区兴衰的历史进程枠 ，原载 枟中国投资枠 ， ht tp ： ／／www ．scge ．gov ．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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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 地区 ，１９６４ 年至 １９７１ 年 ，国家有计划地把 ３８０ 多个项目 （其中大

部分是国防军工 、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 、 １４ ．５ 万人 、 ３ ．８万台设备从沿海

地区迁到 “三线” 地区 ① 。在 “三线建设” 期间 ，上海担负了支持大 “三线

建设” 的重任 ，先后向西部地区调派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 。上海

电机公司在 １９６３至 １９７２年间 ，有先锋电机厂 、跃进电机厂 、革新电机厂 、

五一电机厂和电动工具厂等 ９家企业 ，抽调了 ２５０２名职工和 １０００台设备迁

往西部 ；上海机床厂从 １９６３ 年到 １９７２ 年 ，共抽调了 ２５００ 多名职工和 １１８

台精密设备迁至陕西 ；１９６４年 ，上海柴油机厂抽调了 １４７３名职工 ，负责包

建贵州柴油机厂 ，并提供 １３５柴油机全部图纸 、工艺文件和生产设备 ；１９６３

至 １９７７年 ，上海机电工业系统共有近 １００ 家企业 ，抽调了 ４０３４９名职工和

近万台设备 ，随迁家属 ２６０００多人 ，分赴新疆 、甘肃 、陕西 、四川 、贵州等

地 ，支援大 “三线” 工业建设 。与此同时 ，新疆建设兵团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 。 １９５９至 １９７０年 ，新疆建设兵团接收安置了内地自愿支边人员 ２１ ．５ 万

人 ； １９５９至 １９７４年 ，安排各类大 、中专毕业生 １ ．２９万人 ； １９６０年至 １９７４

年 ，安置复员退伍军人 ８ ．２４ 万人 。 １９７４ 年 ，兵团人口增至 ２２５ ．７１ 万人 ，

职工增至 ９３ ．６６万人 。②

第二个阶段 （１９７８年 － １９９９年） ：改革开放之初至西部大开发之前 。这

一时期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有两个突出特点 ：

一是进一步突出了援藏援疆 。为加快西藏发展 ，中央先后召开了三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 ，号召和组织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 ，从人才 、资金 、技

术 、物资等多方面 ，大力支持西藏的建设 。 １９８０年 ３月 ，中央召开了第一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４ 月下发了 枟关于转发 枙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枛 的通

知枠 。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 ，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经济情

况 ，加大了对西藏的援助 ，并相应制订了各种优惠政策 。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 ，中

央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标志着全国性援藏工程的开始 。会议决定

①

②

胡国成 ： 枟中国西部地区兴衰的历史进程枠 ，原载 枟中国投资枠 ， ht tp ： ／／www ．scge ．gov ．
cn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 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枠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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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四川 、广东等省市和水电

部 、农牧渔业部 、国家建材局等有关部门 ，分两批帮助建设 ４３项西藏迫切

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项目 ，包括电站 、旅馆 、学校 、医院 、文化中心和中小型

工业企业 ，九省市为建设这 ４３ 项工程共投入了 １ ．９ 万人 ① 。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

中共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作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战略决策 。明确

了中央有关部委和 １５ 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 ，并确定援建 ６２ 个重点建设项

目 ② 。援疆工作突出体现在开展干部援疆工作 。 “九五” 期间 ，根据加快新

疆发展和维护新疆稳定的需要 ，中央决定从内地省市和国家机关选派 ２０００

名至 ２５００名热爱新疆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正确执行党的民族 、宗

教政策的党政领导骨干和专业技术骨干到新疆工作 ③ 。开展干部援疆工作 ，

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发展 、维护新疆稳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和部

署 。 １９９７年 ２月 ，由北京 、天津 、上海 、山东 、江苏 、浙江 、江西 、河南 ８

省市和中央及国家有关部委选派到新疆工作的首批 ２００多名援疆干部陆续抵

疆 ，拉开了干部援疆工作的序幕 ④ 。实践表明 ，援疆干部在新疆的改革 、发

展 、稳定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充分发挥了促进新疆发展 、维护新疆稳

定的工作队作用 ，先进思想 、先进经验的传播队作用 ，促进新疆与内地省市

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联络队作用 ，增进内地对新疆全面了解的宣传队作

用 。

二是在加强扶贫工作中实施了大量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主要体现在帮助

西部地区发展教育 、进行干部培训等扶贫与扶智的结合上 。自 １９９４年实施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以来 ，根据中西部 ，尤其是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最多 、

贫困程度最深 、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实际 ，１９９４ 年国家将 ５９２ 个国家重点扶

持的贫困县 ，８２％ 确定在中西部地区 ⑤
。西部地区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支

持的地区在以下扶贫开发工作上得到了国家的有力扶持 。

①

②

③

④

⑤

日喀则地区行署新闻办 ， 枟对口支援工作枠 ，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

新华社 ， 枟党中央领导情系世界屋脊枠 ， http ： ／／www ．zywask ．com ， ２００５年 ９月 １７日 。

枟新疆区情介绍 ：中央和各省市对口支援新疆枠 ， 枟新疆日报枠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枟新疆区情介绍 ：中央和各省市对口支援新疆枠 ， 枟新疆日报枠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枟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枠 ， 枟人民日报枠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第五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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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技教育扶贫 ，提高贫困地区干部管理水平和贫困农户的素质 。

１９９６年 ，中央有关部门制定了 枟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年全国科技扶贫规划纲要枠 ，加

强了对科技扶贫的政策指导 ，并安排了科技扶贫资金 ，用于优良品种和先进

实用技术的引进 、试验 、示范 、推广 ，以及科技培训等 。 １９９５ 年以来 ，国

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了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投入资金

超过 １００亿元 ，帮助这些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国家还组织科技人员到贫

困地区挂职任教 ，组织科研单位到贫困乡 、村宣传普及农业技术 。自 １９８６

年以来 ，科技部向贫困地区提供技术人员 ３万人次 ① 。

开展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定点扶贫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至 ２０００年底 ，

中央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 、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等定点帮扶的部门和单位

达到 １３８个 ，共派出 ３０００多名干部到贫困县挂职扶贫 ，直接投入资金 ４４亿

元 。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９年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先后有 ４ ．６万名干部到贫困县 、

村挂职扶贫 ，直接投入资金和物资折合人民币达 ８７ ．６２亿元 ，帮助引进技术

人才 １ ．３万余名 ② 。此外 ，各社会组织 、 民间团体和私营企业也积极开展

“希望工程” 、 “光彩事业” 、 “文化扶贫” 、 “幸福工程” 、 “春蕾计划” 、 “青年志

愿者支教扶贫接力计划” 、 “贫困农户自立工程” 等多种形式的扶贫活动 。

开展东西扶贫协作 。国家组织东部 １３个发达省市与西部 １０个贫困省区

在干部交流 、人才培训 、援建学校等方面开展了扶贫协作 。 １９９２ 年以来 ，

国家教委 、国家民委组织发达省市对口支援民族 、 贫困地区教育工作 ，新

建 、改建中小学 １４００所 ，救助失学儿童近 ４万人 ，培养和培训中小学教师

１ ．６万人次 ③ 。

第三个阶段 （１９９９年 － ）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大开发以来 ，中央和

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显著加强了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力度 ，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专门促进西部人才发展的政策措施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包

括中央对西部的人才政策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人才政策以及中东部地区支

持西部的人才政策等 。具体政策详见下一章 。

①

②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枟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枠 ， 枟人民日报枠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第五版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枟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枠 ， 枟人民日报枠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第五版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 枟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枠 ， 枟人民日报枠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第五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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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体系结构

一是按政策措施的实施主体分 ，有中央层级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主要

指中共中央 、国务院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办委制定实施的西部人才政策措

施 ；有西部省市区的人才政策措施 ，主要指西部省市区制定实施的人才政策

措施 ；有东中部省市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主要指东中部省市在完成中央统

一部署组织的任务之外 ，自行实施的支援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政策措施 。

二是按政策措施的功能性质分 ，以中央层级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为例 ，

可分为宏观部署 、人才培训 、干部交流 、人才智力支持 、教育发展 、吸引海

外人才智力等类别 。

三是按政策措施的目标指向分 ，有专门促进西部人才开发的政策措施 ，

如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 枟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枠 ；

有适用与惠及西部人才的公共人事人才政策措施 ，这类政策措施主要是指国

家出台的大量推动人才发展 、规范人才开发管理行为的公共人事人才政策措

施 ，它适用和惠及包括西部在内的全国所有地区 ；含有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内

容的科技 、教育 、经济政策 ，这类政策措施能直接或间接地为西部人才开发

服务 ，主要包括股权激励 、完善科技评估机制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发展西

部教育事业 、加大对西部经济科技的投入 、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等方面的

政策措施 。

三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内涵与分类

（一）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内涵

一般来说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是指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

后对西部人才发展状况及其环境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具体来说 ，主要是指

对西部人才资源的数量 、质量 、效能 、流动 ，西部人才环境与工作等的发展

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



l13　　　

（二）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分类

一是按效果方式划分 ：有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 。直接效果是指西部人才

政策措施在其实施过程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效果 ，即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对主体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及相关对象所产生的作用 。要评估一项政策措施

的直接效果 ，首先必须确定政策措施的目标和对象 ，明确政策措施对政策措

施对象所起的作用 。间接效果是指政策措施在其实施过程中间接表现出来的

效果 ，即有些政策存在这样一些效果 ，它在短期内不易为人们所察觉 ，但有

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表现出来 ，这就是间接的 、潜在的效果 。有

时 ，一项政策实施了却毫无成效 ，但是它的投入沉淀到另一项政策的运行过

程中 ，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发生作用 。

二是按效果范围划分 ：有局部性效果与全局性效果 。局部性效果是指对

西部的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等所产生的效果 ，全局性效果是指对整个西部或

整个西部的某一方面所产生的效果 。

三是按效果要素划分 ：有影响人才数量 、人才素质 、人才效能 、人才流

动等变化的效果 。其中影响人才数量变化的效果 ，主要包括人才总量 、人才

增长速度 、人才密度等的变化情况 。影响人才素质变化的效果 ，主要包括人

才受教育程度 、高层次人才占人才总数的比例等的变化情况 。影响人才效能

变化的效果 ，包括每百万国内生产总值所需人才数 ，科技成果登记数 、专利

授权量等的变化情况 。影响人才流动变化的效果 ，包括人才流入 、人才流出

的变化情况 。

四是按政策措施划分 ：有部分政策措施的效果与整体政策措施的效果 。

部分政策措施的效果是指单项 、数项或某类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所产生的效

果 ；整体政策措施的效果是指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整体所产生的效果 。

四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评估的实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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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估的实质

对某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 ，是一种依据特定的标准和程序对该政策实

施的结果所进行的分析活动 ，其实质是基于某种价值尺度而对这种结果所进

行的价值判断 ，其关键是要明确三点 ：其一 ，该项政策的实施所导致的结果

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即评判的对象是什么 ；其二 ，选取怎样的价值尺

度进行评判 ；其三 ，选取怎样的评估方法进行评判 。具体到人才政策实施效

果评估 ，我们认为首先需要选取恰当的评价指标 ，确立合理的评价标准 ，选

用适合的评估方法 ，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评估活动和所得出的评估结论 ，才

有可能是比较客观科学的 。

（二） 评估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效作出全面 、客观的评价和认

定 。人们所以要制定政策 ，决不是为了制定而制定 ，其根本目的应当是为了

实施后能够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 ，推动我们的事业更好 、更快地发展 。在实

际工作中 ，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热衷于无休止地制定 、颁布政策 ，对政策

实施的效果如何 ，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关心甚少 ，知之甚少 。这种只

顾耕耘 ，不问收获或少问收获的态度和偏向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要切实予

以杜绝 。同样 ，西部大开发后 ，中央和西部地方党委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西

部人才政策措施 ，但实施之后 ，如果不去做相关的评估反馈工作 ，那么它的

成效究竟如何 ，究竟有没有对西部人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就会不得而知 。

因此说 ，适时进行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评估 ，不仅是检验西部人才政策

措施实施成效的重要途径 ，而且是整个西部人才政策实施过程这一有机链条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这就要求我们在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一段时间之

后 ，应当认真开展评估工作 ，以科学分析 、评价和认定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

施之后的实际成效 。也就是说 ，要通过密切关注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动

向 ，搜集相关资料和信息 ，再加以科学的分析 、论证 ，以确定西部人才政策

措施的实施 ，是否对西部人才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好的效果 。

二是能为完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提供重要依据 。政策效果与政策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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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及其执行情况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只有当政策既设计得好又执行得

好 ，才会产生良好的政策效果 ，反之也然 。也就是说 ，政策效果如何 ，是政

策及其执行情况优劣的必然结果与客观反映 。因此说 ，通过开展西部人才政

策实施效果评估 ，不仅能帮助我们对西部人才政策实施之后的效果进行检验

和认定 ，而且还能为我们进一步调整 、完善西部人才政策 ，克服西部人才政

策执行过程中的弊端和障碍 ，增强西部人才政策的活力和成效 ，提供许多具

有重要价值的决策参考信息 。

三是能为推进西部人才发展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提供有益帮助 。党和政

府在进行西部人才的开发管理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手段和环节 ，就是利用人

才政策来调整 、管理 、组织西部人才开发活动 。随着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西部人才事业的发展 ，各种新情况和新变化层出不穷 ，单靠传统的经验决策

已经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决策问题 。实践证明 ，经验决策必须向科学决策 、

民主决策转变 ，而进行西部人才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能为加快这一进程提供

有益帮助 。因为 ，科学评估的过程和结论 ，往往本身就较好地体现了科学

性 、民主性要求 ，它不仅能较好地反映西部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的客观情况 ，

而且常常又集中了许多政策作用对象 、政策实施者和有关人才专家 、政策专

家等 “旁观者” 的意见和智慧 。

四是能为今后深入开展人才政策评估研究提供方法启示 。长期以来 ，不

论是在实践领域还是学术领域 ，人才政策评估研究都很薄弱 ，并且本课题涉

及中央和西部 １２个省市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湘西等 ３ 个自治州的人

才政策及其效果的庞大体系 。因此 ，在我国人才政策评估研究尚不多见的情

况下 ，科学构建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框架 ，认真做好本课题研究工作 ，

不仅对促进西部人才事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而且还能为今后人才政策评估

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提供方法启示 。

五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评估框架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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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评估指标

严格来说 ，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评估指标应该是比

较庞杂的 ，因为西部大开发以来实施的各种人才政策措施以及与人才开发有

关的各项政策比较庞杂 ，承载的社会功能比较多 ，作用面比较宽泛 ，其实施

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 ，西部人才政策

措施的制定与实施 ，主要目的在于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促进人才资源

开发 ，因此 ，把西部人才环境改善状况与人才资源发展状况作为对西部人才

政策措施进行评估的主要指标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另一方面 ，尽管人才环

境的改善与人才资源的发展 ，并不仅仅是人才政策措施单方面作用的结果 ，

但人才政策措施无疑是各种因素中的最大外生变量 ，因此 ，认为人才环境的

改善与人才资源的发展主要是人才政策措施推动的结果 ，理论上是成立的 。

当然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常常又要受到人才环境状况的制约 。在具体评

估指标的选取上 ，我们选择了大量可量化指标 ，如人才数量 、人才素质 、人

才效能 、人才流动 、人才待遇与保障 、人才培养能力等 。但由于我国的人才

工作总体上是一项富有朝气的 “年轻” 事业 ，人才统计体系尚处于初步探索

和建立之中 ，远不如经济统计体系那样完备 ，统计口径也不一致 ，系统性 、

连续性统计数据较为缺乏 ，所以我们也选取了一些定性的指标 ，通过大量的

问卷调查得出结论 ，辅以说明一些问题 。

（二） 评估标准

选取怎样的价值尺度 ，即评估标准 ，是评估的关键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的出台 ，旨在加快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步伐 ，缩小东西部人才资源开发上

的差距 。基于此 ，我们认为 ，把西部大开发五年之后与西部大开发之初的人

才发展状况相比看是否有所改善 ，和西部大开发以来东西部人才资源开发上

的差距是否有所缩小 ，作为评判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的主要标准 ，

是比较恰当的 。在进行东西部比较时 ，由于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基础较差 ，

相对东部来说人才基数较小 ，所以我们不过多地在人才总量上进行分析 ，

而主要比较东西部人才发展速度或增长幅度 （包括人才数量的增长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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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素质的提高速度等） 。具体地说 ，在发展速度上西部快于东部 ，那么

就可以认为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总体上是比较有效的 ；反之 ，效果则不够

理想 。

同时 ，我们也认为 ，将西部人才发展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中部地

区 、东北三省进行一些比较 ，也能折射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实施效果的某些状况 。因此 ，在可能情况下 ，我们把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与

全国平均水平以及中部地区 、东北三省的人才开发数据也进行了比较 ，辅以

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评判 。

（三） 评估方法

评估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方法有很多 ，本课题综合运用了以下几种方

法 。

一是 “前后” 对比评估法 。本课题主要用这种方法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实施之初和实施之后的西部人才发展情况进行对比 ，以确定西部人才政策措

施的实施效果 。如图 １ － １所示 ，图中 A１ 为政策措施实施之初西部的情况 ，

A２ 为政策措施实施之后西部的情况 ，A２ － A１ 便是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效果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 ，即将 A２ － A１ 的政策措施效果全部归为政策措施

本身的作用 ，忽略了其他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 。

图 １ － １ 　 “前后” 对比评估法

　 　 　 　 说明 ：A１ 为政策实施之初 （西部） 的情况

A２ 为政策实施之后 （西部） 的情况

A２ － A１ ＝政策效果

当 A２ － A１ ＞ ０ ，政策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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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２ － A１ ≤ ０ ，政策无效果

二是社会实验评估法 。本课题主要用这种方法将西部人才发展情况与东

部人才发展情况进行对比 ，以确定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图 １ － ２

中 ，A 为实验组 （西部人才发展） 的增速 ，是对其施加了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影响的结果 ；B为控制组 （东部人才发展） 的增速 ，是没有对其施加西部人

才政策措施影响的结果 ，则 A －B便是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这种

分析方法排除了非政策因素的影响 ，所得到的政策措施效果较为准确 ，但资

料收集的难度更大 ，要求得到政策执行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同时本课题

还分别将中部 、东北三省确定为控制组进行了对比分析 。

图 １ － ２ 　社会实验评估法

　 　 　 　 说明 ：A为实验组 （西部人才发展） 的增速

B为控制组 （东部人才发展） 的增速

A －B ＝政策效果
当 A －B ＞ ０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差距变小 ，政策有效果

当 A －B ≤ ０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差距未变或变大 ，政策无效果

三是政策对象评估法 。本课题主要用这一方法对西部部分企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问卷调查 ，其实质就是通过了解西部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的亲身感受 ，对西部人才政策及其效果予以评价 。由于西部企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是西部人才政策的作用对象 ，他们对政策的成败得失有切身感

受 ，因而最有发言权 。因此 ，要做好评估工作 ，必不可少的环节 ，就是认真

倾听 、研究西部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等政策作用对象对西部人才政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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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评价 。其不足在于西部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等政策对象可能不完全

了解西部人才政策对西部人才发展全局的影响 。

四是政策实施者评估法 。本课题主要用这一方法对西部组织人事部门等

党政机关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 。西部组织人事部门等党政机关公务员既是西

部人才政策的作用对象 ，又是西部人才政策活动的主体 ，他们不仅是中央西

部人才政策的执行者 ，而且还是本地人才政策的制定参与者和执行者 ，因而

他们不仅对西部人才政策的成败得失有切身感受 ，更由于他们参与了西部人

才政策实施的许多过程 ，往往掌握了比较全面 、充分的政策信息和第一手资

料 。因此 ，认真听取 、研究西部组织人事部门等党政机关公务员对西部人才

政策效果的评价意见 ，并努力争取他们对评估工作的充分了解和积极支持 ，

对于做好西部人才政策评估工作至关重要 。

五是专家评估法 。本课题主要用这一方法征求了全国知名人才专家 、政

策专家以及湖南援藏援疆干部等对西部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意见 ，为搞

好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帮助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 ，由于专家的知识专业化

较强 ，能比较科学地分析评价 。同时 ，由于专家相对于政策实施者和政策对

象来说属于局外人 ，“旁观者清” ，因此往往能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提出有价

值的见解和意见 。

六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与进行的主要工作

（一） 基本思路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为指导 ，依

据人才学 、政策学和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 ，站在促进西部人才发展和西部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合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结合 ，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结合 ，点面结合 ，系统盘点西部大开发以来实

施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客观分析 、评价和认定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

果 ，深入探讨影响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充分发挥的主要因素 ，提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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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升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对策与建议 。

（二） 进行的主要工作

本课题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项目 ，批准号为 ０４BMZ０１８ 。本课
题研究自 ２００４年 ６月开始至 ２００６年 ６月结束 ，历时 ２年 ，大体经历了四个

阶段 。

１ ．系统准备阶段

时间为 ２００４年 ６月至 １２月 。本阶段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

组织研究队伍 ，进行业务 “充电” 。

参加 “首届中国西部人才论坛” 。 ２００４年 ６月 ，课题组负责人和主要成

员参加了由贵州省委组织部主办的 “首届中国 （贵阳） 西部人才论坛” ，加

强了与西部省市区组织人事部门的交流与联系 。

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指导与支持 。课题组负责人 ３次到北京 ，先后与国务

院西部办人才开发与法规组 、中组部人才工作局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有关

方面负责人与专家进行汇报交流 ，争取指导与支持 。

完成了课题具体研究方案的设计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面对人才政策效

果评估这一尚无人才理论工作者专门涉及的研究领域 ，本课题从人才数量 、

人才素质 、人才效能 、人才流动 、人才待遇与保障 、人才培养能力等六个方

面 ，初步构建了区域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评估框架 ，为本课题研究的深

入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收集资料 。通过国家和西部省市区有关部门 、有关会议 、书市网络 、个

人交换与赠送等多种途径 ，收集有关西部人才开发和西部开发的政策文件 、

工作报告 、会议资料 、研究文献 、统计数据等 １２００多万字 。

开展热身研究活动 。本阶段 ，本课题组成员完成了 枟湘西自治州人才资

源开发的现实分析及战略设计枠 、 枟加快湘西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措施枠 两篇

研究报告 （载 枟西部人才工作论枠 ，当代贵州杂志社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为全

面展开本课题研究作了热身准备 。

２ ．系统调查阶段

时间为 ２００５年 ３月至 ２００６年 １月 。本阶段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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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地调研 。 ２００５年 ４月至 ２００５年 ８月 ，课题组成员先后深入到贵

州 、内蒙古 、四川 、重庆 、湖南湘西自治州等地进行调研 。期间 ，课题组成

员还参加了由国务院西部办 、财政部 、亚洲开发银行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的

“中国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战略研究国际研讨会” 。

进行专家访问 。课题组采用登门拜访 、电话访问 、网上交流等形式 ，就

西部人才政策问题 ，先后访问全国知名人才专家 、政策专家 、国家有关部委

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西部地区的有关专家 ２０余人 。

进行问卷调查 。 ２００５年 ９月至 ２００６年 １月 ，课题组认真进行了调查问

卷设计与调查工作 。问卷分党政机关卷和企事业单位卷两种 ，其中党政机关

卷主要调查对象为党政机关的公务员 ，企事业单位卷主要调查对象为企事业

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和高技能人才 。在国务院西部办 、西部有关

省市区委组织部 、人事厅 、社科院相关处室以及昆明市委组织部 、包头市白

云区政府 、湘西自治洲人事局 、恩施自治州西部开发办的大力支持下 ，共发

出调查问卷 ２２０７份 ，收回 １２６０份 ，获得有效数据 ８万个 。发放问卷的地区

完整覆盖了西部 １２个省市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３个自治州 。

召开援藏援疆干部座谈会 。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６日 ，在湖南省委组织部人才

工作处和省援藏援疆办的支持下 ，召开了湖南省援藏援疆干部西部人才工作

座谈会 。与会人员结合援藏援疆的亲身感受 ，带着对西部的深厚情谊 ，运用

东中西比较的独特视角 ，针对西部人才资源开发问题 ，发表了见解与建议 ，

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 。

进行对比调研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课题组成员参加了由河南省委组织部 、

人事厅在郑州主办的 “中部崛起人才论坛” 。此前 ，２００４年 １０ 月 ，课题组

成员还参加了由中国人才研究会和辽宁省人事厅在沈阳联合召开的 “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人才论坛” ，并均提供了相关论文 ，为本课题研究拓宽了视野 。

３ ．系统分析阶段

时间为 ２００５年 ８月至 ２００６年 ４月 。本阶段与上一阶段的工作是交叉进

行的 。在完成实地调研之后 ，课题组根据调查的情况和资料 ，重点进行西部

人才政策措施的盘点和西部人才资源发展状况研究 ，并着手进行研究成果的

撰稿 ，在经过反复讨论 、修改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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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系统论证阶段

时间为 ２００６年 ４月至 ６月 。本阶段主要完成了研究成果征求意见稿的

征求意见工作和审稿定稿工作 。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及时送有关专家和组织人

事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并依据反馈意见对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修

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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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及

其执行情况

　 　西部大开发以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西部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 ，制

定实施了一系列开发西部人才的政策措施 ，下面着重从中央和西部省市区两

个层面对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进行综述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实施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及其执行情况

（一） 宏观部署西部人才开发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在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同志就提出要优先发展科

技教育 ，着力培养人才 ，提高劳动者素质 ，为振兴西部奠定好的基础 。
①

２０００年 １月 ，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明确要求 ，强调了培养和开

发人才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 ，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 ，人才是关键 。要

① 枟西部大开发及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工作大事记枠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 ht唱
tp ： ／／www ．westchina ．gov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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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养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条件 。①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 ，国务院下发的 枟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枠 ，将 “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的政策” 作为重要政策之一单列 ，就吸

引和用好人才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② ２００１年 ９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

院西部开发办 枟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枠 ，就 “吸引和用

好人才” 提出了八点意见 。

为进一步加快西部地区人才开发步伐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枟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枠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央制定的第一个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工作规划 ，也是中央制定的第一个综合性

区域人才发展规划 ，它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指导

思想 、基本原则 、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是全面推进西部地区人才工作的指

导性文件 。

此后 ，中央又在 ２００２年 ５月颁布的 枟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

规划纲要枠 、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颁布的 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

工作的决定枠 、 ２００４年 ３月颁布的 枟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若干

意见枠 中 ，都对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指导性要求 。

中央上述关于西部人才开发的重大决策和宏观部署 ，得到了中央国家机

关各部门 、西部各省市区和东中部各省市的积极响应与认真贯彻 。各部门 、

各地区从事关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度 ，把西部人才开发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

置 ，纷纷依据本部门 、本地区实际 ，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西部人才发展

的具体政策措施 。中央上述关于西部人才开发重大决策和宏观部署的实施 ，

对于全面启动和推进西部人才大开发 ，形成中央主导 、西部主体和东中部支

援的西部人才开发格局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①

②

枟西部大开发及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工作大事记枠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 ht唱
tp ： ／／www ．westchina ．gov ．cn／ 。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 ： 枟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 、 规划文件汇编枠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上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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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强西部人才培训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为提高西部地区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 ２００１ 年中央印发的 枟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枠 ，就西部地区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 、内容 、

经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① ２００１ 年底 ，中组部 、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出台了

枟 “十五” 期间中央 、国家机关部委和东部省市支持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的计

划枠 ，对中央 、国家机关部委和东部省市支持西部省市人才培训工作做了全

面安排 。②

党政人才培训方面 。人事部于 ２０００年开始组织实施了东西部公务员对

口培训计划 ，组织东部较发达地区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为西部地区培训

副处级以上公务员 ，至 ２００４年 ，共为西部地区培训骨干公务员 ４７００余人 。

自 ２００１年起 ，科技部通过实施 “西部科技人才培训工程” ，主办 、合办面向

西部科技厅长 、地市级 、县 （处） 级科技管理主要负责人的各类培训班 ６０

余期 ，赠送科技培训教材 ２７０００ 余册 ，培训西部地 、 县级党政领导干部

１７４４人 ，地 、县科技局长和科技管理骨干 ６７９０人次 。国家民委制定实施了

枟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边境地区 、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规划枠 ，

通过举办各类综合培训班 、专题研讨班 、专业知识培训班等方式 ，至 ２００４

年 ，共培训少数民族干部 ６０００ 多名 。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交通部制定实施

了 枟支持西部地区干部培训项目执行计划枠 ，完成培训项目 ５５个 ，开办培训

班次 １０２个 ，共为西部地区培训交通系统各级干部 ６１３４ 人次 。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年 ，建设部通过举办建设系统行政领导干部培训班和组织专家到西部

地区举办专题讲座 ，培训西部地区主管城市建设的市县长 、建委主任 、规划

局长 、城建局长 、房地产局长 ９１０余人次 。近年来 ，国家林业局围绕天然林

保护 、退耕还林 、防沙治沙等林业重点工程的实施 ，举办了县级领导干部林

业专题研究班 、地市林业局长研讨班 ，培训西部地区主管林业的县委副书

①

②

枟中共中央关于印发 枙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枛 的通知枠 ， 枟人民日报枠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第 １ 版 。

枟关于印发 枙 “十五” 期间中央 、 国家机关部委和东部省市支持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的计划枛

的通知枠 ，中华农业职业教育信息网 http ： ／／www ．avedu ．org ／ 。



l26　　　

记 、副县长 ７００余人次 ，地市林业局长 ２００余人次 。

专业技术人才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方面 。由中组部 、中国科学院等

共同实施的 “西部之光” 人才培养计划 ，采用 “优秀人才 ＋ 应用项目” 的复

合开发方式 （平均每个项目资助 ２０万元左右） ，旨在培养一批扎根西部 、具

有较高水平的青年学科带头人 ，至 ２００３年 ，已资助培养 １２００多人 ，仅中国

科学院就投入经费 ２８００万元 ，达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效果 。①为进一步

拓展 “西部之光” 计划的功能 ，中组部 、 教育部 、 科技部 、 中科院等在

２００３年又联合启动了 “西部之光” 访问学者计划 ，从西部地区选调青年科

研骨干到国家有关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 、 重点院校 、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培

训 ，计划用 ５年的时间 ，为西部地区培养和造就 １０００ 名各类具有较高水平

和能力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选派工作已在西部 １２个省 （区 、市）

全面开展 。 ２０００年以来 ，人事部围绕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

关键技术 ，组织了 １０７期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 ，培训西部高层次专业技

术人才近 ７５００人 。 ２００１年 ，教育部启动了 “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 ，

目的是选派西部地区特殊和紧缺专业人才到国外学习深造 ，培养造就一批高

层次创新人才 ，到 ２００４ 年底 ，该项目已录取人员 ９６７ 人 ，其中访问学者

６９４人 ，短期研修生 ２５４人 ，目前已有 ２００多人学成回到西部地区工作 。教

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 “中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校长培训与学

校发展规划” 项目 ，为西部地区培训了 ８００名中小学校长 、 １６０名教育行政

管理人员 。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又联合发改委 、民委 、财政部 、人事部等部门启

动了 “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广电总局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 年举

办 “西新工程” 培训班 ５２期 ，培训广电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３１１１

人次 。商务部通过主办 “西藏外经贸企业党政一把手培训班” 、 “西藏国内外

贸易和国际经济业务培训班” 等 ，为西藏培训外经贸企业中高层管理人才

３６０余人 。为加强西部基础研究发展和人才培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于 ２００１年起设立理论物理专款 “东西部合作项目” ，规定申请人必须是西部

① 枟中央有关部门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枠 ， 枟人民日报枠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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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学者 （且为非国务院各部委 、中国科学院和人民解放军所属在西部单位

的学者） ，同时要求项目组成员中要有一位东部地区参与指导与合作的教授 ，

合作教授负责指导申请者完成研究项目 。其目的是支持西部学者 ，通过与东

部教授合作 ，完成项目研究任务 ，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 。① ２００１至 ２００４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资助 “东西部合作项目” ４１项 。② 同时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相关省 、自治区 （州） 科学技术委员会 （厅） 联合出资

设立了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主要用于资助西部地区科研人员 。 ２００１至 ２００６

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共 １６７４项 ，资助总

额 ３３８３５ 万元 ，其中资助西部省区所辖大学和科研单位研究人员的达 １３４９

项 ，占资助项目总数的 ８０ ．５９％ ，资助金额达 ２７３０８万元 ，占资助金额总数

的 ８０ ．７１％ 。
③ 在中宣部积极倡导和财政部大力支持下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自 ２００４年起特设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专门用于资助西部

地区社会科学人才进行西部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当年便立

项资助 １９８项 ，资助金额 １５０７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为 ７ ．６万元 ； ２００５年立

项资助增加到 ２４４ 项 ，资助金额增加到 １９４４ 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增加为 ８

万元 ； ２００６年立项资助增加到 ２７１项 ，资助金额增加到 ２２２８万元 ，平均资

助强度增加为 ８ ．２ 万元 ，３ 年合计立项资助 ７１３项 ，资助金额达到 ５６７９万

元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的设立 ，为西部地区社科人才特别是西部地区青

年社科人才更好地成长 、展示才华和实现抱负提供了更多机会 。④

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方面 。自 ２００３年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通过实施 “西部远程职业培训工程” ，为 ３万名西部企业职工特别是下岗职

工 ，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 。同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国家高技能人才培

①

②

③

④

枟理论物理专款 “东西部合作项目” 申请指南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 ht tp ： ／／

www ．nsfc ．gov ．cn／ 。
枟关于申请理论物理专款 “东西部合作项目” 的通知枠 ，内蒙古民族大学科技处网 ht tp ： ／／

www ．sh８８ ．jiayuan０１ ．com／ 。
根据 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网 http ： ／／www ．nsfc ．gov ．cn／ 。
李文清 ： 枟开局良好 ，乘势而上 ——— 关于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实施以来的情况通报枠 ，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 ht tp ： ／／www ．npopss － cn ．gov ．cn／index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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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工程的总体安排 ，在西部地区确定了 ７１ 个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５年 ，农业部通过 “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共向西部地区

投入资金 ４６２０万元 ，支持西部地区 ３００多个县培训农民 ９０多万人 。为提高

西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 ，２００２年至 ２００５年 ，农业部组织开展了农机作业

专业大户培训 ，培训农机作业农民骨干 １３万人 。从 ２００４年起 ，农业部等部

委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 “阳光工程” ，当年向西部地区投入资金

９１００万元 ，支持西部地区培训农民 ９１万人 。

上述情况表明 ，中央国家机关抓西部人才培训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特别

是直接在东部地区进行西部地区高层次骨干人才培训和资助西部地区开展技

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就地培训的措施 ，较好地发挥了中央国家机关的优势

和特点 ，并且培训质量也比较好 。由本课题组在西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分别有 ９２ ．９％ 和 ８８ ．６％ 的调查对象认为 ，通过

培训学习到的内容大部分或部分可应用到工作之中 。

（三） 东西部干部交流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在选派中央国家机关 、东中部地区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方

面 ，中组部 ２００１年印发了 枟关于选派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

地区挂职锻炼的通知枠 ，决定从中央 、国家机关组织选派 １００ 名左右省部级

后备干部和其他局 、处级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 ，挂职时间为两

年 。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年 ，由中组部 、统战部 、国家民委组织参加挂职锻炼的

干部已达 ３３００名 。① 根据 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 、维护社

会稳定的意见枠 和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枟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

干部与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枠 ，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东中部地区派出大批干

部进入西藏 、新疆工作 ，至 ２００４年 ６月 ，干部对口援藏工作已进入第四批 ，

８１３名援藏干部正积极认真工作在西藏建设各个领域 ② 。 从 １９９７ 年起至

２００５年 ，中央国家机关和东中部地区已向新疆选派了四批共 １７００多名援疆

①

②

枟国家加强民族干部培养 ， ３ 千多干部已参加挂职锻炼枠 ，中华才俊网 ht tp ： ／／www ．cjsh ．

net／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枟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现状枠 ，人民网 ht tp ： ／／www ．people ．com ．cn／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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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 。目前 ，第五批援疆干部已经到达 。① 为加强对西部的智力支持和对青

年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锻炼 ，中组部和团中央共同组织了选派 “博士服务

团” 支援西部的工作 ，自 １９９９ 年开始至 ２００５ 年 ，已有 ６６０ 名 “博士服务

团” 成员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 ，贡献才华 。

在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到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地区挂职锻炼方面 ，２０００

年 ，中组部 、中央统战部 、国家民委制定了 枟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选派西部地区

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 、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工

作规划枠 ，决定从 ２０００年起到 ２００９年 ，每年选派 ４００ — ５００名干部进行为期

半年的挂职锻炼 ，用 １０年时间为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培养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名优秀党政领导干部和科技 、经济管理人才 。团中央制定了 枟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实施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团干部 “培养计划” 工作规划枠 ，提出

从 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 ，每年组织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４０００名左右担任

一定领导职务的优秀团干部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和培训学习 、考察

交流 。② 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３年 ，从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

民族地区共选派了 １７００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

达地区挂职锻炼 。③

选派中央国家机关 、东部地区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 ，不仅为西

部直接输送了一批能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的骨干人才 ，更重要的是向西部输送

了发达地区新的思想观念 、先进的技术和工作方式方法 ，有利于西部被援单

位获得选派单位与地区人 、财 、物 、技术等多方面的更大支援 。选拔西部地

区优秀中青年人才到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地区挂职锻炼 ，对于帮助他们拓宽

视野 、更新观念 、增强开拓创新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由本课题组在西部党政

机关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有 ５２ ．４％ 的调查对象认为干部交流政策的

实施效果明显 ，列该调查项目的多个选项之首 。

①

②

③

枟新疆区情介绍 中央和各省市对口支援新疆枠 ， 枟乌鲁木齐晚报枠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枟少数民族地区团干部将东部取经枠 ， 枟中国青年报枠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枟２００５ 中国人才报告枠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５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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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西部地区提供人才智力支持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组织院士专家 、青年企业家西部行活动 ，为西部发展提供高层次智力支

持 。 “院士专家西部行” 活动 ，是由中组部 、国家发改委 、中科院 、中国社

科院等联合组织的智力支援西部大开发活动 ，旨在通过组织院士专家在西部

地区进行咨询服务和交流 ，直接为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据统计 ，仅

２００５年 ，中组部等已先后组织 １００ 多名院士专家到贵州 、内蒙古 、宁夏等

西部地区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受到西部地区的欢迎 。由团中央 、全国青联联

合组织的 “中国青年企业家西部行活动” ① 、 “百名博士西部行” 活动等 ，也

在西部产生了积极影响 。

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西部活动 ，支持西部基层的科技 、教育 、卫生等事

业发展 。从 ２００１年开始 ，由团中央等部门联合实施的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

贫接力计划” ，以定期轮换的方式向中西部贫困地区派遣青年志愿者 ，从事

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 、科技推广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目前 ，该计

划覆盖了西部所有省 、市 、自治区 ，初步形成了支教 、支医两大支柱项目和

跨省对口支援 、省内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等工作模式 。从 ２００３ 年起 ，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财政部 、人事部联合实施了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 ，该计划通过社会动员和政策引导 ，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

应届毕业生 ，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 １ － ２ 年的教育 、卫生 、农技 、

扶贫以及青年工作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自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开始至今 ，已选派了

３３５３１名高校毕业生赴西部地区 ４００多个贫困县的乡镇开展志愿服务 。②

开展老年人才智力支持西部大开发活动 。我国离退休科技人员多半具有

高中级技术职称且身体健康 ，是宝贵的人才资源 。 ２００３年 ２月 ，全国老龄

委下发 枟关于组织开展老年知识分子援助西部大开发行动试点方案的通知枠 ，

首先启动了上海援助新疆 、辽宁援助青海和甘肃省内开展援助的试点工作 ，

①

②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 ： 枟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 、 规划文件汇编枠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上册 ，第 ２８８ 页 。

亢光甫 ： 枟青年志愿者行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枠 ，载中国青少年研究网

ht tp ： ／／www ．cycrc ．or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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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又把试点范围扩大到 ２０个省区市 。据统计 ，在至 ２００５ 年的两年多

时间里 ，参加 “银龄行动” 的老年知识分子 ，共为受援地举办各类医疗专业

讲座和培训班 ９２４期 ，培训医务人员 ３２０３２人 ；教育界的老年知识分子共举

办学术讲座和培训班 １２４期 ，培训中小学教师 ６６２９人 。①

总体来看 ，实施为西部地区提供人才智力支持的政策措施取得了较好成

效 ，其中尤以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效果比较突出 。在本课题组对西

部党政机关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中 ，有 ４２ ．８％ 的调查对象认为 “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 效果比较突出 ，列该调查项目的多个选项第二位 。

（五） 支持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加大资金投入 ，加快西部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大了 “国

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向西部地区重点倾斜的力度 。 “十五” 期间 ，在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第二期项目实施单位中 ，西部地区的县 （旗 、

团场） 有 ４６２ 个 ，占总数的 ９０％ ；在中央财政分配的 ４０ 亿元资金中 ，有

３６ ．７亿元用于资助西部地区项目实施单位 ，占资金总额的 ９１ ．８％ 。② 在实

施的全国 “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中 ，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２年中央财政投入

资金 ３０亿元 ，其中 ５７％ 投在西部 ；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０５年中央财政投入资金 ６０

亿元 ，其中 ６０％ 用于西部地区 。 作为西部 “两基” 攻坚计划的配套措施 ，

教育部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从 ２００４年起 ，投入资金 １００亿元 ，用 ４年左

右的时间 ，新建 、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宿制学校 ，解决好西部未

“普九” 地区新增 １３０万初中学生和 ２０万小学生最基本的学习 、生活条件 。

教育部还与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等部门联合 ，实施了 “２００１年西部地区国

债职业教育项目” 、 “２００３年国债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建设项目” ，共投入资金

５ ．７亿元 ，支持西部地区 １８８个职教中心和 ７２个优质职业教育项目的建设 。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２年 ，国家共安排 １４８ ．２亿的国债资金 ，用于加强西部地区教

①

②

枟５００ 名老年知识分子参加 “银龄行动”枠 ， 枟人民日报枠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第 １０ 版 。

枟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教工程向西部地区倾斜枠 ， 枟中国教育报枠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１日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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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校扩招 。① 并重点加强了西部 ２５所重点高校的建设 。

实施助学工程 ，帮助西部地区家庭贫困学生就读 。从 ２０００ 年起 ，中央

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部联合实施了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 ，决定从 ２０００年

至 ２００４年的 ５年间 ，每年在西部 １２省 （区 、市） 选择 １１００名新入学的部

属和省 （区 、市） 属重点高等院校特困生 ，每人资助 ２万元 ，受资助学生在

校期间的学费由所在院校减免 ５０％ 。到目前为止 ，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 共

资助了 ８５４０名品学兼优的家庭贫困本科生 ，开办 “宏志班” １３２ 个 ，资助

了 ６６００多名高中生 。从 ２００１年开始 ，中央财政每年拨款 １亿元 ，设立 “国

家义务教育贫困学生助学金” ，全部用于西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中小学

生杂费减免和生活费补助 。

开展对口支援 ，帮助西部地区学校发展 。根据中央要求 ，教育部 、中组

部等部门于 ２０００年共同启动了 “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

工程” ，由东部有关省市各选择 １００所学校 、计划单列市各选择 ２５所学校 ，

对口支援西部有关省市区相应数量的学校 ，结成 “一帮一” 的对子开展对口

支援 ，② 目前已形成了东部地区对西部 ９省市区学校的对口支援格局 。 ２００１

年 ６月 ，教育部又下发了 枟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

知枠 ，采取 “一对一” 的方式 ，对西部部分重点高校开展全面支援和合作 ，

到 ２００５底 ，西部受援高校达到 ２５所 ，支援高校达到 ２９所 。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

又启动了 “援疆学科建设计划” ，选择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在内的 ４０所

内地重点高校对口支援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等 １１所高校的 ８２个一级学科

建设 。③

利用特殊政策措施 ，帮助西部培养人才 。加大在内地普通高校举办少数

民族预科班 、民族班力度 ， ２００４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班 、民

族班规模达 １ ．８万多人 ，目前已累计招收民族预科生 １４万多人 。同时支持

①

②

③

枟教育部负责人就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问题答记者问 （三）枠 ，中国教育部网 ht唱
tp ： ／／www ．moe ．edu ．cn／ 。

枟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枠 ，将乐教育信息网 http ： ／／www ．fjjljy ．

com ／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枟教育部启动援疆学科建设计划枠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 ： ／／www ．edu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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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新疆力度进一步加大 。 １９８５年至 ２００４年内地西藏班累计招收初中生

２ ．７万名 ，中专和高中生 １ ．８ 万名 ，内地高校招收本 、专科生 ５０００ 多名 ，

已向西藏输送大中专毕业生 １ 万多名 。从 ２０００年起 ，在内地 １２ 个城市的

１５所重点中学开办新疆高中班 ，累计招生 ６６００ 余人 ，首批毕业的 １０００ 多

学生中已有 ９５０ 余人被高校录取继续深造 。 ２００４年 ，教育部制定了 枟关于

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枠 ，确定按 “定向招生 、定向培养 、定

向就业” 的要求 ，采取 “统一考试 、适当降分” 的特殊政策措施 ，培养少数

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 ，计划到 ２００７年达到每年 ５０００人的招生规模 ，其中博

士生 １０００人 ，硕士生 ４０００人 ，在校学生总规模达到 １ ．５万人 。

人才培养 ，教育为本 。近年来 ，国家对西部地区人才的教育培养不遗余

力 ，富有成效 。据本课题组对西部党政机关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有

３３ ．５％ 的调查对象认为国家对西部地区人才的教育培养政策比较完善 ，列多

项人才政策措施选项的第二位 。

　 　 （六） 帮助西部地区吸引留学人员和国外人才智力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

情况

　 　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和国外人才智力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是推进西部人才

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引导更多留学人员投身西部大开发 ，教育部及时调

整 “春晖计划” 的实施重点 ，大力实施 “春晖计划” 西部项目 ，目前已资助

在外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支持西部建设的国际旅费 ３１００多万元 ，立项资助

西部合作研究项目 ５６０ 多项 ，资助科研启动经费 １８００余万元 。
① 外国专家

局实施了 “西部引智工程” ，仅 ２００４ 年批准西部地区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引智项目 １０５２项 ，资助西部地区引智专项经费 ４６２６万元 ，为西部地区

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和培养人才作出了贡献 。此外 ，中央统战部 、中华海外联

谊会等还组织了 “留学人员为国服务西部行” 等许多不定期或短期的人才智

力援助活动 。相对教育培养等政策措施而言 ，帮助西部地区吸引留学人员和

国外人才智力的政策措施还尚显薄弱 ，其政策措施的创新和实施力度亟待加

① 枟实施教育部 “春晖计划” 支持西部建设枠 ， 枟贵州大学报枠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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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七） 对西部地区人才实行工资待遇倾斜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２００１年 ２月 ，为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 ，体现对艰苦边远地

区的政策倾斜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事部 、财政部制定的 枟关于实施艰苦

边远地区津贴的方案枠 ① ，进一步改革完善了艰苦边远地区机关 、事业单位

的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津贴制度 。 ２００４年 ４月 ，又进一步解决了实施艰

苦边远地区津贴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并提高了部分地区的津贴类别 。目

前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的实施范围涉及 １５个省区市的 ６５９个县 （市） 。为鼓励

各类人才到西部工作 ，在中办发 ［２００２］ ７号文件中 ，重申了到西部艰苦边

远地区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 ，可提前定级 ，并在工资标准上根据实际情况可

高于同类人员 １ — ２档的政策规定 。 ２００５年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 枟枙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枛 的通知枠 ，对高校

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② 这些政策

的出台与实施 ，对帮助西部地区稳定和吸引人才发挥了一定作用 。

（八） 促进西部地区人才 （劳动力） 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２０００年 ，人事部出台了 枟西部地区人才市场联网项目工作规划枠 ，对指

导和加强西部地区人才市场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 ２００４ 年 ，

人事部下发了 枟关于加快发展人才市场的意见枠 ，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西部

地区人才市场建设的支持 。为此 ，人事部先后与西部当地政府共同组建了中

国成都人才市场等 １０ 个国家级人才市场 ，带动了当地人才市场的发展 。

２００２年 ，人事部完成了西部地区 １２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省级人

才中心的网络建设工作 ，２００４年在西部地区 １２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建立了 “人事部人才市场公共信息网” 信息采取点 ，并加大西部地区人才

市场供求信息的发布力度 ，引导人才到西部地区就业 。

①

②

枟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 、 财政部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和增加离退休人员

离退休费四个实施方案的通知枠 ，法律图书馆网 ht tp ： ／／www ．law － lib ．com ／ 。

枟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枠 ， 枟中国教育报枠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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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也是人才特别是技能人才市场化配置的一个重要渠道 。因此

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受到了各方面重视 。 １９９９ 年 ，劳动部在全国

主要大中城市开展了劳动力市场科学化 、规范化 、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 ，并

重点指导西部 ５０个试点城市推进劳动力市场 “三化” 建设 。目前 ，西部地

区 ５０个城市初步建立起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 ，大部分实现了市区联网 ；劳

动部还积极指导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西部地区之间 ，发展省与

省之间 、地区之间的劳务协作 ，积极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 ，促进了劳务人

员的有序流动和充分就业 。

二 、西部省 、自治区 、直辖市实施的人才

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一） 综合指导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政策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

肃 、青海 、内蒙等省区先后出台了 枟关于贯彻 枙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枛 的实施意见枠 ，贵州出台了 枟关于贯彻 枙西部地区

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枛 和 枙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枛 的实

施意见枠 ，新疆出台了 枟贯彻中央 枙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干部与人才队伍建

设的意见枛 的实施意见枠 等 ，及时用中央人才工作政策推动和指导当地人才

工作的实践 。

同时 ，西部省区市还依据各自实际 ，特别是 “十五” 期间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 ，制定 “十五” 人才发展规划 （计划） 和加强人才工作的 “决定” 、 “意

见” 。如陕西省制定了 枟陕西省 “十五” 人才队伍建设计划和 ２０１０年远景规

划枠 ，内蒙古发布了 枟内蒙古自治区人事人才事业 “十五” 计划和 ２０１５年开

发预测规划枠 ，四川出台了 枟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进一步加强科技人

才培养使用引进工作的意见枠 ，贵州出台了 枟关于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

定枠 ，甘肃省出台了 枟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才开发工作的决定枠 等 ，加强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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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才工作的统筹和引导 。

（二）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深化党政机关人事制度改革方面 。为加强党政人才队伍建设 ，宁夏回族

自治区制定实施了 枟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枠 、 枟关于培养选拔优秀

年轻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枠 等十余项政策文件 ， ２０００年以来 ，区直党政机

关和市 、县 （区） 党政机关 １７１个单位 ，通过竞争上岗方式选拔任用了处级

干部 ８７０名 ，科技干部 １３００ 多名 ； ２００３ 年首次面向全区公开选拔了 ３５ 名

正处长 ，面向全国公开选拔了 ２８名副厅级领导干部 。重庆市近年来制定出

台了 枟关于深化党政干部制度改革的意见枠 及 １１个配套文件 ，已公开选拔

副厅局级领导干部 ２９名 、县处级领导干部 ３００多名 、乡科级领导干部 １１００

多名 ，４６００多名干部通过竞争上岗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３０００多名不称职 、

不胜任现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受了免职 、降职 、诫勉等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将

具有领导才能的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到党政干部队伍 ，在 １２个盟市党政班子

中 ，有 ８个盟市的党政班子配备了高学历 、高职称的党政副职 。① 西藏自治

区严格规范公务员招考 、录用 、管理制度 ，通过公开考录 ，５００名乡镇聘用

干部被择优录用为国家公务员 。

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方面 。一是大力推进用人制度改革 。重庆市

出台了 枟重庆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枠 及聘用合同制 、聘任制 、

职员制等 ４４个配套文件 ，对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员的任用 ，采取直接聘任 、

招标聘任 、推选聘任 、 选任 、委任 、考任等多种灵活形式 ，对专业技术人

员 ，改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 ，目前全市 ４０个区县 （市） 都推行了事业单位

人事制度改革 ，５０００多个单位推行了职员制度 ， ２３ 万余名员工签订了聘用

合同 。二是积极推进职称制度改革 。新疆自治区在打破身份 、资历限制 ，在

建立以能力 、业绩为主导的职称评价体系方面提出了 “八个突破” 。西藏等

地对在基层和艰苦地区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时 ，在学历 、外语或计

① 枟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内蒙古人才开发政策取向枠 ，内蒙古党建网 http ： ／／www ．nmg ．xin唱
huanet ．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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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 。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跨系列和岗位界限的职称

评审 ，允许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两个以上任职资格的评审 ，并将包括中央和区

外驻宁用人单位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人才等都列入人才评价范围 。三是改革

工资分配制度 。云南省规定 ，事业单位可以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实行多样化的

分配方式 ，允许制定和实行岗位工资分配办法 ，完全按照岗位职责和贡献进

行分配 ，国家规定的工资可以作为档案工资留存 ，在调动或退休时兑现 ；对

在滇工作的两院院士每人每年给予生活补贴 １０万元 ；进入国家 “百千万人

才工程” 一 、二层次人选以及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每月给予生活补

贴 ２０００元 ；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博士生导师 ，在岗期间由用人单位

给予每月 １０００元生活补贴 ；对特聘教授 （研究员） 实行年薪制 ，有突出贡

献者 ，年薪不得低于 １０ 万元 。四是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

内蒙古规定 ，科技人员出版 （发表） 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 （文） 、参加

国内外重要学术科研交流活动 ，所在单位应提供经费 ，单位确有困难的 ，可

向区人才开发基金管理委员会申请资助 。① 宁夏规定 ，给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次性住房补贴 ３万元 ，获得博士学位者享受副高级职称住房待遇 ，给予一

次性补贴 ２万元 ，获得硕士学位者享受中级职称住房待遇 ；建立事业单位优

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补充保险制度 ；每年选送一定数量有特殊贡献的

专家 、学者疗养 １５ － ２０ 天等 。② 五是改革分配激励制度 。内蒙古规定 ，事

业单位可将专业技术人员职务科研成果有偿转让 ，从成果转让后取得的净收

入中提取不低于 ２０％ ，用于一次性奖励科技成果创造者和直接参与人员 ；

带技术 、项目 、专利投入生产或开发新成果产生经济效益的 ，除用人单位按

合同付给报酬外 ，政府酌情对本人给予奖励 ；凡在本区获得国家有关奖项和

奖励的 ，自治区给予奖励等 。③

深化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方面 。近年来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在完善劳

①

②

③

枟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使用和引进工作的意见枠 ，中国

项目工程廉政网 ht tp ： ／／www ．ccpif ．com ／main／main ．asp 。
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枙关于做好现有人才稳定 、 培养 、

使用工作的若干规定枛 的通知枠 ，中国会计师网 ht tp ： ／／www ．ccpan ．com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 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使用和引进工作的意见枠 ，中国项

目工程廉政网 ht tp ： ／／www ．ccpif ．com ／main／main ．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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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合同制度基础上 ，全面推行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聘任制 ，建立健

全适合企业特点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 、激励 、监督机制 ，采取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 、选派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到企业担任领导职务 、企业内部民主

选举 、竞争上岗和直接聘任 、委任等方式 ，择优选拔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 ，

并实行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 ，加大了监督力度 。

在建立健全分配机制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 ，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

力 。

（三） 人才教育培训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西部各省市区坚持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扩大各类

教育规模 ，改善教育基础设施 ，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预算内教育经费从 ４６０ ．７ 亿元增长到 ９１９ ．８ 亿元 ，

增长了近一倍 ；普通小学 、初中 、高中 、职业中学的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分别

增长 １０７％ 、 ５３％ 、 ３７％ 、 ３９％ ，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增长 ７８％ 、 ５８％ 、

３７％ 、 ２４％ 。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３年 ，西部地区 “两基” 人口覆盖率由 ５７％ 增长

到 ８１％ ，提高了 ２４个百分点 。①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普通中学 （高

中） 由 ４２７９所增加到 ４７２８ 所 ，在校学生由 ２４３ ．７万人增加到 ５２４ ．６万人 ，

普通高校由 ２５１所增加到 ４０９所 ，在校学生数由 ８７ ．０万人增加到 ２８３ ．０万

人 。西部地区已初步形成各级各类教育相对完整的结构格局 ，教育的总体水

平和质量也得到较大提高 ，为西部地区教育的振兴和各类人才的培养打下了

较好基础 。

积极抓好各类人才的培训 。为加强人才培训工作 ，广西 、四川 、西藏 、

青海等地出台了 枟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枠 ，云南等地制定了

枟党政干部培训规划枠 ，内蒙古等地制定了 枟国家公务员培训 “十五” 规划枠 ，

四川 、云南 、甘肃 、宁夏 、重庆等地制定了 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枠 。

① 枟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枠 ，新浪网 ht tp ： ／／new s ．sina ．com ．cn／o／２００４ －

１０ － ２１／００１８３９８４２３４s ．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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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政策文件的规范和引导下 ，西部各省市区采取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

育 、脱产学习与在职培训 、院校进修与岗位培训 、 “走出去 、请进来” 、挂职

锻炼与考察访问等多种形式 ，积极开展人才培训工作 ，取得了较好成效 。如

四川省整合培训资源 ，改进培训方法 ，更新培训内容 ，加强引导和监督 ，

“十五” 期间共培训公务员 １５０ 万人次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近 ２００

万人次 。① 内蒙古自治区自 ２０００年以来 ，先后在北京 、上海 、山东 、浙江 、

江苏 、辽宁 、深圳等地举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等培训班 ５０余期 ，

并定期选派优秀人才出国考察培训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走科技兴区之路 ，

积极提升各类人才的科学文化素质 ， １９９２ 年开始实施 “科技兴新” 素质工

程 ，至 ２００４年底 ，建立各类科技培训基地或中心 ２２０７个 ，共举办各类培训

班约 １１万期 ，培训各类人员 ３３６９万人次 。③ 同时 ，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

才培训工作得到重视 ，云南省 ２００４年启动了 “三年十万高技能人才培养计

划” ，当年便通过培训和考试考核培养了 ２ ．８ 万名高技能人才 ④ ，重庆市实

施了 “６３８实用人才工程” ，四川省实施了 “三年二万新技师培养计划” 等 ，

均已取得一定成效 。

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近年来 ，西部各省市区加强了对有较高技术

水平或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的培养 ，实施了许多卓有成效的高层次人

才培养工程 。四川省 ２０００年启动了 “新世纪人才工程” ，至 ２００４年底 ，全

省已培养认定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７００ 余名 、带头人后备人选 １２００多名 ，

培养支柱产业 、优势产业创新型人才超过 １０００ 名 。⑤ 云南省实施了 “中青

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 计划 ，至 ２００４年已遴选出 ７批 ２６５名中青年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 ４批 １３３名技术创新人才进行重点培养 。同时

还有陕西省实施的新世纪 “三五人才工程” ，甘肃省实施的 “５５５” 创新人才

①

②

③

④

⑤

枟四川 “十五” 人才培训教育谱华章枠 ，人才经营网 ht tp ： ／／www ．rlzy rcb ．com ／zh０６１０ ＿ ６ ．

htm 。

枟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内蒙古人才开发政策取向枠 ，内蒙古党建网 http ： ／／www ．nmg ．xin唱
huanet ．com ／ 。

枟科技兴新是发挥第一生产力作用的成功实践枠 ，科报网 ht tp ： ／／www ．stdaily ．com 。

王黎 ，张宗堂 ： 枟春色蕴生机人才展活力枠 ， 枟北京日报枠 ２００５年 ３ 月 ２５ 日 。

枟四川省实施新世纪人才工程枠 ， 枟四川日报枠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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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的 “３１３” 人才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 “新

世纪 ３２１人才工程” ，贵州省实施的 “双五百” 工程 ，重庆市实施的 “３２２

重点人才工程” 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当地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 。

（四） 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智力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提高物质生活待遇 。西部地区在吸引人才的政策中 ，大都明确了对引进

人才的物质优惠措施 ，包括生活补贴 、工资水平 、住房和保险优惠 、兼职兼

薪等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引进的两院院士 、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博

士 ，每人每月补贴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元 、 １０００元 、 ２００元和 ２００元 ，分别提供不

少于 １８０ 、 １５０ 、 １２０ 、 １００平方米的住房 ，对引进的硕士提供不少于 ７５平方

米的住房等 。① 甘肃省规定 ，对来甘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根据其岗位等情况

给予不同待遇 ，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可兼职从事科研 ，具备资格的可担任研究

生导师 ，在非党政机关工作还可兼职兼薪 ；引进的特聘科技专家和特聘首席

教授 ，在聘任期内除发给工资 、津贴外 ，还可享受政府津贴 ；引进人员由省

财政一次性发放安家补助费 ２万元 ； “柔性” 引进人员 ，每年在甘工作超过

６个月的 ，一次性发放安家补助费 １万元等 。②

提供较好的科技工作条件 。 宁夏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科研启动费 ，

对来宁进行科技开发 、技术推广 、成果转让的专业技术人员 ，从其所获效益

的税后利润中提取不低于 ８％ 归本人所有 ；投资创办企业 ，其合法提供的国

外新产品 、新工艺 、新技术或科研成果被采纳投产后 ，由使用单位给予一次

性成果转让费或连续 ３年按其产生经济效益的税后利润 ８％ 奖励本人 ，也可

将科研成果作价入股 ，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对同一专业 ３名博士以上或 ２名

博士 、 ３名硕士以上 ，共同研究的重要科研课题 ，经申请和严格审核 ，符合

相应条件和要求的 ，可获得 ３０万元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或青年科学基金资

①

②

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枙关于大力引进人才智力的若干规

定枛 的通知枠 ，北大法律信息网 ht tp ： ／／law ．chinalawinfo ．com ／ 。

枟甘肃省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枠 ，甘肃人事编制信息网 http ： ／／www ．rst ．gansu ．gov ．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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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作为科研经费 。① 贵州省对引进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 、省部级学科

带头人 ，由同级政府分别提供 １０ － ３０ 万元 、 ５ － １０ 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

对于以辞职 、退职等形式到贵州工作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经批准 ，承认

其原本的专业技术职务 ，工龄连续计算 。②

实行灵活的引才引智方式 。贵州省从实际出发 ，实行招才与引智并举 ，

聘请或邀请国内外专家 、学者到贵州任职 、讲学 ，对学有所长 ，自愿到贵州

工作的 ，允许来去自由 ，可以跨地区兼职 ，也可以实行季节工作制 、流动工

作制 。
③ 青海省把引进人才的重点放在引进智力上 ，采取特聘 、选聘和科技

项目引才等多种方式引才引智 ，目前已先后聘请了 ５４ 名国内知名专家为青

海科技顾问 ，定期联系 ，短期服务 ；从 ２００１年起 ，青海省先后确立了 ２４个

省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 ，面向全国公开招标 ，吸引了参与项目攻关的高层次

人才 ３５０多人次 。重庆市对引进的高层次急需人才本人及其配偶 、子女可办

理 “农转非” ；对本人不愿转移行政关系和户口的外省市专业技术人员 、管

理人员 ，实行 “户口不迁 、关系不转 、来去自由” 的政策 ，可以通过技术入

股 、承包经营 、合作开发 、咨询顾问等形式来渝工作 ，申领 枟引进人才在渝

工作证枠 ，享受本市市民有关待遇 ④ ，目前重庆已吸引了 １３００名海外留学人

员回渝工作 。广西规定凡是具有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 、中级以上专业技术

资格或者有特殊才能的国 （境） 内外人才 ，以不改变其户籍 、国籍或不放弃

外国永久 （长期） 居留权的形式在广西工作或创业的 ，均可申领 枟居住证枠 ，

并明确了持有者可享有的权利等 。⑤ ２０００至 ２００２ 年 ，陕西省共引进各类专

业技术人才 １ ．７１万人 ，其中有高层次急需人才 ４７６名 ，留学回国人员 １３４８

名 ，还吸引国外人才 ３０９０人次 。

①

②

③

④

⑤

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枙关于大力引进人才智力的若干规

定枛 的通知枠 ，北大法律信息网 ht tp ： ／／law ．chinalawinfo ．com ／ 。

枟西部六省区市最新人才政策枠 ，金阳时讯 ， http ： ／／www ．gywb ．cn／ 。
枟西部六省区市最新人才政策枠 ，金阳时讯 ， http ： ／／www ．gywb ．cn／ 。
枟七大城市人才优惠政策全接触枠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 ： ／／www ．edu ．cn／ 。
枟广西出台引进人才三项优惠政策枠 ，香港文汇报广西网 http ： ／／www ．wenweipogx ．com ，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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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优化人才开发环境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执行情况

１ ．加大人才开发投入 ，改善人才开发的物质条件 。为加强培养和引进

人才 ，重庆市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人才开发专项资金 ；鼓励

和引导企业 （含私营企业） 加强人才的引进培养 ，企业用于人才开发的经费

可进入成本费用 ，在技术开发费中列支 。① 近年来 ，重庆市在科技人才开发

投入方面 ，仅 ２００１年市财政就安排专项资金 １２００多万元 ；在人才引进和培

养投入方面 ，２００３和 ２００４年共投入 ３９１１ ．４万元 。甘肃省从 ２００５年起 ，要

求各级政府在上年度人才开发投入的基础上 ，按不低于本级可安排财力增加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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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等创业园区 ，目前进园区硕士和高级职称以上的人才近 １０００人 ，进园区

企业达 ８１８家 。广西自治区于 ２００４年作出了建设人才小高地的决定 ，通过

集中有限的人力 、物力 、财力 ，采取特殊政策措施 ，依托重点产业 、重点项

目 、重点学科和优势企事业单位 ，建立了首批 １３个人才小高地 ，吸纳了包

括 ４０多名院士在内的 １１００多名高层次专家 、企业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到广西

创业和服务 ① 。

４ ．做好宣传表彰和服务工作 ，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氛围 。近年来 ，西

部地区在建立领导干部联系专家制度 ，大力宣传优秀人才 、人才工作的优秀

事例 ，为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 ，组织优秀人才进行身体检查 、疗

养 、考察等方面作出积极努力 ，有力地改善了西部地区人才环境 。内蒙古自

治区于 ２００２年 ２月建立领导干部联系专家制度 ，印发了 枟领导干部联系专

家名册枠 ，而且定期进行检查 ，及时了解 、收集专家们提出的有关意见 、建

议 ，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宁夏于 ２００３年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专家服务

中心 ，给各类专家在学习 、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连续三年

组织每年一次的专家 、学者疗养活动 。②

上述情况表明 ，西部人才开发以来 ，中央和西部省市区都实施了大量开

发西部人才的政策措施 ，并且执行情况良好 。但从两个层面比较而言 ，中央

层级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力度较为明显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相对西部大开发以前 ，中央明显增强了对西部人才开发的支持强度 ；二是相

对东中部来看 ，中央明显加大了对西部人才开发的倾斜力度 。虽然近年来西

部省市区尽了很大努力 ，相对自身来说 ，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比西部大开发以

前确有较大进展 ，但总体上并未改变与东部地区在人才政策措施方面存在的

较大差距 。本课题组在西部地区党政机关进行的问卷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

论 ，在全部调查对象中 ，对中央层级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满意率比西部省市

区的同类数据高出 ２４个百分点 。

①

②

枟重点突破 多管齐下 努力实现广西人才工作新跨越枠 ，新华网贵州频道 ht tp ： ／／www ．gz ．
xinhuanet ．com ／ 。

枟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内蒙古人才开发政策取向枠 ，内蒙古党建网 http ： ／／www ．nmg ．xin唱
huanet ．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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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

　 效果的总体评估

　 　依据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是西部人才开发的最大外生变量 ，西部人才发展

主要是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推动结果的原理 ，按照本课题确定的参照系统和评

估标准 ，下面我们从人才数量 、人才素质 、人才效能 、人才流动 、人才待遇

与保障 、人才培养的能力等六个方面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评

估 ，以期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作一个总体的判断 。

一 、人才数量方面的效果评估

（一） 对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变化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以来 ，随着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

才数量有较大增长 。到 ２００４年底 ，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才总量为 ７９８ ．８万

人 ，与西部大开发之初的 １９９９ 年底相比 ，增加了 ３０ ．５ 万人 ，增幅为

３ ．９７％ ；专业技术人才密度 （相对数量 ，指专业技术人才占人口的比例） 由

１９９９年 ２１４ ．３３人／万人提高到了 ２００４年的 ２１５ ．１５人／万人 。

与东部相比 ，差距仍然明显 ，但增幅大于东部 ，差距呈缩小趋势 。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才的增幅比东部地区高出 ０ ．２４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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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人才密度的差距也由 ７４ ．２８人／万人缩小到 ６５ ．５５人／万人 。

与全国平均水平比 ，差距也在缩小 。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 年 ，西部地区专业技

术人才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０ ．９４个百分点 。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专业技

术人才密度比全国平均水平少 ２８ ．６７人／万人 ，到 ２００４年差距缩小为 ２７ ．４２

人／万人 。

与中部地区比 ，有比较优势 ，但增幅不及中部 。到 ２００４ 年底 ，西部比

中部专业技术人才密度仍高出 ８ ．９４人／万人 ，但 １９９９年底至 ２００４年底 ，中

部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增幅比西部高出 ３ ．７４个百分点 。

表 ３ － １ 　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变化情况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项目

区域 　 　 　

绝对量

（万人）

密度

（人／万人）

绝对量

（万人）

密度

（人／万人）

绝对量

增幅 （％ ）

西部
数量 ７６８ ．３  ２１４ ．３３ N７９８ ．８ U２１５ ．１５ 唵３ ．９７ y
占比 ２５ ．１％ ２５ ．３％

东部
数量 １２１８ ．６ 2２８８ ．６１ N１２６４ ．１ j２８０ ．７０ 唵３ ．７３ y
占比 ３９ ．８％ ４０ ．１％

中部
数量 ６９９ 趑１９６ ．７４ N７５２ ．９ U２０６ ．２１ 唵７ ．７１ y
占比 ２２ ．８％ ２３ ．９％

东北
数量 ３７４ ．５  ３５２ ．６０ N３３７ ．３ U３１３ ．９７ 唵－ ９ ．９３ ⅱ
占比 １２ ．２％ １０ ．７％

全 　 国 ３０６０ ．５ 2２４３  ３１５３ ．１ j２４２ ．５７ 唵３ ．０３

　 　注 ：数据来源及分省情况见本书附录四数据库 ，下同 。

图 ３ － １ 　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发展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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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经营管理人才数量变化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西部地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得到较大发

展 。由于经营管理人才在我国人才统计中属新设项目 ，缺乏系统连续的历史

统计数据 ，因此本课题主要采用私营企业投资者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据人事

部门有关统计调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到 ２００５年 ，我国非公有制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已占全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量的近 ７０％ ，且绝大多数

私营企业投资者都参与了企业的经营管理 ，又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就是那

些完全没有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投资者 ，也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资本经营

素质和能力 。基于此 ，我们认为我国私营企业投资者数量的变化情况在较大

程度上能够反映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数量的变化情况 。

在西部大开发之初的 １９９９年底 ，西部地区私营企业投资者为 ６０万人 ，

到 ２００４年底 ，这一数据迅速增长到 １８２ ．６５ 万人 ，增幅高达 ２０４ ．４２％ 。 这

一情况说明 ，西部大开发以来 ，开发西部地区经营管理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

与东部地区相比 ，尽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私营企业投资者绝

对数量上相差悬殊 ，但东西部地区的增幅却基本持平 ，分别为 ２０５ ．７９％ 和

２０４ ．４２％ ，表明东西差距基本上没有进一步拉大 。

与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地区及东北地区比较 ，西部地区的增幅高于全国

平均增幅 １０个百分点 ，且把中部和东北地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

表 ３ － ２ 　私营企业投资者数量变化情况 　 （单位 ；万人 ，％ ）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绝对量 绝对量 增幅％

西部
数量 ６０ �１８２ ．６５ B２０４ ．４２ 6
占比 １８ ．６２ 9１９ ．２５ -

东部
数量 １８５ ．３ 9５６６ ．６２ B２０５ ．７９ 6
占比 ５７ ．５１ 9５９ ．７３ -

中部
数量 ５３ ．２ %１４０ ．６７ B１６４ ．４２ 6
占比 １６ ．５１ 9１４ ．８３ -

东北
数量 ２３ ．７ %５８ ．６８ -１４７ ．５９ 6
占比 ７ ．３６ %６ ．１９  

全 　 国 ３２２ ．２ 9９４８ ．６２ B１９４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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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党政人才数量变化的影响

在具体分析党政人才数量的发展变化前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党政人才

和其他各类人才的数量发展目标并不一样 ，党政人才并不是数量越多越好 。

相反 ，在目前党政人才总体规模偏大的情况下 ，适度收缩规模才是应当追求

的目标 。

为了便于比较 ，本课题以西部地区政府公务员数据作为分析对象 。

西部大开发以来 ，随着党政机关人事制度改革的推进 ，西部地区党政人

才总量有所减少 。到 ２００３年底 ，西部地区政府公务员总量比 １９９９年减少了

３万人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政府公务员总量出现负增长 ，应当说是

西部地区党政机关人事制度改革的可喜成果 。但西部地区政府公务员的精简

幅度却低于东部 、中部 、东北三省 。

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 ，西部地区政府公务员总量虽然减少了 ３万人 ，但

相对其他几类人才增加的数量而言还是比较少的 ，如专业技术人才增加了

３０万人 。因此 ，虽然西部地区党政人才总量减少了 ，但对整个西部人才数

量增加的趋势不会产生影响 。

表 ３ － ３ 　政府机关公务员数量增长情况 　 （单位 ：万人）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增长率

西部地区 － ２ ．０１ x
东部地区 － ６ ．６０ x
中部地区 － ５ ．６７ x
东北三省 － １０ ．０２

（四） 对技能人才数量变化的影响

随着技能人才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 ，西部地区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作不

断加强 ，技能人才队伍迅速壮大 。本课题以获得国家技能鉴定证书人员数据

进行分析 。据统计 ，西部地区 ２０００年当年新增获得技能鉴定证书人员仅为

４９ ．６万人 ，而 ２００４年迅速增加到了 １３６ ．５万人 ，增长了 １７５ ．２％ 。

与东部比 ，差距明显缩小 。西部地区 ２０００年当年新增获得技能鉴定证

书人员仅为东部的 ２８ ．９％ ，但 ２００４年达到了 ４６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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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部比 ，近 ５年来西部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部 ，因而与中部总量上的

差距已经很小 。西部地区 ２０００年当年新增获得技能鉴定证书人员仅为中部

的 ７０ ．４％ ，但 ２００４年却超过了中部 ，达到中部的 １０４ ．０％ 。

表 ３ － ４ 　 ２００４年与 ２０００年各地区当年新增技能人才数量比较 　 （单位 ：万人）

西部 东部
西部占

东部比例
中部

西部占

中部比例
东 北

２０００ 年
当年新增数量

４９ ．６ g１７１ ．８ +２８ ．９％ ７０ ．５ 沣７０ ．４％ ２７ ．５ �
２００４ 年

当年新增数量
１３６ ．５ {２９３ ．５ +４６ ．５％ １３１ ．３ 鼢１０４ ．０％ ４０ 唵

增长 １７５ ．２％ ７０ ．８％ ８６ ．２％ ４５ ．５％

　 　注 ：获国家技能鉴定证书人数包括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西

部数据中未包括新疆建设兵团数据 。

图 ３ － ２ 　当年获技能鉴定证书人数

注 ：获国家技能鉴定证书人数包括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西

部数据中未包括新疆建设兵团数据 。

（五） 对农村实用人才数量变化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以来 ，随着国家对农村实用人才开发的重视 ，西部地区农村

实用人才开发得到明显加强 ，一大批懂技术 、善经营的农村实用人才迅速成

长并涌现出来 。由于农村实用人才统计项目是近年新增的 ，历史数据缺乏 ，

因此 ，对农村实用人才发展情况 ，只好与专业技术人才的发展现状作些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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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

近 ５年来 ，西部农村实用人才开发政策措施的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果 。到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农村实用人才总数达 １４５ ．９ 万人 ，占全国总数的 ２５ ．

１９％ ，超过了西部专业技术人才占全国 ２５ ．１％ 的比例 。从占农村劳动力的

比例来看 ，西部地区农村实用人才虽然只占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０ ．

９１％ ，比东部地区少 ，但这个差距比东 、西部专业技术人才密度的差距要小 。

表 ３ － ５ 　 ２００４年农村实用人才数量情况

农村实用人才

数量 （万人） 占比 （％ ）

农村劳动力

数 （万人）

农村实用人才占

农村劳动力比例

西部 １４５ ．９ E２５ ．１９ 9１６０１８ ．３ V０ ．９１％

东部 ２１７ ．８ E３７ ．６１ 9１７２７７ ．５ V１ ．２６％

中部 １８８ ．９ E３２ ．６２ 9１６１１１ ．２ V１ ．１７％

东北三省 ２６ ．５ 1４ ．５８ %２８３１ ．１ B０ ．９４％

全国 ５７９ ．１ E１００  １ ．２％

　 　本节小结 ：上述情况表明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对西部地区人才

数量增长的影响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１） 当前西

部地区的人才总量与西部大开发初期相比 ，有了较大幅度增长 ； （２） 与中部

相比 ，在 “三支队伍” 、 “两类人才” 的存量 、增量 、增幅等方面 ，有的稍强

有的稍弱 ，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 （３） 近年来 ，西部地区人才数量的增幅

已经超过了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出现了东 、西部地区在人才数量增长

上的差距由 “扩大” 走向 “缩小” 的历史性 “拐点” 。

二 、人才素质方面的效果评估

（一） 对高等教育学历人才比例变化的影响

高等教育学历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的变化 ，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西部地

区人才素质的变化情况 。西部大开发以来 ，随着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学历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有大幅提高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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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大专以上学历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为 ３ ．５５％ ，

到 ２００４年 ，这一比例大幅提高到 ６ ．８７％ ，增长了将近 １倍 。①

但是 ，与东部地区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则有所不及 ，增幅比东部地区

（４ ．６７个百分点） 和全国平均水平 （３ ．４３个百分点） 分别低 １ ．３５个百分点

和 ０ ．１１个百分点 。

图 ３ － ３ 　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就业人员比例变化情况

图 ３ － ４ 　西部地区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就业人员比例变化趋势

（二） 对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才素质变化的影响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 。到

２００３年 ，西部地区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人员占到 ５ ．１４％ ，比

① 数据来源 ：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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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提高了 １ ．０９个百分点 ，中级职称人员占 ２９ ．１８％ ，比 ２０００年提高了

２ ．６５个百分点 。

但与其他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西部地区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才整

体素质的提升幅度较小 ，人才素质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３

年 ，东部地区高 、中级职称人才所占比例分别提高 １ ．４３ 、 ３ ．４３个百分点 ，

东北地区分别提高 ２ ．４４ 、 ３ ．６６个百分点 ，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提高 １ ．４ 、 ２ ．９

个百分点 ，均远远高于西部地区的增幅 。即使是与西部人才发展水平大体相

当的中部地区 ，中级职称人才所占比例的提高也大于西部 ，西部专业技术人

才队伍相对素质状况不容乐观 。

表 ３ － ６ 　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高中级职称比重情况 　 （单位 ：％ ）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３ 年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增 　 幅 中级职称 增 　 幅

西部 ４ ．０５ 排２６ ．５３ 貂５ ．１４ �１ ．０９ 沣２９ ．１８ 葺２ ．６５ �
东部 ５ ．６７ 排２９ ．３３ 貂７ ．１ 梃１ ．４３ 沣３２ ．７６ 葺３ ．４３ �
中部 ５ ．０７ 排３２ ．３０ 貂６ ．０８ �１ ．０１ 沣３５ ．１２ 葺２ ．８２ �

东北三省 ７ ．０３ 排３４ ．１７ 貂９ ．４７ �２ ．４４ 沣３７ ．８３ 葺３ ．６６ �
全 国 ５ ．９ 鞍３０ ．５ 後７ ．３ 梃１ ．４ 挝３３ ．４ 缮２ ．９

（三） 对党政人才素质变化的影响

西部地区党政人才在数量减少的同时 ，素质却在逐步提高 。在这里 ，我

们用每年新录用公务员的学历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 。

２０００年 ，西部地区新录用公务员中的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当年录用公

务员总数的 ５６ ．０３％ ，２００２年 ，这一比例增加到 ７１ ．７５％ ，学历素质提高明

显 。但同时 ，西部地区党政人才在学历素质上的提升幅度却低于东部地区乃

至全国平均水平 ，学历素质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新录用公务员中 ，大专

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东部地区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５ ．９５％ 提高到 ８６ ．０４％ ，增幅达

２０ ．０９％ ；东北地区增幅达 ２２ ．０８％ ，全国平均水平增幅达 １６ ．８６％ ，均高于

西部的 １５ ．７２％ 。



l52　　　

表 ３ － ７ 　当年录用公务员中的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例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占当年录用公务员总数

的百分比 （％ ）

占当年录用公务员总数的

百分比 （％ ）

比例增幅

西部 ５６ ．０３ S７１ ．７５ c１５ ．７２ 妹
东部 ６５ ．９５ S８６ ．０４ c２０ ．０９ 妹
中部 ６１ ．１６ S７１ ．３６ c１０ ．２ �

东北三省 ７１ ．６８ S９３ ．７６ c２２ ．０８ 妹
全国 ６３ ．５５ S８０ ．４１ c１６ ．８６

（四） 对经营管理人才素质变化的影响

大中型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中的领军人物 ，其

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素质变化 。本课题采

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的数量变化 ，作为评估西

部地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素质变化的对象 。每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国有

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以一个主要经营管理者计算 。

近年来 ，西部地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的数

量不断增加 。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营

管理者达 ２６３９４人 ，比 １９９９年增加了 ３２５４人 ，增长了 １４ ．０６％ ，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西部经营管理人才群体的素质在逐步提高 。

但与东部地区相比 ，这种增长幅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东西部差距进一

步扩大 。 １９９９ 年 ，东部地区为 ９４８８２ 人 ，到 ２００４ 年 ，达到了 １４６１９３ 人 ，

增幅高达 ５４ ．０８％ ，是西部地区的 ３ ．８倍 。

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 ，西部地区的增长差距也较大 。 １９９９年 ，全

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负责人数量为 １６２０３３ 人 ，到 ２００４

年 ，这一数字达到 ３１９４６３ 人 ，增幅达 ３５ ．４４％ ，远高于西部地区的增长水

平 。

与中部地区和东三省相比 ，西部地区增幅高于中部 ，略低于东北三省 ，

与中部 、东北三省同属于经营管理人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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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８ 　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变化情况

项 　 　 目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数量 （人） 数量 （人） 增幅 （％ ）

西部地区
数量 ２３１４０ G２６３９４ 舷１４ ．０６ W

占全国比％ １４ ．２８ G１２ ．０３ 舷
东部地区

数量 ９４８８２ G１４６１９３ 滗５４ ．０８ W
占全国比％ ５８ ．５６ G６６ ．６１ 舷

中部地区
数量 ３２４４５ G３３９４７ 舷４ ．６３ C

占全国比％ ２０ ．０２ G１５ ．４７ 舷
东北三省

数量 １１５６６ G１２９２９ 舷１１ ．７８ W
占全国比％ ７ ．１４ 3５ ．８９ 换

全 　 国
数量 １６２０３３ \２１９４６３ 滗３５ ．４４ W

占全国比％ １００  １００ Ζ

（五） 对技能人才素质变化的影响

高技能人才 （高级技师 、技师以及高级工） 是技能人才队伍的中坚 ，其

数量增长的变化能较好反映技能人才队伍素质的变化 。 我们以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４年两个年度当年获高级技师 、技师以及高级工证书人数的增长数据 ，

作为分析西部地区技能人才素质变化的依据 。

与西部大开发初期相比 ，西部地区技能人才随着数量大幅增长其素质得

到明显提高 。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当年获技能鉴定证书的高技能人才为 ６ ．５

万人 ，２００４年这一数据达到 １９ ．０８万人 ，增幅为 １９３ ．５％ 。并明显高于中部

地区 （９４ ．３％ ） 、东北三省 （９０ ．４％ ） 和全国平均水平 （１７１％ ） 。

但是 ，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增长明显落后 ，东西部技能人才素质

差距进一步拉大 。 ２００４ 年比 １９９９年 ，东部地区高技能人才数量从 ８ ．４４ 万

人增加到 ３２ ．０６万人 ，增幅达 ２８０％ ，是西部地区的 １ ．４５倍 。

表 ９ 　 １９９９年 、 ２００４年当年获高技能鉴定等级
证书人员变化情况 　 （单位 ：万人 ，％ ）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全 　 　 国

１９９９ 年 ６ ．５ 趑８ ．４４ %１０  ３ ．８５ ]２８ ．７７ 崓
２００４ 年 １９ ．０８  ３２ ．０６ 9１９ ．４３ U７ ．３１ ]７７ ．８８ 崓
增长％ １９３ ．５  ２８０  ９４ ．３ A９０ ．４ ]１７１

　 　注 ：高技能鉴定等级证书包括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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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上述情况表明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在提高西部人才

队伍素质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效果不及对人才数量变化的影响 。 １ 、与

西部大开发初期相比 ，西部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已有较大提高 ； ２ 、在素质

提高的幅度上远不及东部 ，出现了东 、西部人才队伍素质差距越拉越大的严

峻走势 。

三 、人才效能方面的效果评估

（一） 对人才经济效能变化的影响

１ ．专业技术人才经济效能 。专业技术人才经济效能 ＝ 专业技术人才总

量 （人） ／百万元 GDP 。对一个地区而言 ，人才经济效能的数值越低 ，表示

该地区人才利用水平越高 ，即每创造一百万元 GDP的财富所需要的人才数
量越少 。经过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５年多来西部地区人才利用水平有

较大幅提高 。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才经济效能值为 ２ ．９人／百万元

GDP ，比 １９９９年的 ４ ．８９人／百万元 GDP ，降低了 ４０ ．６９％ 。 与东 、中部及

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虽然仍有较大差距 ，但差距已大幅缩小 ，缩小幅度分别

达到了 ４１ ．６６％ 、 ４８ ．１１％ 和 ３８ ．６１％ 。但与东北三省的差距在扩大 。

表 ３ － １０ 　专业技术人才经济效能变化情况 　 （单位 ：人／百万元 GDP）
西部 东部

与东部
的差距

中部
与中部
的差距

东北
与东北
的差距

全国
与全国
的差距

１９９９年 ４ ．８９ 排２ ．３７  ２ ．５２ M３ ．８３ 憫１ ．０６ 照４ ．３８  ０ ．５１ ]３ ．３１ 　１ ．５８ 邋
２００４年 ２ ．９０ 排１ ．４３  １ ．４７ M２ ．３５ 憫０ ．５５ 照２ ．２３  ０ ．６７ ]１ ．９３ 　０ ．９７ 邋
降幅％ ４０ ．６９ 儋４１ ．６６ a４８ ．１１ 殚－ ３１ ．３７ 殮３８ ．６１

　 　 ２ ．技术市场成交额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大幅

增长 ，２００４年比 １９９９年增长近 １倍 。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西

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增加幅度颇有不如 ，差距越拉越大 。从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４年 ，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技术市场成交额增幅分别是西部地区的 ２ ．３

倍和 １ ．７倍 。与中部地区及东三省相比 ，１９９９年到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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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成交额的增加幅度则具有一定优势 ，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及东北三省 。

表 ３ － １１ 　全国技术市场成交额发展变化情况 　 （单位 ：万元 ，％ ）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总额 占全国比重 总 　 额 占全国比重
总额增幅

西部 ８３９１８１ 父１６ ．０３ +１６０３６８２ 苘１２ ．０２ ;９１ ．１０ 崓
东部 ３０５０４０７ 烫５８ ．２８ +９４３６０３３ 苘７０ ．７２ ;２０９ ．３４ ⅱ
中部 ７８２３７０ 父１４ ．９５ +１３１７４８３ 苘９ ．８７ '６８ ．４０ 崓
东北 ５６２１６５ 父１０ ．７４ +９８６４３２ 热７ ．３９ '７５ ．４７ 崓
全国 ５２３４１２３ 烫１００  １３３４３６３０ 耨１００  １５４ ．９４

图 ３ － ５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西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变化趋势

（二） 对人才科技效能变化的影响

１ ．国家科技成果登记数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登记的国家科技

成果大幅增长 ，２００４年比 １９９９年增长 ２４ ．４６％ 。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

平相比 ，西部地区登记科技成果的增加幅度不如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 ，

差距越拉越大 。与中部地区及东三省相比 ，虽然总量仍有一定优势 ，但增加

幅度不及中部地区及东北三省 。

表 ３ － １２ 　全国各地区科技成果登记情况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５ 年 增长

西 　 　 部 ３６１８  ４５０３ w２４ ．４６ 腚
东 　 　 部 １０２７３ +１３５９０ 媼３２ ．２９ 腚
中 　 　 部 ３０９４  ４３１１ w３９ ．３３ 腚
东 　 　 北 ２１０４  ３００２ w４２ ．６８ 腚
全 　 　 国 １９０８９ +２５４０６ 媼３３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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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 ６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５年全国科技成果登记变化趋势图

２ ．三种专利数量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

利 、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飞速增长 。到 ２００４年授权量达到了 １５８３４ 项 ，比

１９９９年增长了 ４４ ．４％ ，从一个角度说明西部地区科技人才效能大幅提高 。

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三项专利授

权量增长幅度远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 ，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近 ２０个百分点 ，从一个方面说明西部地区发明创新能力与东

部的差距急剧扩大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与中部及东三省相

比 ，西部地区 １９９９年到 ２００４年三项专利授权量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

和东北三省 。

表 ３ － １３ 　三种专利授权数变化情况 　 （单位 ：项 ，％ ）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增长幅度

西部
数量 １０９６８ 9１５８３４ -４４ ．４  

占全国比重 １１ ．９ %１０ ．５  
东部

数量 ５１３６７ 9９８４０９ -９１ ．６  
占全国比重 ５５ ．８ %６５ ．０  

中部
数量 １０９７５ 9１３８４４ -２６ ．１  

占全国比重 １１ ．９ %９ ．６  
东北三省

数量 ８８３４ %１０７０３ -２１ ．６  
占全国比重 ９ ．６  ７ ．１  

全国
数量 ９２１０１ 9１５１３２８ B６４ ．３  
占比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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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小结 ：上述情况表明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对西部人才效能

变化的影响是 ：１ 、与西部大开发初期比 ，西部地区人才的经济效能和科技

效能大幅提高 ；２ 、在人才经济效能方面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

水平相比 ，差距越来越小 ；在人才科技效能方面 ，差距则越来越大 。

四 、人才流动状况方面的效果评估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以来 ，西部部分省市区在引进人才智力方面成绩

较为明显 ，人才流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甚至出现进大于出的可喜局

面 。贵州省对全省 ３４个单位的调查显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２ 年 ，这些单位共

引进高学历 、高专业技术职称的 “两高” 人才 ４１９人 ，年均引进 １４０人 ；共

流出 ３０５人 ，年均流出 １０１人 ，进大于出 ，总量稳中有升 。相关统计显示 ：

云南省在 ２００２年实现了该省历史上首次 “入超” ———人才流入大于流出 。①

部分省 （市 、区） 在引进人才和控制流失方面效果不佳 ，人才进出形势仍然

严峻 。新疆近年来调往内地的专业技术人员高达两万多人 ，青海省 ２０ 年来

调走或者自动离开青海的科技人员估计在 ５ 万人以上 。陕西省 ２００４年毕业

的 ４６００多名硕士学位以上的研究生 ，有 ８０％ 择业到了东部 。甘肃省每年在

外地高校培养的非师范类毕业生的回归率只有 ４０％ ，甘肃农业大学培养的

２７名畜牧业硕士研究生现已全部调走 。②

就西部整体人才进出状况变化而言 ，人才流失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

解 ，但人才流出大于流入的总体态势尚未改变 。在本课题组进行的问卷调查

结果中 ，认为 “近 ５年来西部地区人才流失情况比以前有所缓解” 的调查对

象有 ４６ ．７％ ，列其多种选项结果第一位 。认为 “近 ５年来西部地区人才流

动情况是流出大于流入” 的调查对象有 ７１ ．０％ ，高居多种选项结果榜首 。

并且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西部引进的主要是初 、中级人才 ，而流出的绝大多数

①

②

肖导 ： 枟人才流动的宏观环境不断改善枠 ，决策支持网 ， http ： ／／www ．cndss ．net ／ 。
朱建军 吕雪莉 王勉 枟聚焦西部人才流失 ：吸引外来人才用好现有人才枠 ，搜狐教育 ， ht tp

∥ learning ．sohu ．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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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级 、骨干人才 。有关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结果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

西部人才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以上 ，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 ① 。

表 ３ － １５ 　近五年西部地区人才流动情况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流动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流失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流入大于流出 １２４ 烫９ ．８  得到有效抑制 ４８ x３ ．８ 行
流出大于流入 ８９５ 烫７１ ．０ %有所减缓 ５８９ 寣４６ ．７ 邋
基本持平 ２３８ 烫１８ ．９ %基本没变化 ３７８ 寣３０ ．０ 邋
缺失值 ３ ＃０ ．２  有加剧趋势 ２４２ 寣１９ ．２ 邋

缺失值 ３ c０ ．２ 行
总计 １２６０ 後１００ ．０ 9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表 ３ － １６ 　西部地区引进人才和流出人才情况

比较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变 　 　 量
引进人才结构 流出人才结构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高级 、 骨干人才较多 ２０９  １６ ．６ A７７９ H６１ ．８ y
中级人才较多 ６５８  ５２ ．２ A４０８ H３２ ．４ y
初级人才较多 ３７７  ２９ ．９ A６３ 4５ ．０ ．８ 崓
缺失值 １６ �１ ．３ ,１０ 4０ ．８ d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U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本节小结 ：上述情况表明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对西部人才流动状

况的影响是 ：１ ．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２ ．西部人才流

出大于流入的总体态势尚未改变 。

五 、人才待遇与保障方面的效果评估

人才待遇与保障是人才政策措施引导 、规范与调整的重要方面 ，应当成

为对西部人才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统计体系缺乏直接

① 吕雪莉 、 杨步月 、 朱建军 枟西部代表 ：西部期待人才 “点石成金”枠 ， 人民网 ht tp ： ／／

www ．people ．com ．cn／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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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人才待遇与保障变化数据的条件下 ，本课题采用西部地区职工的工资收

入 、城镇居民家庭收入 、职工社会保险和医疗卫生条件方面的数据 ，间接对

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

（一） 对人才待遇变化的影响

对人才待遇变化的影响以职工工资水平和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变化来反

映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职工工资水平

不断提高 。到 ２００４ 年底 ，西部地区职工平均年工资达到 １５５１５ ．７ 元 ，比

１９９９年增长近 １倍 ，增长幅度居全国各地区之首 。但东 、西部地区职工年

平均工资绝对量的差距却在进一步加大 ，由 １９９９年的 ２６９１ 元扩大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４５６９ ．２元 。这些情况表明 ，西部人才待遇政策的实施尽管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西部地区职工待遇提高的速度在加快 ，但这种速度并不足以缩小

东 、西部地区在收入总额上的差距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提高西部人才工资

水平政策的力度还不够大 ，效果还不理想 。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不断提高 ，西部地区城镇

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也在逐步提高 。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

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 ８６０１ ．１７元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了 ３０８４ ．２２ 元 ，但

增长幅度居全国各地区末位 ，东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

入绝对量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２５４ ．１２ 元扩大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４２７６ ．６４元 。同职工工资水平变化情况大体一样 。

表 ３ － １７ 　职工平均年工资及增长情况 　 （单位 ：元 ，％ ）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年均工资 年均工资 增长

西 　 部 ７８１９ ．１ @１５５１５ ．７ 创９８ ．４３ 腚
东 　 部 １０５４０ ．１ T２００８４ ．９ 创９０ ．５６ 腚
中 　 部 ６６３０ ．７ @１２６０４ ．７ 创９０ ．１ 鬃
东 　 北 ７３８２ ．３ @１３３０３ 媼８０ ．２ 鬃
全 　 国 ８３４６  １６０２４ 媼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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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８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及增长情况 　 （单位 ：元 ，％ ）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人均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 增长

西 　 部 ５３１６ ．０８ T８６０１ ．１５ 创６１ ．７９ 腚
东 　 部 ７５７０ ．２０ T１２８７７ ．７９ 缮７０ ．１１ 腚
中 　 部 ４９７５ ．７２ T８３４７ ．４５ 创６７ ．７６ 腚
东 　 北 ４６８１ ．０５ T８２４５ ．５５ 创７６ ．１５ 腚
全 　 国 ５８８８ ．７７ T１０１２８ ．５１ 缮７２ ．００

　 　在本课题进行的问卷调查结论也基本如此 。西部地区党政机关调查对象

中 ６５ ．２％ 人认为 ，西部人才政策的实施对改善西部人才生活 、工作条件的

作用不太明显 ；６７％ 的人认为人才流失最重要的原因是待遇较低 。企事业单

位调查对象中 ７１ ．３％ 的人认为 ，工资待遇是引进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因素 ；

在对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的回答上 ，有 ７８ ．６％ 的人选择的是提高

收入 。这表明 ，虽然西部地区人才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但

由于东西部总量上差距的扩大 ，这种提高并不能满足西部地区人才的预期 ，

影响了各类人才积极性 、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 ，既不利于稳定现有人才 ，

也不利于引进人才 。

（二） 对人才保障水平变化的影响

１ ．参加社保人数 。近些年来 ，西部地区社会保险工作逐步加强 ，社会

保险面越来越宽 ，参加社会保险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每万人口中参加社会保

险人数情况来看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每万人口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

数为 ５６８人 ，比 １９９９ 年增加了 ４８ 人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职工人数为 ５１０

人 ，是 １９９９年的 ２８倍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 ５６５人 ，比 １９９９年略有减少 。

从横向比较来看 ，无论 １９９９年还是 ２００４年 ，无论是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还

是失业保险 ，西部地区每万人口中参加社会保险人数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

东北地区以及全国平均水平 ，且除医疗保险发展速度较快外 ，养老保险 、失

业保险发展速度相对较低 ，表明 ５年多来 ，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上述地

区及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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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９ 　每万人口中参加社会保险人数变化情况 　 （单位 ：人）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全 国

１９９９年

年末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职工人数

５２０ 谮９４７ 妸６０７ :１３７８ �７５３ 殮
年末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职工人数

１８ 破７１ v９  ５９ 种３７ 唵
参加失业
保险人数

５７１ 谮９１８ 妸６５２ :１４２６ �７７５

２００４年

基本养
老保险

年末职工
参加人数

５６８ 谮１３１４ 煙７１０ :１５０２ �９４２

增长 ９ ．２ 谮３８ ．８ 煙１７ ．０ O９ ．０ 觋２５ ．１

基本医
疗保险

年末职工
参加人数

５１０ 谮９３４ 妸４９６ :１０５３ �６９６

增长 ２７３３ ．３  １２１５ ．５ 热５４１１ ．１ x１６８４ ．７ (１７８１ ．１

失业保
险人数

年末参
加人数

５６５ 谮１０６０ 煙６４０ :１２７９ �８１４

增长 － １ ．１  １５ ．５ 煙－ １ ．８ c－ １０ ．３ (５

　 　 ２ ．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变化 。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比较缺乏 。就

每万人口所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看 ，无论是 １９９９年还是 ２００４年 ，其绝

对数量在全国各大区域中都是最低的 。 １９９９年为 ３２ ．０３人／万人 ，２００４年减

少为 ２９ ．５９人／万人 ，减幅达 ７ ．６％ ，减幅远高于东部 、中部和全国平均水

平 ，从一个侧面表明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条件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

大 。尽管东北三省同一时期的降幅达到 １０ ．３％ ，高于西部地区降幅 ，但东

北三省医疗卫生基础雄厚 ，医疗卫生条件仍然比西部优越得多 。

表 ３ － ２０ 　每万人口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变化情况 　 （单位 ：人／万人）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全 国

１９９９ 年 ３２ ．０３  ３８ ．３９ 9３２ ．３７ U５０ ．９４ q３５ ．４１ 崓
２００４ 年 ２９ ．５９  ３７ ．０８ 9３０ ．９７ U４５ ．６７ q３３ ．７７ 崓
增长％ － ７ ．６  － ３ ．４ 9－ ４ ．３ U－ １０ ．３ 唵－ ４ ．６

　 　本节小结 ：上述情况表明 ， １ 、西部人才政策的实施 ，使西部地区的人

才待遇有了一定提高 ，人才保障状况有了一定改善 ； ２ 、与东部地区及全国

平均水平相比 ，差距依然较大 ，且进一步扩大 。因此 ，应当制定和实施更为

优惠的西部人才待遇与保障政策 ，以利西部地区留住和吸引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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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才培养能力方面的效果评估

加强西部人才培养能力建设 ，提高西部地区自身培养人才的能力 ，是西

部人才政策措施关注的重要内容 ，也是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评估的重要方

面 。

（一） 对学校数量变化的影响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学校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人才培养能力的

基础 。我们以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普通高校数量变化作为比较分析的依据 。

２００５年 ，西部地区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普通高校数量为 １ ．１所 ，比 １９９９年

增长 ５７ ．１４％ ，高于东部地区增幅 ，表明西部大开发以来 ，随着西部教育发

展政策措施的实施 ，西部人才培养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得到较快发展 ，并与东

部的差距在逐步缩小 。

表 ３ － ２１ 　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变化情况 　 （单位 ：所／百万人）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全 国

１９９９ 年 数 量 ０ ．７０ ０ ．９９ ０ ．７３ １ ．３５ ０ ．８５

２００４ 年
数 量 １ ．１ 趑１ ．５５ %１ ．２４ A１ ．６ H１ ．３３ y
增长率％ ５７ ．１４  ５６ ．５７ 9６９ ．８６ U１８ ．５２ q５６ ．４７

（二） 对教师队伍变化的影响

学校教师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是人才培养能力

的重要方面 。本课题以普通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发展变化为例分析说明西部

地区教师队伍变化情况 。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为 ８ ．０９万人 。经过西部大

开发五年来的努力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队伍发展较快 ，到 ２００４ 年达 １８ ．９８

万人 ，增幅高达 １３４ ．６％ ，即只用 ５年时间增长了 １倍多 ，增幅高于东部 、

中部 、东北三省 ，表明西部地区与其他各大区域在这方面的差距正在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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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 。

从教师队伍的素质来看 ，东西部地区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 ２００３

年 ，西部地区高等院校专任教师的学历构成中 ，博士学历的占 ４ ．２９％ ，硕

士学历的占 ２０ ．１７％ ，不仅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而且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专科及以下学历的专任教师所占的比例为 ７ ．０４％ ，则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

平均水平 。高等院校专任教师职称构成中 ，正高职称占 ７ ．４４％ ，副高职称

占 ２７ ．７２％ ，均低于东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 ；中级和初级职称的专任教师

所占的比例则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这些数据说明 ，西部地区教师

队伍中高职称 、高学历的教师比例相对较少 ，低职称 、低学历教师比例则相

对偏高 ，教师队伍的素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容忽视 。

表 ３ － ２２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变化情况 　 （单位 ：万人）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全国

１９９９年 数 量 ８ ．０９ 排１９ 噜１７ ．５９ a４１ ．３２ ゥ９ ．６７ 照２２ ．７２ -５ ．６２ ]１３ ．２ 　４２ ．５７

２００４年
数 量 １８ ．９８ 儋２２ ．１１  ３５ ．０２ a４０ ．８ 憫２２ ．０６ 殚２５ ．７  ９ ．７８ ]１１ ．３９ 档８５ ．８４ �
增长率 １３４ ．６ 儋— ９９ ．１ M— １２８ ．１ 殚— ７４ 4— １０１ ．６

表 ３ － ２３ 　 ２００３年全国高等院校专任教师学历 、职称情况 　 （单位 ：人）

全 国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合 计 ８３４３４２ 破１００ 枛１８２１８５ 忖１００ 膊３４６７９１ �１００ 挝２０３４５６  １００ 觋１０１９１０ 6１００

学
历
结
构

博 士 ５４７９０ 北６ ．６ 枛７８２３ 构４ ．３ 膊３１６７２ 殚９ ．１ 挝９３１５ 耨４ ．６ 觋５９８０  ５ ．９  
硕 士 １９２１２３ 破２３ ．０ ǐ３６７５０ 屯２０ ．２ 乔８９２０２ 殚２５ ．７ 沣４１８３２  ２０ ．６ �２４３３９ !２３ ．９  
本 科 ５４４０８３ 破６５ ．２ ǐ１２４７８３ 忖６８ ．５ 乔２１０４０９ �６０ ．７ 沣１４１４４６  ６９ ．５ �６７４４５ !６６ ．２  

专科及以下 ４３３４６ 北５ ．２ 枛１２８２９ 屯７ ．０ 膊１５５０８ 殚４ ．５ 挝１０８６３  ５ ．３ 觋４１４６  ４ ．１

职
称
结
构

正 高 ７５６３６ 北９ ．１ 枛１３５５５ 屯７ ．４ 膊３６４８７ 殚１０ ．５ 沣１５６０４  ７ ．７ 觋９９９０  ９ ．８  
副 高 ２４５７９５ 破２９ ．５ ǐ５０５０２ 屯２７ ．７ 乔１０２８６６ �２９ ．７ 沣５９１５５  ２９ ．１ �３３２７２ !３２ ．７  
中 级 ２８５２８６ 破３４ ．２ ǐ６６６０７ 屯３６ ．６ 乔１１５８６１ �３３ ．４ 沣６９４７７  ３４ ．２ �３３３４１ !３２ ．７  
初 级 １６８９４３ 破２０ ．３ ǐ３８９８１ 屯２１ ．４ 乔６７４７５ 殚１９ ．５ 沣４３２２４  ２１ ．２ �１９２６３ !１８ ．９  
无职称 ５８６８１ 北７ ．０ 枛１２５４０ 屯６ ．９ 膊２４１０２ 殚７ ．０ 挝１５９９６  ７ ．９ 觋６０４４  ５ ．９

　 　注 ：全国高等院校专任教师指全国普通高校 、成人高校和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的专任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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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小结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 ，西部大开发以来有关提升西部人才培

养能力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是比较显著的 。 １ ．与西部大开发初期相比 ，西

部地区在学校状况和教师队伍状况方面已有明显改观 ；２ ．与东地区比较 ，虽

然在学校状况和教师队伍状况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但差距得以逐步缩小 。

七 、总体评估结论

按照本课题确定的评估思路与评估方法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 ，本课题的

总体评估结论是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已取得积极成果 ，并在若干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离西部大开发的要求 ，与人们期盼的预期仍有较大差

距 。

１ ．西部大开发以来 ，在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推动下 ，西部人才开发出

现了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与西部大开发初期相比 ，西部的人才数量 、人才

素质 、人才效能 、人才流动状况 、人才待遇与保障 、人才培养的能力等方面

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 ，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才智力支

持 。

２ ．西部大开发以来 ，在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推动下 ，西部与中部 、东

北三省人才发展上的差距已不大 ，大体处在同一水平上 ，这一变化将使传统

的全国东 （含东北三省） 、中 、西人才三级梯度分布态势逐步演化为东部与

中西部及东北三省之间的两极分化格局 。

３ ．通过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在扩大西部人才数量 、提升西部人

才经济效能 、提高西部人才培养能力等方面已取得突破性成果 ，出现了西部

在这些方面与东部差距由 “扩大” 走向 “缩小” 的历史性 “拐点” 。但在提

高和改善人才素质 、人才科技效能 、人才待遇和保障水平等方面效果欠佳 ，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形势严峻 。

西部人才开发工程巨大 ，基础薄弱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能取得上述成

效并非易事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西部人才开发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关键 ，

任重道远 ，并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出现反复 ，是一项长期 、艰巨的战略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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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影响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

　 　 　 效果充分发挥的主要因素

　 　人才资源开发 ，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涉及面广 ，而且投入与产出也有

一定的时间差 。经研究表明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虽然取得积极成果 ，

但还不够理想 ，除了因时间较短政策效果在短时期内难以 “井喷” 之外 ，还

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原因 。认真分析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环境 ，从政策内

外理清影响政策效果充分发挥的主要因素 ，是完善政策措施和优化政策措施

实施环境的必由之路 。

一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设计有待完善

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地方层面的 ，都或多或

少存在着缺位 、错位等现象 ，致使政策措施整体功能的发挥受到影响 。从我

们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看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有 ５９％ 的调查对象对现行西

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总体评价为 “一般” ，居该题各选项第 １位 。

（一） 政策措施的系统性方面存在不足

政策措施是一个多层次 、多纬度 、多侧面的复杂体系 ，只有各层次 、各

纬度 、各侧面相互结合 、相互衔接 ，才能形成政策合力 ，产生系统效应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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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 ，近些年来出台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不在少数 ，规范与调整面也在逐步

扩大 ，但是政策措施的设计思路还不是很清晰 ，存在着部分内容交叉重叠 、

覆盖面有限与相互之间不配套的现象 。一是对体制内人才关注较多 ，对体制

外人才关注较少 。市场经济条件下 ，非公组织聚集的人才越来越多 ，体制外

人才已逐步成长为西部人才队伍的重要力量 。 但是和体制内人才比较起来 ，

体制外人才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却低得多 ，尤其在有关职称评定 、培训进修 、

表彰奖励等方面 ，体制外人才还基本上还没能享受到与体制内人才相同的待

遇 。二是对党政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开发规范较多 ，对

技能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开发规范较少 。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各级组织人事

部门对党政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开发管理摸索形成了

一整套比较健全的制度与方法 ，但对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开发重视不

够 ，开发管理的不少环节都缺少有效的制度安排 ，在西部各支人才队伍建设

中处于弱势地位 。三是人才开发侧重于 “管住” 人才 ，对激发人才活力关注

不够 。近年来西部地区饱受人才流失之苦 ，有些部门和单位往往出台各种

“土政策” ，以非常规的刚性手段 “管住” 人才 ，为人才的流动人为地设置障

碍 ，但却在搭建人才平台 、调动人才积极性 、保障人才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

人才效能上下功夫不多 。四是有些单项政策之间存在各自独立甚至相互矛盾

的现象 ，造成政策效力下降 ，甚至被消解 。如西部有些地区为了吸引人才 ，

对引进的人才实行优惠政策 ，但对本地同类人才的待遇则未作调整 ，结果在

引进外地人才的同时 ，本地人才却不断外流 ，政策的负效应现象较为明显 。

五是人才政策措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衔接不紧 。有些地方和部门在人才

开发上 ，忽视了人才开发服务 、服从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则 ，忽视了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就人才开发搞人才开发 ，致使部分培养 、引进的人

才找不到用武之地 ，在人才总体短缺的情况下 ，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了人才资

源的结构性过剩 。

（二） 政策措施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方面存在不足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 ，人才资源开发所面临的各种

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增多 ，要求人才政策措施也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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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变化的新形势 。近年来西部人才政策虽然经过不断调整与完善 ，但总体

来说仍不能满足人才发展形势的要求 。一是西部地区人事制度改革明显落后

于东部地区 。有的地方和单位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至今还带有较浓的计划经

济体制色彩 ，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人才人事制度相背 。在人才培养上 ，有的

地方和单位虽然加大了培养力度 ，但人才培养方式陈旧 ，学科 、专业等设置

长期未变 ，培养的针对性不强 。在人才使用上 ，论资排辈现象比较严重 ，有

的地方还没有建立实施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 。在人才收入分配中 ，“大锅饭 ，

小差距” 仍然处处可见 ，平衡能力有余而动力功能不足 ，激励作用有限 。在

我们的调查中 ，５６ ．２％ 的被调查者都认为现行分配政策的激励力度偏弱 ，也

充分佐证了这一点 。二是一些人才政策措施的前瞻性 、创新性不强 ，出台不

多久 ，就滞后于形势的发展 。甚至有的政策措施出台之日便是过时之时 。很

明显的例子即是在西部许多地方还在把提供城市常住户口作为引进人才的重

要砝码和优惠措施推出时 ，户口在人才市场中的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 ，对引

进人才起不了多大的实质性作用了 。三是西部人才政策雷同现象比较严重 ，

针对性不够 。一方面 ，西部出台的人才优惠政策 ，在优惠领域 、优惠手段 、

优惠力度等方面都不难发现东部早些时期的影子 ，照搬 、模仿东部发达地区

人才政策的痕迹明显 ，表现为与东中部地区的雷同 ；另一方面 ，国家出台的

有些指导性意见 ，也没有充分考虑西部地区内部的差异性 ，表现为西部地区

内部人才政策的雷同 。

（三） 政策措施的操作性方面存在不足

政策的设计和制定 ，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可操作性 ，避免理想化倾向 。

实现政策目标的步骤 、方法和具体措施 ，对于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而言 ，同

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但一些西部人才政策明显存在着操作性不足的问

题 。一是有些政策措施的操作空间狭小 ，难以形成具有穿透力的人才政策措

施体系 ，从而导致效果不显著 。比如 ，有些引进人才和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

动的政策措施 ，在操作时由于受户口迁移 、社保衔接 、身份转换等传统体制

性障碍的挚肘甚多 ，从而影响了效力的发挥 。二是部分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指

导性的意见太多 ，无具体操作办法 ，操作空间太大 ，具体实施同样比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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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三是有些政策措施严重脱离西部经济发展现实 ，缺乏相应的经济条件支

撑 ，致使政策配套难度大 ，政策不落地 ，操作性大打折扣 。如西部一些地区

为了吸引拔尖人才 ，纷纷承诺给予高工资 、高奖金 、高津贴和高档次住房等

物质生活待遇 ，但在兑现时受条件所限 ，往往又大打折扣 。

造成西部人才政策措施设计不完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当前有两个方面

的原因比较突出 ：一是有些西部人才政策制定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缺乏

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论证 ，习惯于凭经验 、凭感觉 ，致使一些人才政策措施缺

乏科学依据 ，不能满足客观实际的要求 。二是由于政策措施制定的理论准备

不足 。政策措施以理论为基础 ，是理论作用于实践的中介 ，如果理论研究不

充分 ，就难以制定出富有力度和远见的政策 。很多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出台

是被东部人才优惠政策措施和人才大量流失的现实逼出来的 ，是人才竞争日

趋激烈形势下的仓促之举 ，创新性 、严谨性都嫌不足 。仔细研究西部各地出

台的人才政策 ，不难看出也有不少是应景之作 ，缺少严格的论证 ，随意性较

大 。

二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执行不够理想

设计出台完善的政策固然重要 ，但认真贯彻落实同样重要 。正如发展经

济学家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 ， “即使有了最好的政策 ，也难以确保获得成

功” 。大量的事实表明 ，在众多出发点良好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中 ，有一些

不是没有被执行 ，就是在执行中因种种原因被扭曲 ，以致成效不尽人意 。在

我们进行的问卷调查情况看也是如此 ，７１％ 的西部党政机关调查对象和 ５３ ．

１％ 的企业事单位调查对象都认为 ，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执行到位率比

较低 ，政策措施的执行水平有待于提高 。

（一） 部分政策措施执行不到位

西部地区大部分地方财政困难 ，对加大人才资源开发投入心有余而力不

足 ，人才资源开发的活力需要外部因素的激发 。但国家层级的一些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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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上面只出政策 ，而由地方 “买单” ，造成地方对落实这些政策措施缺

乏积极性 ，执行的到位率自然就上不去 。在西部地区内部上下级组织之间 ，

也同样存在着类似问题 。比如 枟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枠 提出要建立西

部地区特殊岗位津贴制度 ，制定西部艰苦边远地区住房制度的特殊优惠政

策 ，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开发杰出人才奖等 ，但至今仍尚未进入实质性

的操作阶段 。在干部交流中 ，制定了一些类似于 “进一万 、出一万” （即在

五年内从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省市选派一万名干部到西部挂职工作 ，从西部

选派一万名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省市挂职锻炼） 的措施 ，但选派的对

象大多数是党政机关职能部门的副职和一般科技人员 ，缺少党政正职和科技

骨干的交流 ，这样交流的人数虽然没少 ，但层次并不高 ，与干部交流的初衷

有一定距离 。中央层面的某些人才政策原则性太强 ，各级人才工作者理解不

一致 ，给执行带来难度 ，导致各地做法大不一样 ，造成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走

了样 。

（二） 政策措施的执行合力有待提升

人才政策措施的有效执行 ，要求相关各方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密切配

合 ，以形成有效的政策执行链条 ，增强政策执行的合力 。当前西部地区人才

开发体制不顺 ，条块分割仍比较严重 ，人才开发资源整合程度有限 ，影响了

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如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开发 ，不仅需要人事 、农业

等部门下大力气 ，而且需要教育 、科技 、财政等多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协作 ，

但在实际工作中主要是人事部门一家唱 “独角戏” ，使得西部农村实用人才

的开发处于相对迟缓的状态 。再如 ，目前许多部门都根据自身需要 ，开展了

大量的人才培训活动 ，但由于这些培训活动之间缺乏协调 ，培训对象和培训

内容重复 、针对性不强 ，资金投入也比较分散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培训资源

的浪费 。

（三） 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亟待加强

政策的运行需要完善的督促检查机制来保证 。目前西部不少地方的人才

政策管理 ，安排部署多 ，抓进度 ，抓落实不够 ，缺少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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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尽管政策出台不少 ，但是否得到了执行 ，执行效果怎样 ，却普遍不大重

视 ，使得有些政策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比如 ，就人才培训而言 ，某些地方或

部门往往强调的只是培训人员数量上的增加 ，动辄在培训人数上定指标 ，但

培训的效果怎样则无人问津 ，缺乏对培训效果的评价和评估 。再比如 ，西部

大开发以来 ，为促进西藏和新疆的更快发展 ，国家制定了一些针对西藏和新

疆的优惠人才政策 ，但据我们调查 ，由于督促检查主体不明确 ，政策执行过

程缺少常规性 、制度性的检查督促 ，没有形成对政策执行主体的动力机制 ，

使其中有些政策的兑现率比较低 ，有些政策措施至今尚未落实 。

这些现象的产生 ，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第一 ，政策的设计往往需要兼

顾多重目标 ，但由于部门利益 、地方利益的客观存在 ，有的部门和地方往往

将自我利益附着在某项政策目标上 ，使得设计层面的 “兼顾” 在执行层面往

往被扭曲 ，从而改变政策的运行轨迹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有的部门和地

方往往依据自身利益在各项人才政策措施之间 、在人才政策措施与其他政策

措施之间各取所需 ，而不是依据客观需要来权衡轻重缓急 ，这是部分西部人

才政策措施执行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第二 ，在人才政策实施过程中 ，一些地

方过于注重政策执行的短期效应和轰动效应 ，往往将人才政策执行的某些环

节割裂开来 ，从而造成人才政策难以持久 ，效力发挥不佳 。第三 ，人才政策

要充分发挥政策效用 ，就必须使政策的制定 、执行 、评估 、反馈等形成一个

有机的政策链 ，保证对人才政策的不间断修复 、完善与补充 。有些西部人才

政策的低效运行 、执行不力和执行失真 ，也与人才政策执行过程的不连贯或

中断有着密切的联系 。

三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人才政策措施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运行 ，其效果受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制约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人才观念 、经济发展环境和相对较差并

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 ，是制约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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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才观念相对落后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人才观念的落后是造成西部

地区人才政策措施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

看 。一是西部部分领导干部思想保守 ，观念落后 。在我们的调查中 ，有近

６０％ 的被调查者认为本地区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和人才观念很一般 ，认

为很强的仅有 １ ．８％ ，比较强的也只有 ２７ ．７％ 。正是思想观念上的禁锢 ，造

成西部地区的某些地方或部门的管理者 ，不敢大胆改革落后的人事制度 ，缺

乏 “培养人才 、发现人才 、使用人才 、用好人才” 的强烈动机 。表现在人才

培养上 ，就是重使用 ，轻培养 ；重国民教育 ，轻继续教育 ；重普通院校教

育 ，轻职业技术教育 。表现在人才使用中 ，是见物不见人 ，重物质资源 ，轻

人才资源 ；重学历 ，轻能力 。表现在人才激励上 ，则是忽视待遇差距在人才

激励中的作用等等 。凡此种种 ，对人才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具有相当大的负

面影响 。二是西部人才自身市场意识的欠缺 。人才既是一种资源 ，更是一种

资本 。既然是资本 ，就要进入市场 ，进入运营 ，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但是 ，

西部地区很多人才本身市场意识比较欠缺 ，缺乏必要的创业精神 ，固守着计

划经济条件下的陈旧观念 ，竞争意识不强 ，流动意识欠缺 ，从而影响了其实

现人才资本的保值增值 。三是西部地区具有较强的 “官本位” 价值取向 ，无

论是收入分配 、福利待遇 ，还是社会对人才价值的认同 ，都与行政级别关系

很大 ，导致各类人才千军万马挤 “官道” ，争相谋取相应的行政级别 ，其结

果就是非市场部门人满为患 ，市场部门人才短缺 ，既不利于中青年人才的成

长与发展 ，也进一步加重了人才结构的失衡 。

（二）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西部绝大多数地区属于老少边穷地区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实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的影响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投入严重不足 ，经济

发展严重滞后 。从东 、西部地区 GDP占全国比重来看 ，１９８０年东部地区占

全国 ５０％ ，西部地区占全国 ２０％ ，但到 ２００５ 年 ，这两个数字已经变为

６０％ 以上和 １６％ 以下 。从东 、西部地区人均 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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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１９８０年东部地区人均 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３４％ ，西部地区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 ７０％ 。 到 ２００５ 年 ，同样项目的数据东部则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５８％ 以上 ，西部则下降为 ５５％ 以下 。
① 经济发展的滞后 ，对人才开发带来的

直接影响一是人才创新创业平台和中青年人才成长的多元化渠道缺乏 。在我

们的调查中 ，５６ ．３％ 的调查对象认为改善西部人才成长环境 ，最重要的因素

是要大力创建人才事业平台 。其次 ，是人才待遇低下 、人才投入有限 。西部

地区有实力的公司和企业相对较少 ，高层次人才难以获得优厚的物质待遇和

良好的工作环境 。一个博士在东部地区年薪可能拿到 ５ — ２０万 ，但在西部却

很有可能只能拿到 １万多 。我们在调查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６７％ 的被调

查者认为待遇低下是西部留住人才 、引进人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

（三） 科教发展相对滞后

尽管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科教水平提升较快 ，东西部科教差距依然

在扩大 ，科教发展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制约了人才开发的效果 。

西部人才资源开发 ，最基础的工程是基础教育 。目前 ，西部地区基础教

育仍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是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相对而言 ，上至政府

官员 ，下至普通百姓 ，更关注的往往是眼前能否尽快脱贫致富 ，而认为教育

培训的周期长 ，见效慢 ，导致普遍对教育重视不足 。二是师资力量薄弱 ，表

现在教师学历达标率低 ，对教师培训工作的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优秀师资严

重缺乏 。三是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 ，国

家及社会对东 、中 、西部教育的投入严重不平衡 ，东 、中 、西部在国家教育

经费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５５％ 、 ２８ ．５％ 、 １６ ．５％ ，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经费

分别为 ：７２ ．８％ 、 １８ ．５％ 、 ８ ．７％ ，东西部差距明显 ② 。 在东部发达地区教

育已经开始向更高层面加快提质步伐的情况下 ，西部广大地区教育的基础设

施建设还远未完成 。基础教育的严重滞后造成了与高等教育数量规模上的不

协调 ，导致西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少 ，人才产出率低 ，直接制约了西部人

①

②

田应奎 ： 枟 “十一五” 不可多得的发展起点枠 ， 枟瞭望枠 ，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

枟提升西部基础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枠 ， 枟光明日报枠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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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发展 。

科技发展与人才发展互为前提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科技发展也不尽

如人意 。一方面 ，在科技投入上 ，占全国比重下降 ，东西差距扩大 。 ２０００

年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科技拨款 ３８ ．１１亿元 ，在全国的比重为 ６ ．６２％ ； ２００３

年５５ ．７亿元 ，增幅 ４６ ．１６％ ，但在全国的比重下降为 ５ ．７１％ ，比重大幅降

低 。 ２００３年全国 ２８６１个县 （市） 的财政科技拨款为 １００亿元 ，其中东部地

区县 （市） 财政科技拨款达 ７１ 亿元 ，中部地区为 １６ 亿元 ，西部地区仅为

１２亿元 ，东西差距为 ６倍 ，而同期县级 GDP东西差距为 ３ ．７倍 ，表明科技

投入差距大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 。此外 ，全国目前

仍有 １７０个县 （市） 无财政科技拨款预算 ，主要分布于西藏 （４０个） 、青海

（２２个） 、新疆 （２４个） 、甘肃 （７个） ，占全国无财政科技拨款预算县 （市）

的 ５４ ．７１％ 。另一方面 ，在科技进步基础方面 ，东西差距也仍在扩大 。据科

技部 枟地方科技进步监测评价报告枠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西部 １２ 省区人力资源状

况 、科研物质条件和人们的科技意识情况及其加权平均数在全国的排位变

化 ，西部地区综合平均名次 １９９９年为 ２１ ．９２位 ，２００１年为 ２２ ．３３位 ，呈下

降趋势 。其中 ，“科技进步基础” 综合排序下降的有 ５个 ：甘肃由 ２６位下降

至 ２８位 、内蒙由 ２０ 位下降至 ２２位 、新疆由 ９ 位下降至 １８ 位 、宁夏由 ２２

位下降至 ２７位 、青海由 ２８ 位下降至 ２９ 位 。从西部地区 “科技进步基础”

指标在全国排序中的比较看 ，西部地区在人力资源 、科研物质条件及科技意

识方面仍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 。①

（四） 自然环境相对较差

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总体较差 ，且生态环境在进一步恶化 。不易利用的沙

漠戈壁和海拔 ３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西部总面积的 ６０％ 以上 ，可被利用

的地区又被沙漠 、戈壁 、高山峡谷所分割 ，交通十分不便 。气候条件相对较

差 ，干旱半干旱是西部大多数地区的常态 ，水资源十分贫乏 ，单位国土面积

平均拥有可利用的水资源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７ 。

① 参见 枟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０５枠 ，傅岳瑛 、 高全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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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 ，近些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西部地区发展支持系统位于全

国可持续发展系统末端 ，一直是我国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 ，存在着植被衰

退 、土地沙化 、水环境恶劣等问题 。西部大开发以来 ，在资源承载力有限的

情况下 ，西部地区的生态压力越来越大 。在对西部能源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 ，国家还缺乏有效的监管与保护机制 ，缺乏合理的支持配套政策 ，无序开

采仍相当严重 。目前 ，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２８２ ．５９万平方公里 ，占

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７７％ 。草原退化严重 ，青海严重退化草原面积已达

４４０万公顷 ，内蒙古草原遭严重破坏的达 ９７３万公顷 。由于生态植被的人为

破坏 ，西部地区 １０００多万人口吃水长期困难 。① ２００３年 ，西部地区 GDP只
占全国的 ２０ ．９３％ ，工业增加值只占全国的 １５ ．０４％ ，但其排放的工业废气 、

二氧化硫 、 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却占到全国排放量的 ２２ ．６１％ 、 ３１ ．３％ 、

２２ ．２６％ 、 ２５ ．６４％ 。每一元的 GDP的污染排放远远高于东部 ，也高于全国

的平均水平 ，是全国的 １ ．１４倍 ，是东部的 １ ．５３倍 。② 据有关部门测算 ，每

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５００亿元 ，占当地同期国内生产

总值的 １３％ 。③ 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造成西部地区的人居环

境远远落后于东部 ，是西部地区留住人才 、吸引人才 、 聚集人才的自然屏

障 ，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人才政策措施的力度 ，影响了人才政策措施效力的发

挥 。

①

②

③

枟西部每年因环境破坏造成经济损失达 １５００ 亿元枠 ， 枟华声报枠 ， ２００５年 ６月 １５日 。

枟 “循环经济” 吸引外资进入中国西部枠 ， 枟消费日报枠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枟西部每年因环境破坏造成经济损失达 １５００ 亿元枠 ， 枟华声报枠 ， ２００５年 ６月 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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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进一步提升西部人才政策

　 　 　 　 措施实施效果的对策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依据西部人才大开发实

际 ，针对影响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充分发挥的上述因素 ，特提出如下

对策建议 。

一 、进一步完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完善 ，应该在现有政策措施的基础上 ，针对西部地

区的情况和特点 ，更加突出重点 ，使之做到普适性与针对性并重 ，充分体现

政策措施的前瞻性 、科学性 、系统性和动态性 ，逐步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

向 ，以开发人的潜能和激发创造力为核心 ，培养内容科学化的人才培养机

制 。

（一） 完善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

可以预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部地区在人才竞争中仍将处于不利地

位 ，大规模 、大范围引进人才为西部所用既不可取 ，也不可能 。支撑西部地

区快速发展的人才智力支持 ，大部分必须依靠自己培养 ，培养人才才是西部

地区人才开发的治本之策 。在完善西部人才政策中 ，完善西部人才培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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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 。

一是健全人才培养投入体系 。在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

中央政府要扮演西部教育投入的主力军角色 ，用 “戴帽转移支付” 等形式加

大对西部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和倾斜力度 ，大幅提高对西部地区教育经

费投入占全国的比重 ，并探索建立保证 “转移支付” 切实用于教育的监督落

实机制 。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在编制年度预算时 ，要优先保证对教育的投入 ，

使增长速度高于当地 GDP的增长速度 ，并坚决实行专款专用 。要以立法的

形式积极引导 、鼓励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西部人才培养 ，多渠道筹集培养资

金 ，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 、用人单位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投入

体系 ，逐步夯实西部地区培养人才的基础 ，稳步提升西部地区自主培养人才

的能力 。

二是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扶持 。首先 ，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扶持 ，

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安排上 ，就是要以国家财政为主 ，地方财政为辅 ，尽快在

西部欠发达地区 ，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先行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 。其次 ，在

重视对基础教育一次性投入的基础上 ，要更加关注后续投入 ，逐步完善和提

高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 ，使全免费义务教育在比较高的

层次上运行 。再次 ，创新教育资源分配模式 ，加大教育资源向西部高中阶段

倾斜的力度 ，争取在西部贫困地区率先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 １２年 ，即高

中阶段 。高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 ，西部地区许多家庭不胜负荷 ，辍学率比

较高 ，造成西部高中阶段教育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制约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

的快速发展 。因此 ，在巩固现有教育发展成果的基础上 ，西部地区应逐步实

行教育资源向高中阶段的转移 ，提高高中的毛入学率 ，解决西部高等教育发

展的瓶颈 。

三是出台教育补偿政策 ，加大对西部地区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补偿

与支持 。目前 ，在西部一些地方 ，尤其是贫困地区 ，教育支出对家庭是一个

沉重的负担 ，因学致贫 、读不起书的现象比较常见 。针对这些家庭和学生实

施教育补偿政策 ，一方面可以减少农民在教育上的投资 ，减少其负担 ；另一

方面可以保证贫困家庭学生享受起码的教育公平 。在具体的政策安排上 ，可

以考虑适当减免优秀贫困学子的学杂费 ，对农村转移人口及其子女 、社会低



l77　　　

收入阶层 、农村和城市周边地区人口实行教育补偿 、在各教育层面发放无息

或低息助学贷款等等 ，以提高和巩固各级教育的毛入学率 ，降低辍学率 。

四是突出重点 ，集中力量抓好重点人才和急需人才培训工程 。一方面 ，

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 、领域和项目 ，以教

育培训机构 、企业 、科研机构等为依托 ，建立一批产业化 、个性化人才孵化

基地 ，加强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各类人才的培养 。另一方面 ，实施适度倾

斜政策 ，在国家各类科研项目的立项上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让更多

的西部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承担 、主持 、参与国家各类科研项目的研究 ，加

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

五是加强农村实用人才的开发 。西部地区普遍城镇化水平低 ，农村人口

庞大 ，“三农” 问题非常突出 。解决这一问题 ，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实用人才

的开发 ，为西部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加大对突出农

村实用人才的宣传和奖励力度 ，形成开发农村实用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优

化农村实用人才开发的制度环境 ，健全农村实用人才开发的工作机制 。制定

切合西部地区实际情况的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 ，整合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资

源 ，充分发挥现有的农林牧院校 、广电学校 、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等各类

培训 、教育机构的作用 ，开展多专业 、多形式的培训活动 。

六是支持和鼓励西部普通高等院校进行教学改革 。高等院校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重要的人才孵化器 ，是输送人才的重要基地 。为提高西部地区高校的

人才培养能力 ，国家一方面应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又要给予必要的政策支

持 ，鼓励 、支持高校进行资源整合和教学改革 ，使西部普通高校在学科设

置 、专业设置 、培养方式等方面体现地域特色 ，把人才培养和西部地区的资

源状况结合起来 ，加强诸如沙漠化治理 、区域生态环境建设 、新材料 、农产

品加工 、新能源利用等特色教育 ，培养特色人才 。这既是从源头上控制人才

流失风险的未雨绸缪 ，也是促进西部地区科教发展的合理选择 。

（二） 完善人才使用的政策措施

改革能解放人才 、激活人才 、造就人才 。完善人才使用政策 ，努力缩小

与东部地区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差距 ，是盘活西部现有人才资源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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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人才使用政策的完善 ，要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入手 ，以构建灵活的用人

机制为目的 ，不断进行政策创新 ，努力营造广纳群贤 、激发活力 、有利于优

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生动活泼的用人新局面 。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重点是要把对各类人才的使用情况 ，量化在对西部

各级领导的政绩考核中 ，把选拔任用人才工作的好坏和各级领导的任期考

评 、领导问责以及职务升迁结合起来 ，从而使合理地选拔任用人才成为各级

领导的自觉行为 。同时 ，借助于西部大开发的外力推动 ，中央可以考虑选择

西部一个省区或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比东部地区力度更大 、涉及面更广的人

事制度改革试验 ，设立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特区 ，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干部人事管理的新模式 ，以强有力的改革推进西部人才的发展 。

在党政人才的使用上 ，一是坚决推行和完善竞争上岗制度 。制定竞争上

岗的标准和程序 ，扩大竞争上岗的范围 ，加强竞争上岗的民主监督 ，增加竞

争上岗的透明度 ，实现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规范化 、制度化 。二是

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社会公开招聘渠道 。 各级党政机关 ，在选拔干部时 ，

应扩大选拔任用的视野 ，每次拿出一定比例的中高层岗位 ，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 ，激活领导干部队伍 。三是坚持 “凡进必考” 原则 。在新进公务员的录用

上 ，严把进口关 ，从源头上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素质 。四是加快中青年领导干

部的培养 。通过挂职 、交流 、基层锻炼等多种手段 ，构建优秀青年人才脱颖

而出的快车道 。五是创新和健全党政干部任用监督机制 。制定党政干部任期

内弹劾 、罢免制度 ，强化体制内监督 ；同时 ，畅通体制外监督渠道 ，赋予社

会更多的监督权 。六是严格党政人才的考核制度 ，对考核不合格或群众口碑

差的党政干部进行严肃处理 ，直至清除出党政机关 。

在专业技术人才的使用上 ，一是深化专业技术人才管理制度改革 ，建立

符合各类企事业单位特点的新型用人制度 ，推行聘用制度 、岗位管理制度 ，

促进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二是深化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 ，完

善科学分类 、社会评价 、单位聘用 、政府调控的职称评聘体制 ，打破专业技

术职务终身制 。三是推进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制度 ，加快有西部地区特点的执

业资格制度建设 。四是引进竞争机制 ，推行和完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制度 ，确保新进人员素质 。五是建立事业单位新进人员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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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制度 ，用人单位只与其建立聘用合同关系 ，逐步使事业单位的人才由单

位人转变为社会人 。

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使用上 ，一是要以职业化为取向 ，深化国有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管理制度改革 ，逐步完善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制度 。二是以市

场化为取向 ，以项目聘用 、任务聘用 、岗位聘用为依托 ，坚持市场配置 、组

织选拔和依法管理相结合 ，党管干部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相结合 ，

逐步实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竞聘制度 ，实行竞争上岗 。三是以契约化为取

向 ，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管理体制和机制 ，实现对企业

负责人的管理由行政管理向出资人管理转变 ，由党政班子集中统一管理向突

出企业特点的分层分类管理转变 ，由直接管理为主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 ，逐

步实行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契约化管理 。四是完善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财

务指标和反映综合管理能力等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

价体系 ，将业绩考核与奖惩结合起来 ，加强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过程的监

督约束 。五是打破体制壁垒 ，加强对非公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创新创业的支

持 、扶植和服务 ，加大选拔非公有企业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到国有企业特别是

大中型国有企业任职服务的力度 ，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协调

发展 。

（三） 完善人才流动的政策措施

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 ，是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提高人才效能的重要举

措 。西部地区人才流动政策的完善 ，要以强化市场意识为先导 ，以完善市场

机制为方向 ，以服务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

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

一是促进人才资源市场的生长发育 。没有人才资源市场 ，就没有人才的

合理 、有序流动 。促进人才资源市场的快速发育 ，主要着力点应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 ，健全人才资源市场立法 。立法是政府发挥人才资源市场监

管 ，促进人才有序 、合理流动的基本职责之一 ，其目的在于使人才资源市场

的运行与管理有法可依 。到目前为止 ，全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人才资源

市场法规体系 。东中部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由于人才资源市场起步较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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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规范较为齐全 ，西部地区在这方面滞后比较严重 。第二 ，加大人才资源

市场服务力度 。一方面以政府职能转换为契机 ，剥离政府机构的一些社会职

能 ，使之转化为人才资源市场中介组织 ，为各类人才资源中介组织的跟进起

到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 ，发挥政府部门的信息收集和舆论引导优势 ，为人才

资源深度开发发布具有权威性的宏观经济社会信息 ，指导 、引导人才资源市

场健康发展 。第三 ，改善和加强对人才资源市场活动的全过程的监管 ，创造

公平 、公开 、公正的竞争环境 ，促进市场运作的规范有序 ，充分发挥人才市

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

二是引导人才 、智力向西部流动 。要突破阻碍人才流动的档案户籍制度

障碍 ，对有志于西部发展的人才 ，实行零门槛的准入制 ；制定大幅度的税收

减免等优惠政策 ，引导 、鼓励东中部地区人才到西部创业 ；对东中部的科技

企业和科技人才到西部创办科技产业 ，只要符合相应条件 ，可免费或支付少

量的租金长期使用国家土地 ，减少或降低科技人员的创业成本 ，以资源优势

吸引人才的西进 。国家和西部地方政府应设立西部人才引进基金 ，对于重点

产业和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引进 ，以政府 “买单” 的形式降

低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 。要以学术交流 、科研项目等多种形式为平台吸引和

集约人才 ，实行智力 、技术 、信息 、经验等的柔性引进 。要扩大中央机关 、

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的交流 ，适当延长西部地区各类

人才到中央机关和经济发达地区锻炼的时间 。进一步利用好中央国家机关和

东部地区支持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有效载体 ，加大诸如 “博士服务团” 、

“百名博士西部行” 、 “西部之光” 人才培养计划 、 “西部地区千名学科带头人

工程” 、 “高级专家和海外留学人员西部行” 、 “对口扶持支教工程” 、 “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 等人才支援项目的实施力度 ，从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

达地区选派优秀年轻人才到西部地区任职或挂职 ，为西部地区提供人才和智

力支持 。

三是建立区域内与区域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 。推动西部地区人才流动 ，

首先需要西部地区各省市制定和完善政策 ，鼓励和引导人才在党政机关 、企

事业单位之间的流动 ，盘活人才存量 ，优化人才配置 。第二 ，要提高人才信

息化水平 ，鼓励发展以网络技术为主要依托的无形市场 ，逐步实现西部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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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城市与中心城市联网 ，形成西部内在交连的板块市场 ，进而为西部各城市

与国家级人才市场与东部人才市场全面联网奠定基础 。第三 ，建立专门的信

息部门 ，收集 、储存 、反馈各类人才信息并实施动态管理 ，建好西部各省市

区的公共人才信息库 ，吸收各高校 、科研院所 、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同类数据

库为子库 ，更好地实现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共享 。第四 ，建立和完善社会化的

信息发布机制 ，及时准确地提供人才供求信息 、人才价格行情和咨询服务 ，

使人才供求双方都能够比较准确 、方便地了解有关情况 。第五 ，搭建公益性

的公共人事服务平台 ，从事诸如人事代理 、档案管理 、合同签证 、毕业生接

收 、职称评定 、人才培训等政府授权的公共服务职能 。

四是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 。除继续加大实施选调大中专毕业生到基层锻

炼成长的工作力度外 ，还要在生活补贴 、医疗保险 、政治待遇 、服务期满后

的就业服务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 ，继续加大实施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 的力度 。制定在生活保障 、职称评聘 、职位升迁 、子女升学就业等方面

的优惠政策 ，鼓励大中城市专业人员定期到西部地区基层支援工作 ，切实缓

解西部地区基层在教育 、医疗 、科技 、文化等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紧缺的状

况 。

（四） 完善人才分配激励的政策措施

人才待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人才价值评判的重要指标 ，是人才积

极性发挥的重要动力 。西部地区必须进一步完善分配激励政策 ，通过强有力

的政策调控 ，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 ，不断提高人才使用的效率和效能 。

一是普遍提高各类人才的物质生活待遇 。鉴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 ，解

决西部地区人才待遇普遍偏低问题 ，更多地需要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方面下功

夫 。中央政府要通过经济与法律杠杆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一方面在财政 、

金融 、税收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 ，使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有更充

足的财力用于提高人才待遇 ；另一方面要在短期内适当提高西部地区人才资

源利用成本 ，在总体上使西部人才待遇接近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这是解决

西部人才资源开发问题的基础 ，也是国际上后发达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有效

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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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构建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 。和发达地区相比 ，目前西部地区人才激

励措施力度偏弱 ，人才所得与人才贡献联系不紧密 ，对人才的激励作用不

大 。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要求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强化

政策的动力功能 ，在分配指向上向高层次人才 、重点人才 、创新型人才倾

斜 。要以鼓励创新创业为目的 ，加大对重点人才的倾斜力度 。对西部地区部

分基础研究 、国家重大科研开发项目 、重点产业 、重点企业引进的高层次领

军人才等重点岗位 、关键岗位专门人才和特殊岗位人才 ，实行灵活的薪酬 、

津贴补贴政策 ，真正实现分配向关键岗位和优秀人才倾斜 。坚持能力和业绩

导向 ，改革分配模式 ，实行协议工资 、年薪制 、股权期权制 、岗位工资 、技

能工资 、业绩工资等多种分配形式 ，提高科技人员凭专利 、技术 、管理经验

等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 。要改革奖励制度 。梳理整合各个层面的人才奖

励项目 ，设立由各级政府和人才工作部门组织 、出资的涵盖优秀党政人才 、

专业技术人才 、经营管理人才 、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的人才综合奖项

和相关专业管理部门授权组织实施的人才专项奖励 ，提高奖励的权威性和导

向性 。在此基础上 ，建立功勋奖励制度 ，对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杰

出贡献的东中部人才乃至海外人才给予荣誉和奖励 。同时鼓励和支持各类社

会组织 、用人单位 、东部发达地区和个人设立针对西部各个层次 、各个领

域 、各个行业优秀人才的奖项 ，实现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有效激励和有序奖

励 。

三是建立和完善适度超前的人才社会保障制度 。处于市场激烈竞争中的

人才资源 ，是各种生产要素中的能动要素 ，除了要有一个合适的发展平台之

外 ，还要求得到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保障 ，即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

度和完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做后盾 ，以免除后顾之忧 。但目前从我国的社会

保障体系来看 ，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 ，而像西部这样特别

需要社会保障的落后地区社保制度的建立却相对滞后 ，这无疑加重了西部地

区在人才开发中的区位劣势 。因此 ，对于西部地区的人才资源开发 ，要弥补

区位劣势对人才发展造成的不公平 ，建立适度超前的人才社会保障制度就非

常必要 。

在各级财政尚不足以实现全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 ，支持西部优先建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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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人才社会保障制度 ，需要明确中央及西部地方各级财政在其中的责任 。

当前 ，可以考虑以国家财政为主 、地方财政为辅的共同买单的方式 ，通过国

家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的支持 ，在较短时期内把这一制度建立健

全起来 。

（五） 实施适度集中开发策略

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财力有限 ，且短期内这种

状况也难以有很大的改变 ，决定了遍地开花的人才开发模式不太现实 ，提供

给人才的舞台也不会太大 。但这并不妨碍在西部地区实行适度集中的人才开

发策略 。总体上看 ，西部地区并不具备大规模招揽人才的综合优势 ，但并不

排除在局部地区 、局部领域 、局部专业和方向具有人才聚集的比较优势 。凭

借这种局部优势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的 ，在实

践中也是完全可行的 。四川绵阳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高密度和广西人才小高

地战略的实施就是其中一些成功的例子 。按照这种思路 ，我们认为 ，西部地

区要把握这种趋势 ，积极创造条件 ，集中有限的财力 ，投入某些需要重点发

展的领域和行业 ，为人才搭建舞台 ，争取在这些领域和行业实现突破 ，以此

带动西部人才事业的全面发展 。

（六） 加大差别性与特殊性人才政策措施的建设力度

西部地域辽阔 ，区域发展差别较大 ，因此在西部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过程中 ，既要注意政策的共同性与地区间的相似性 ，又要注意其间的差别性

与特殊性 ，做到普适性与针对性并重 。近五年来普适性政策出台了不少 ，今

后要多在出台特殊性与差别性政策措施建设方面多下功夫 。
① 要将西部人才

开发优惠政策实施区域进一步细分 ，使区域差别政策的实施更具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具体地说 ，就是要针对西部地区不同区位条件 、不同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 、不同人才开发基础等 ，将西部地区划分为人才资源开发最弱地区 、次

弱地区 、一般地区 ，据此制定层次与个性分明的人才政策措施 ，实行不同的

① 见本书第 １７５页 ，杨敬东同志在本课题调研会上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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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力度 ，体现出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应有的差别性和异质性 ，避免简单雷同

和一般化 。特别是考虑到由于西藏 、新疆地处祖国边陲 ，且由于各种各样的

历史原因 ，国家安全任务繁重 ，中央政府应针对西藏 、 新疆的人才资源开

发 ，实施更加特殊的力度更大的人才优惠政策 ，促进西藏 、新疆人才开发事

业的快速发展 。

二 、进一步加大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

加大人才政策措施实施的监督检查力度 ，要求从人才工作的源头上建立

健全人才政策措施执行的组织保证 ，提升政策的管理水平 ，扩大政策措施的

辐射效应 ，从而提高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

（一） 健全人才工作机制

完善的人才工作机制 ，是人才工作体系得以有效运转 、人才政策措施得

以贯彻落实 、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得以提升的重要保证 。建立健全西部人才工

作机制 ，要在 “党管人才” 原则指导下 ，明确从中央到地方各人才工作职能

部门的职责 ，并制定相应的绩效标准 ，形成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的责任结构

和机构体系 。在各相关机构内部进行职责分解和界定 ，建立相应的人才工作

流程 ，形成既有明确分工 ，又能统筹协作的西部人才工作协调机制 。在党政

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推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实现由传统人事管理向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 。

（二） 加强人才工作队伍建设

按照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位 ，人才工作者既是人才政策措施的制定参

与者和执行者 ，担负着日常的各项人才管理工作 ，还应该为各级领导进行人

才工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这种角色及功能的定位对西部人才工作者

提出了较高的能力要求 ，西部地区要尽快提高人才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

职业化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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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实施人才工作者能力提升计划 。针对西部地区人才工作者的能力要

求 ，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 ，多渠道 、多层次对人才工作者进行培训 。扩大人

才工作者交流的规模和层次 ，派遣人才工作者到经济发达地区和人才工作先

进地区挂职锻炼 ，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提升能力 。合理配置人才工作专业人

员 ，优化人才工作队伍的配置结构和能力结构 。

二是设立人才工作指导机构 。通过吸纳西部乃至全国高等院校 、科研院

所 、科技咨询机构的有关人才 、人力资源专家学者 ，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高层

管理人员 ，组建西部各级人才工作指导机构 ，作为人才开发工作的智囊团 ，

对人才开发中的问题进行诊断 ，为各级党委 、政府重大人才工作决策提供咨

询 。

（三） 提升人才政策措施的管理水平

政策过程是一个包括政策制定 、执行 、评估 、监控和终结的动态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政策管理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加强政策管理 ，是提升政策执

行效率 ，并进而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力的有效途径 。

一是加强对人才政策措施的梳理与整合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不

论是中央 、国家有关部委还是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 ，都相继出台了许多有

关人才资源开发的政策措施 ，从数量上来看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 ，其中的有

些政策措施的政策目标 、政策执行主客体 、政策执行责任 、政策执行程序等

还不够明确 ，在规范性 、系统性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 ；有些政策措施

主要是以中央各相关部委或部门的 “通知” 和 “意见” 等形式出现或以领导

的讲话形式出现 ，约束效力 、权威性 、稳定性和规范性受到影响 。同时 ，这

些政策出自多个部门 ，有的缺乏相互之间的配合 ，也给政策的执行增加了一

定困难 。因此 ，有必要对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整合 ，通

过整合把各种形式的政策措施纳入到国家西部大开发整体的政策和法律规划

之中 ，形成系统 、规范的更具效力的优惠政策和援助制度 ，从而更好地发挥

政策措施的集聚作用和整体功能 。

二是建立健全人才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制度 。提升西部人才政策

措施的管理水平 ，首先需要明确在人才工作链条中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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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主体的重要地位 ，并明确界定监督检查的范围 、职权 、责任 ，以及监督检

查的程序与方式 。其次 ，要研究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各

级人才政策执行主体的考核评价体系 ，使监督检查工作有章可循 。

三是加强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 。政策的执行情况直接决定政

策效力的发挥 。为此 ，要真抓实干 ，紧紧围绕落实二字不断推进人才工作 。

在方法上 ，要注意一般政策与重要政策督促检查的结合 ，定期与非定期督促

检查的结合 。要高度重视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性人才开发经费使用情况的督促

检查 ，严防挪作它用和中饱私囊 。

四是加强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跟踪调查与评估 ，推进人才政策运行

过程的科学化 、规范化 。我们认为 ，有必要定期对近些年出台的人才政策措

施进行科学的调查与评估 ，对一些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较好的政策措施 ，进

一步加大执行力度 ；对那些设计较好但落实情况不好的政策措施 ，要找出问

题 ，分析原因 ，明确责任 ，抓紧落实 ；对那些针对性不强 ，不能解决西部人

才开发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的人才政策 ，及时进行动态修复和完善 ，或

及时废止 。

五是扩大政策措施的辐射效应 。人才政策规范和调整的对象 ，并不仅仅

是人才群体 ，而是涉及社会方方面面 。提高政策措施的辐射面 ，是人才政策

得以有效执行的前提之一 。因此在政策措施执行中 ，要加大政策措施的宣传

力度 ，通过在各种媒体开设专题 、专栏等多种形式 ，为人才政策措施造势 ，

使其深入人心 ，营造政策运行的良好社会氛围 。

三 、进一步优化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实施的经济社会环境

　 　提升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 ，从根本上来说 ，需要加快西部经济社会

的发展 ，优化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 ，为人才政策措施的运行提供良好的

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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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念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 ，西部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中 ，

人们思想意识陈旧保守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

在人才观念上 ，和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已经远远落后 ，严重影响了人才的成

长与发展 。思想决定行动 。因此 ，西部人才大开发 ，首先要人才观念大解

放 ，牢固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念 。

一是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知识经济时代 ，人才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推动作用已不容置疑 ，人才资源已上升为第一资源 。树立人才资源是

第一资源的观念 ，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变观念 ，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学

习 、培训 、交流等方式切实转变思想观念 ，重视人才作用 ，强化人才意识 。

通过破除用人中的 “论资排辈” 等陈腐观念 ，发挥用人的导向作用 ，形成

“求贤若渴” 的生动局面 ，使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的论断在用人中得到

充分体现 。其次 ，通过广泛的舆论宣传 ，在全社会传播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

源” 的观念 ，使之深入人心 ，真正形成 “尊重知识 、尊重创造 、尊重劳动 、

尊重人才” 的良好风尚 ，为培养人才 、聚集人才 、为人才充分施展才干营造

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再次 ，鼓励和支持西部城乡剩余人力资源向东南沿海

发达地区流动 ，在为西部带回物质财富的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人们观念

的转变 。

二是树立人才资本观念 。人才是一种资本性资源 。人才资源开发 ，既是

资源开发利用 ，也是资本运营 。从本质上讲 ，人才开发行为具有经济属性 ，

必须遵循经济规律 ，考虑其成本与收益问题 ，进行人才资本经济活动分析 。

西部地区各级领导 、各级人才工作部门和人才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人才资本

观念 ，摒弃只把人才开发看作是一种社会和行政行为的片面认识 ，从经济行

为 、经济效益的角度对待人才开发 ，以期获得最大化的人才效益 。与东中部

相比 ，西部缺人才 、更需要人才 ，不仅需要高端人才 ，中低端人才也是相当

匮乏 ，某种程度上中低端人才更为急需 。因此 ，当前西部地区在培养 、引进

与使用人才时 ，应牢固把握人才的实用性特点 ，在人才标准上既注重原则

性 ，也注重灵活性 ，采取务实的态度 ，充分考虑人才投入产出比 ，切忌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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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职称 、学历等问题上好高骛远 ，盲目攀比 ，避免大材小用 、闲置不用等人

才浪费现象的发生 。其次 ，要树立人力资本市场运营观念 ，使人才的配置和

开发真正以市场价值为导向 ，按产业化的原则来为人才的成长建立起一种高

起点的基础平台 ，以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深度开发 ，提高人才资源的

使用效益 ，真正把人才作为一种资源 ，作为一种资本来实现其应有的经济社

会功能 ，实现人才资源开发方式的根本转变 。

三是树立大人才观念 。西部地区人才开发要拓展人才视野 ，不论单位性

质 ，不论从业领域 ，不论技术层次 ，不论行政隶属关系等 ，凡是已为和能为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所属人才 、所在人才 、所用人才 ，都是西部要

谋划 、开发和服务的对象 ，要最大限度地开发区域内外人才资源 ，为西部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广泛的人才智力支撑 。目前 ，东部甚至中部某些地区人

才结构性过剩 ，人才西进的引进成本相对下降 。西部地区应牢牢把握这一机

遇 ，以较小的代价引进大量适用对路的人才 ，以期在短期内能使人才供求矛

盾有所缓解 。

四是增强开发本土人才的观念 。对于西部来说 ，引进人才无疑非常重

要 ，一定意义上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 ，就全国范围来说 ，西部地

区要大规模地引进人才可能性不大 ，而且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低于中东部的

情况下 ，引进来的人才也难以留住 ，因此 ，对西部地区来说 ，引进人才与自

己培养人才 ，显然后者更为现实 。要切实加大西部本土人才开发力度 ，把主

要精力放在培养和造就本土人才上 ，使大力开发本土人才 ，成为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西部人才工作的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 ，西部某些地区的教育科技资

源即使拿到全国范围来看 ，竞争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但和东中部相比 ，资源

的闲置率也是较高的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教育和科技资源未能实现

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 。因此 ，在人才严重匮乏的情况下 ，西部地区教育科

技系统自身首先应当作出积极回应 ，主动与市场对接 ，通过诸如开展多种形

式的职业培训等多种途径扩大人才增量 ，并加强与沿海企业合作 ，推动应用

技术为主的科研机构产业化等 ，推动人才开发事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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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夯实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发以来国家实施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 ，有力促进了东部地区人才

开发事业的蓬勃发展 ，并且吸引了大量的西部优秀人才参与东部建设 。由于

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要缩小目前东西部人才资源开发上的差距 ，单靠西

部自身的力量是不现实的 ，必须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加大对西部的倾斜力

度 ，体现对西部的 “国家关怀” ，帮助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夯实西

部地区经济基础 ，增强西部人才开发实力 ，扩大西部人才有效需求 ，为西部

人才政策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

一是制定富有西部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

明 ，人才发展与经济发展存在着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很大的程度上 ，人

才战略的实施取决于经济战略的实施 ，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人才战略有效

实施的前提条件 ，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战略就是最大的人才发展战略 。从人

才开发的角度来看 ，西部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对人才提

出需求 、为人才搭建舞台 、各类人才全面融入到经济发展之中 ，从而不断促

进人才发展的过程 。因此 ，实施科学 、积极 、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 ，将对西

部培养人才 、吸引人才 、凝聚人才 、使用人才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 ，

单就如何加大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力度这一方面来说 ，西部地区有理由对

国家针对西部大开发所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措施提出更高的期待 。具

体到西部各地方 ，我们认为西部应该制定并实施有别于东中部的 、更加富于

西部地方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 。西部地区要赶超东部地区 ，不能亦步亦趋 ，

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简单照搬东部地区 ，而必须有新的发展思维 ，走出一条新

的具有西部禀赋特点的发展道路 。因为在同类型经济实体的竞争中 ，发达地

区更容易获得所需要的人才 ，欠发达地区则很难摆脱留住人才和引进人才的

被动局面 。因此 ，直接运用他人发展经济的道路和模式 ，只能造成更加严峻

的人才短缺局面 。

二是引导资本向西部流动 。人才流动往往伴随着资本流动而发生 。历史

上 ，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输出区 ，西部地区的资源为我国

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当前 ，要缩小东西部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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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运用宏观调控手段 ，采取倾斜的金融和财政政策 ，引导资本向西部流

动 。这不仅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东部地区对西部的 “反哺” 与

支持 。这种资本流入 ，一方面可以增强西部经济实力 ，有助于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 ，改善人才的生产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又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扩

大西部地区的人才有效需求 ，从而有效遏制 “孔雀东南飞” 现象 ，并引导和

带动东中部地区的人才流向西部 。

三是充分发挥西部矿产资源和重化工业优势 。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人才

集聚度高 ，一定程度上与全国国民经济的需求热点主要以轻型工业为主 、东

部地区轻型工业基础较好有关 。当前 ，需求热点逐渐出现以轻型工业和重化

工业并重的趋势 ，这为西部的矿产资源和重化工业发挥优势提供了难得机

遇 。在这方面 ，中央政府需要制定面向西部的特殊产业政策 ，在税收 、融资

等方面给予优惠 ，帮助西部形成重化工业和矿产资源的优势产业集群 ，以此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并通过产业集群带动人才聚集和人才开发 。

四是提升西部生产力布局水平 。目前 ，发达地区要素成本显著上升 ，西

部地区劳动力 、土地 、商务成本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 ，将会逐步给西部带来

实质性的产业转移机遇 。国家应该站在全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高度 ，出台

优惠政策 ，鼓励发达地区向西部的产业转移 ，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西部地区

接纳转移产业 ，提高现代新兴产业 、高科技产业在西部地区的比重 ，优化生

产力布局 ，以此带动人才发展 。同时 ，西部各地区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 ，在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上另辟蹊径 ，在产业选择与生产力布局上扬长避

短 ，大力发展本地区的特色产业与特色经济 ，以便在人才竞争中占据有利位

置 。

（三） 改善西部人居环境

良好的人居环境是稳定和吸引人才 ，实现人才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 。历史上 ，西部地区在我国就属于贫困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 ，基础设施落

后 ，人居环境较差 。因此 ，优化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的经济社会环境 ，应

该把改善西部地区人居环境作为重要环节 。 人居环境是对人类聚居地的生

态 、环境 、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反映 。推动西部人居环境的改善 ，要坚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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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本 ，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坚持改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一是加强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 。坚持预防为主 ，保护优先的原则 ，在天

然林资源保护 、荒山荒地造林 、退耕还林 、退牧还草 、风沙源治理 、流域治

理以及对特殊生态系统的保护 、城市绿化 、城市大气 、垃圾 、噪声 、污水治

理等方面要加大整治力度 ，这是其一 。其二 ，大力推进西部自然资源的科学

开发和有序利用 。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是我国重要的资源供给区 。

西部大开发以来的一段时期 ，由于片面追求 GDP的高增长 ，西部大开发在

西部某些地方演变为了西部大开荒 ，甚至演变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 、破坏

性开发 ，使得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进一步退化 。因此 ，国家和西部省市区应

该出台有力政策 ，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监管 ，加强工业污

染防治 、矿山环境恢复等治理工程建设 ，逐步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最

终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好转 。

二是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 。完备的基础设施条件 ，是各类人才工作 、

生活 、发展的保障 。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 ，西部人才资源开发 ，基础设施要

先行 。一方面 ，要加大基础设施中的硬件 ———交通设施的建设力度 ，构筑西

部与外部之间 、西部内部之间的沟通桥梁 ，为人才交流和创新创业提供便

利 。另一方面 ，加大基础实施中的软件 ———文化 、教育 、卫生设施的建设力

度 ，增强西部地区人才发展底蕴 ，为实现人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

三是优化西部人文环境 。西部 １２个省市区生活着 ５０个少数民族 ，各民

族都有自己丰富灿烂的人文资源 。西部丰富的人文资源 ，不仅在过去为西部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和新鲜活力 ，而且能为今

天的西部人才开发和现代西部建设提供新的动力 。要通过加强西部各民族人

文资源的挖掘 、交流 、互动 ，推进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 。要充分调动

公共教育资源 ，大力发展社会化教育 ，尤其是城市社区教育和农村多样化宣

传教育 ，让与西部大开发要求相适应的创新 、进步的人文精神家喻户晓 、深

入人心 ，为西部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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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西部人才培养政策措施研究

西部大开发以来 ，中央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西部人才培养政策措施 ，西

部各省市区努力建立健全本地人才培养政策措施体系 ，东中部省市也不同程

度地加大了对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支援 ，有力地推动了西部人才培

养事业的发展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入 ，系统研究近几年来西部人才

培养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效果 ，对进一步完善西部人才培养政策体系 ，加快西

部人才培养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

一 、西部人才培养政策措施及其成效综述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实施的西部人才培养政策措施及成效

中央国家机关实施的西部人才培养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支持西部教育发

展 、帮助西部培训人才 、加强西部人才挂职锻炼等方面 。

１ ．支持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培养人才 ，关键在教育 。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相对落后 ，严重

制约着人才事业的发展 。为此 ，教育部 ２００１ 年发布了 枟全国教育事业第十

个五年计划枠 ，国务院 ２００２年出台了 枟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

定枠 和 ２００３年出台了 枟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枠 ，对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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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问题都作出了明确要求 。 ２００４ 年 ，教育部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联

合发布 枟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枠 ，提出了到 ２０１０ 年西

部各类教育发展的思路 、主要任务 、目标及保障措施 。具体说来 ，中央国家

机关及有关部门还实施了以下关于西部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 ：

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是以

国家投资为主的一项教育扶贫工程 。其资金投入主要用于消除农村小学 、初

中的危房 ，按照国家规定标准 ，配备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及课桌凳 ，培训教

师和校长等 。目前该工程正处于第二期实施阶段 ，中央财政安排了 ５０ 亿元

专项资金 。 在第二期项目实施单位中 ，西部地区的县 （旗 、团场） 有 ４６２

个 ，占总数的 ９０％ ；在中央财政分配的 ４０亿元资金中 ，将有 ３６ ．７ 亿元用

于资助西部地区项目实施单位 ，占资金总额的 ９１ ．８％ 。① “国家贫困地区义

务教育工程” 是我国对西部基础教育投入最大的一项国家教育扶贫工程 ，它

采取了国家拨款与省级地方政府按比例配套筹资的新方法 ，有效地调动和增

强了西部地方政府投资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与责任感 。

开展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 。 ２０００ 年 ，教育部 、中组部等部门共同

启动了 “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 和 “西部大中城市

学校对口支援本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贫困地区学校工程” ，由东部有关省

（直辖市） 各选择 １００所学校 、计划单列市各选择 ２５所学校 ，选择对口支援

西部有关省 （自治区） 相应数量学校 ，结成 “一帮一” 的对子开展对口支

援 ②
。据统计 ，仅到 ２００２年底 ，东部地区共向西部受援地区选派支教教师

和管理人员 １８００多人次 ；西部受援地区派往东部地区对口学校培训的教师

和挂职的管理人员 １４００多人次 。 支援地区向受援地区学校无偿提供资金超

过 ２亿元 ，资助了西部 １３０００多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③ ２００１年 ６月 ，教育

部开始实施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 １３

所东部高校采取 “一对一” 的方式 ，对西部 １３所重点高校开展支援和合作 ，

①

②

③

枟第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实施枠 ， 枟人民日报海外版枠 ２００２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第 １ 版 。

枟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枠 ，将乐教育信息网 http ： ／／www ．fjjljy ．

com ／ ，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

枟中央大力扶持西部和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枠 ， 枟中国教育报枠 ２００３ 年 ２月 １５ 日第 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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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西部受援高校已从 １３所增至 ２６所 ，支援高校派出教师达 ５２０ 多人 ，

讲授近 ５００门课程 ，课时量达 ３万多学时 。① ２００１年 ７月 ，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等单位发起了聘请东部地区高校负责人 、教育局长 、中学和职业学校校长

出任西部地区教育顾问的活动 ，共有 ３５６所东部学校与西部 ２０６所学校签订

了建立友好关系意向书 ，内容包括校长互访 、教师交流 、资助特困生等方

面 。②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又启动了 “援疆学科建设计划” ，选择包括北京大学 、

清华大学在内的 ４０所内地重点高校对口支援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等 １１所

高校的 ８２个一级学科建设 。③

实施西部开发助学工程 。 ２０００年 ，中央宣传部 、文明办 、教育部联合

下发 枟关于实施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 的通知枠 ，决定从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年

的 ５年间 ，每年在西部 １２省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选择 １１００名新

入学的部属和省 （区 、市） 属重点高等院校品学兼优的特困生进行资助 。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 ，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 向高中阶段延伸 ，在西部 １２ 省 （市 、

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河北 、山西等地开办 ４２个高中 “宏志班” ，共资

助 ２１００人 ，每人每年资助 ２０００元 ，并由所在学校免收全部学费 。 ２００３年 ，

为内蒙古 、云南和新疆各增加了 １个少数民族 “宏志班” ，当年受助的学生

增加到 ２２５０名 。该工程实施以来 ，受到西部广大群众的欢迎 ，到目前为止 ，

共资助了 ８５４０ 名品学兼优的家庭贫困本科生 ，开办 “宏志班” １３２ 个 ，资

助了 ６６００多名高中生 。

实施西部 “两基” 攻坚计划 。 “两基” 是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为加快西部义务教育的发展 ，国家自 ２００４年 ２月开始

实施西部地区 “两基” 攻坚计划 ，计划到 ２００７年 ，使西部地区整体上实现

“两基” 目标 。作为配套措施之一 ，教育部 、发改委 、财政部从 ２００４年起 ，

投入 １００亿元 ，用 ４年左右的时间 ，新建 、改扩建一批以农村初中为主的寄

宿制学校 ，解决好西部未 “普九” 地区新增 １３０ 万初中学生和 ２０万小学生

最基本的学习 、生活条件 。作为配套措施之二 ，教育部 、发改委 、财政部继

①

②

③

枟支援西部高校 五年成效显著枠 ， 枟文汇报枠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

枟中央大力扶持西部和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枠 ， 枟中国教育报枠 ２００３ 年 ２月 １５ 日第 １ 版 。

枟教育部启动援疆学科建设计划枠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 ： ／／www ．edu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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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 。中央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示范项目中已投

资 ３ ．６４亿元 ，在西部农村地区配备了 ５７１４０套教学光盘播放设备 、 ５０１６个

卫星教学收视点 、 ４１０个计算机教室 ；中央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试点中 ，已投入 １０亿元 ，地方配套 ９ ．１亿元 ，共建成 ２０９７７个教学光盘播

放点 、 ４８６０５个卫星教学接收点 、 ７０９４个计算机教室 ，覆盖西部各省 （区 、

市） ２５％ 左右的农村中小学 ，覆盖西部试点省 ９２５万中小学生 ，学生覆盖率

为 ２７％ 。
①

开办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和内地西藏 、新疆高中班 。为加快少数民族人

才培养步伐 ，中央制定了高校招生专项优惠政策 ，对少数民族考生实施 “降

分录取 ，先办预科打基础 ，后上本科专业 ，定向招生 ，定向分配” 的措施 ，

目前全国有 １００多所高校办有民族预科班和民族班 ， ２００４年全国普通高校

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班 、民族班规模达 １ ．８万多人 ，目前已累计招收民族预科

生 １４万多人 。从 １９８５ 年开始 ，国家在有条件的省 （市） 建立了内地西藏

班 ，１９８５年至 ２００４年内地西藏班累计招收初中生 ２ ．７万名 ，中专和高中生

１ ．８万名 ，内地高校招收本 、专科生 ５０００多名 ，已向西藏输送大中专毕业

生 １万多名 ；从 ２０００年起 ，在内地 １２个城市的 １５所重点中学开办新疆高

中班 ，累计招生 ６６００余人 ，首批毕业的 １０００多学生中已有 ９５０余人被高校

录取继续深造 。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又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财政部 、

人事部等部门启动了 “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选择部分中央

部委所属院试点招收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研究生 。

设立西部专项教育资金 。根据西部地区教育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中

央财政设立了一些专项教育扶贫资金 ，如 ：从 ２００１年起 ，中央财政每年安

排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５０亿元 ，补助困难地区 （主要为西部地区） 发放农村

中小学教职工工资 ； ２００１年 ，国家开展了对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免费提

供教科书的试点工作 ，每年安排 ２亿元专款 ， ２００３年增加到 ４ 亿元 ，国家

和地方共同出资 ，对新疆经济困难的 ５６个县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了全

部免费提供教科书 、免除杂费 。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２年 ，中央共安排 １４８ ．２亿的

① 枟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情况介绍枠 ，中国教育部网 ， http ： ／／www ．moe ．gov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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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资金 ，用于加强西部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等学校的扩招 。① 教育

部与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实施了 “２００１ 年西部地区国债职业教

育项目” ，安排国债资金 ３亿元 ，支持西部地区国家级 、省级贫困县 １８８个

职教中心的建设 ；安排专项资金 １ ．７亿多元 ，支持西部地区优质职业教育建

设项目 ７２ 个 ； 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０３年向西部地区安排专项资金 １亿多元 ，支持

了 ２７所西部地区职业学校的建设 。

２ ．加强对西部地区人才的培训

人才培训是对现有人才更新知识 、提升业务能力的一种继续教育 ，是人

才资源开发的重要举措 。为提高西部地区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增强人才实

力 ，近年来 ，中央提出要加大西部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力度 ，要求有关部门 、

地区积极扶持和支援 。 ２００１年中央印发了 枟２００１年 — ２００５年全国干部教育

培训规划枠 ，就西部地区干部教育培训方式 、 内容 、经费等提出了具体要

求 。② ２００１年底 ，中组部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在 枟 “十五” 期间中央 、国家

机关部委和东部省市支持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的计划枠 中 ，对中央 、国家机关

部委和东部省市支持西部省市人才培训工作提出了具体任务 ，做了全面部

署 ，提出了实施 “兴边富民” 计划 、 “展望计划西部人才工程” 等配套措

施 。③ 具体从培训对象来看 ，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的西部人才

培训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加强党政人才培训 。人事部于 ２０００年开始组织实施东西部公务员对口

培训计划 ，至 ２００４年 ，共为西部地区培训骨干公务员 ４７００余人 。④ 自 ２００１

年起 ，科技部开始实施 “西部科技人才培训工程” ，四年多以来 ，主办 、合

办和支持各类培训班 ６０余期 ，赠送各类科技培训教材 ２７０００余册 ，培训了

西部地 、县级党政领导干部 １７４４人 ，地 、县科技局长和科技管理骨干 ６７９０

人次 。国家民委制定实施了 枟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边境地区 、西部民族地区少数

①

②

③

④

曹红 ， 枟国家对西部地区教育扶持政策综述枠 ， 枟新疆社会科学枠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

枟中共中央关于印发 枙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枛 的通知枠 ， 枟人民日报枠

２００１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第 １ 版 。

枟关于印发 枙 “十五” 期间中央 、 国家机关部委和东部省市支持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的计划枛

的通知枠 ，中华农业职业教育信息网 http ： ／／www ．avedu ．org ／ ．

枟中国西部 ４７００ 余名公务员东部受培训枠 ，新疆新闻在线网 ht tp ： ／／www ．xjbs ．com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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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规划枠 ，通过举办各类综合培训班 、专题研讨班 、专

业知识培训班等方式 ，至 ２００４年 ，共培训少数民族干部 ６０００多名 。交通部

制定实施了 枟支持西部地区干部培训项目执行计划枠 ，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

完成培训项目 ５５个 ，开办培训班次 １０２个 ，共为西部地区培训交通系统各

级干部 ６１３４人次 。建设部通过举办建设系统行政领导干部培训班和组织专

家到西部地区举办专题讲座 ，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０４年 ，培训西部地区主管城市建

设的市县长 、建委主任 、规划局长 、城建局长 、房地产局长 ９１０余人次 。国

家林业局近年来围绕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 、防沙治沙等林业重点工程的实

施 ，举办了县级领导干部林业专题研究班 、地市林业局长研讨班 ，培训西部

地区主管林业的县委副书记 、副县长 ７００ 余人次 ，地市林业局长 ２００余人

次 。外国专家局与香港培华基金合作实施 “培华项目” ，资助西部老少边穷

地区领导干部和中青年干部到香港培训 ，与展望计划办公室合作开展 “展望

计划西部人才工程” ，仅 ２００４年培训西部县处级干部 １６６人 。

加强专业技术人才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 。中组部 、中国科学院等共

同实施了 “西部之光” 人才培养计划 ，采用 “优秀人才 ＋应用项目” 的复合

开发方式 ，培养扎根西部 、具有较高水平的青年学科带头人 ，至 ２００３ 年 ，

已资助培养 １２００多人 ，仅中国科学院投入经费 ２８００万元 ，达到了既出成果

又出人才的效果 ① 。 ２０００年以来 ，人事部围绕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领域和关健技术 ，组织了 １０７期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 ，培训西部高层次

专业技术人才近 ７５００人 。 ２００１年 ，教育部启动了 “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

项目” ，目的是选派西部地区特殊和紧缺专业人才到国外学习深造 ，培养造

就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 ，到 ２００４年底 ，该项目已录取人员 ９６７人 ，目前已

有 ２００多人学成回到西部地区工作 。广电总局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年举办 “西新

工程” 培训班 ５２期 ，培训广电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３１１１人次 。商

务部通过主办 “西藏外经贸企业党政一把手培训班” 、 “西藏国内外贸易和国

际经济业务培训班” 等 ，为西藏培训外经贸企业中高层管理人才 ３６０ 余人 。

１９９２年起 ，科技部和人事部开始组织实施对新疆少数民族科技骨干 ，送往

① 枟西部如何打好 “人才牌”枠 ， 枟人民日报市场报枠 ２００３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第 ５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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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进行特殊培养 （简称 “特培”） 的工作 ，目前共完成了两批 “特培” 工

作 ，为新疆培养了 １１个民族的 ７１６名学员 。①

加强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自 ２００３年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通过实施 “西部远程职业培训工程” ，为 ３万名西部企业职工特别是下岗职

工 ，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 。同时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国家高技能人才培

训工程的总体安排 ，在西部地区确定了 ７１个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并

计划从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支持西部地区完成 １２ 万名技师的培养目标 。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５年 ，农业部通过 “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共向西部地区

投入资金 ４６２０万元 ，支持西部地区 ３００多个县培训农民 ９０多万人 。为提高

西部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 ，２００２年至 ２００５年 ，农业部组织开展了农机作业

专业大户培训 ，培训西部地区农机作业农民骨干 １３万人 。从 ２００４年起 ，农

业部等部委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 “阳光工程” ，当年向西部地区投

入资金 ９１００万元 ，支持西部地区培训农民 ９１万人 。

３ ．选派西部地区人才到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地区挂职锻炼

挂职锻炼是培养人才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 ２０００年 ，中组部 、中央统战

部 、国家民委制定了 枟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选派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

部到中央 、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工作规划枠 ，决定从 ２０００

年起到 ２００９年 ，每年选派 ４００ — ５００ 名干部进行为期半年的挂职锻炼 ，用

１０年时间为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培养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名优秀党政领导

干部和科技 、经济管理人才 。团中央制定了 枟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年实施西部地区

和少数民族地区团干部 “培养计划” 工作规划枠 ，提出从 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 ，

每年组织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４０００名左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优秀团

干部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和培训学习 、考察交流 。② 在各方面共同

努力下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３年 ，从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共选派了 １７００

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③

①

②

③

枟中央再拨 ４０００ 万元培养新疆少数民族科技骨干枠 ， 枟光明日报枠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枟少数民族地区团干部将东部取经枠 ， 枟中国青年报枠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 枟２００５ 中国人才报告枠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１５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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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部地区制定实施的人才培养政策措施及其成效

随着人才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均不同程度地

加强了对本地人才的培养 ，在发展教育事业 ，开展在职人才培训工作等方面

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取得了一定成效 。

１ ．积极发展教育事业 ，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加强对教育发展的规划引导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以来 ，在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 ，西部地区各级党委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方

针政策 ，加强了对教育发展的科学规划和指导 ，确立了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宁夏出台了 枟关于加快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枠 ，实施了 枟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宁夏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枠 ；四川制定了

枟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意见枠 ，实施了 枟四川省民族地区教

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枠 ；陕西出台了 枟陕西省新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枠 ，实

施了 “创建教育强县” 和 “创建教育强乡镇” 等教育发展工程 ；甘肃省实施

了 枟甘肃省面向 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枠 ；等等 。这些重大政策措施的制

定与实施 ，为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

整合资源 ，加大投入 。近年来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积极加大对教育事业

的投入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进一步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努力改善办

学条件 ，取得了较好成效 。云南省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 年 ，全省预算内教育经费

４２６ ．５４亿元 ，比 “九五” 期间增加 １２８ ．６８亿元 ，省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以每年 １０％ 的速度增长 ， ２００５年全省投入 “两免一补” 的经费近 ５ 亿元 ，

五年来改造中小学危房 ３３７ ．６ 万平方米 ，建成各类卫星教学收视点 １３２３７

个 、计算机教室 １０９５个 。① 内蒙古自治区 “十五” 期间 ，共新建和改建高

校学生公寓 １５２万平方米 ，新建和改造高校学生食堂 ２７万平方米 ，教学行

政用房增加 ３２４ ．７８万平方米 ，校园占地面积扩展 ２２３７１亩 ，高校教学仪器

① 何天淳 ， 枟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 努力开创 “十一五” 期间云南教育工作新局面 ——— 在全省

２００６ 年度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枠 ， 枟云南教育枠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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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总值达到 ９ ．０９ 亿元 ，图书资料总册数达到 １７３０ ．８１ 多万册 。① 四川省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年 ，共向民族地区投入资金 １４亿 ，相当于 ２０００年前 １０年的教

育投入 ，完成改扩建中小学项目 １２８６个 ，改扩建面积达 １５６多万平方米 。②

贵州省 “十五” 期间新建改扩建初中 １７７４所 、小学 ４５９１所 ，消除危房面积

１２８ ．４万平方米 ；省政府先后投入 “普九” 专款 、 “义教工程” 配套资金 、

“两免一补” 资金等 １０ ．４亿元 ；实施 “两基” 攻坚的市 （州 、地） 、县以政

府贷款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为主 ，投入资金达 ２９ ．１１亿元 。③ 另据

统计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４ 年 ，西部地区预算内教育经费从 ４６０ ．７ 亿元增长到

９１９ ．８亿元 ，增长了近一倍 ；普通小学 、初中 、高中 、职业中学的预算内教

育事业费分别增长 １０７％ 、 ５３％ 、 ３７％ 、 ３９％ ，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增长

７８％ 、 ５８％ 、 ３７％ 、 ２４％ 。

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在义务教育方面 ，西部地区积极深化管理体制

改革 ，优化学校布局 ，加强学校管理 ，提高办学效益 ，改革教育经费管理 ，

稳定教师队伍 ，取得了明显成效 ，四川等地已基本建立了 “地方政府负责 、

分级管理 、以县为主” 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在职业教育方面 ，西部许

多地区出台了 枟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枠 等相关政策 ，明确了

“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的办学方针 ，初步形成了分级管理 、地方

为主 、政府统筹 、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新体制 ，不断调整专业结构 ，更

新教学内容 ，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工作 ，加快培养各类技能型人

才 。在高等教育方面 ，西部地区进一步完善中央和省 （市 、区） 两级管理 、

以省 （市 、区） 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的体制 ，整合高校资源 ，调整高校布局

结构 ，使复合性 、多科性高校增加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招生 、

考试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 ，各级高校活力明显增强 。在素质教

育改革方面 ，西部大部分省区市出台了 枟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 枙关于深化

①

②

③

枟深化改革 加强建设 提高质量 促进自治区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郭明伦厅长在

２００６ 年全区高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枠 ，内蒙古高职教育网 http ： ／／www ．nmggzjy ．com ／ 。

枟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奋力推进四川教育新跨越枠 ，四川教育网 http ： ／／www ．scedu ．net 。
孔令中 ， 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 努力开创 “十一五” 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 在 ２００６ 年度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枠 ，贵州省教育网 ht tp ： ／／www ．guizhou ．edu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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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枛 实施意见枠 等文件 ，加强了素质教育改

革 ，贵州省从 ２００１年启动实施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到 ２００５年秋季

全省义务教育起始阶段学生全部进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 ；四川省实施了

“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加快中小学教育评价和考

试制度改革 ；云南省全面推进课程改革 ，强化地方教材建设 ，全省义务教育

阶段起始年级学生全部启用新课程 。同时 ，西部地区积极扩大教育开放 ，深

化办学体制改革 ，以政府办学为主体 、社会各界共同办学 、公办学校和民办

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 ２００５ 年底 ，云南省已建立各类民办学校

１４２１所 ，在校学生 ３０ ．２８万人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达到 １４个 ；贵州

省建立各类民办学校 １７３２所 ，在校学生 ４１ ．１２万人 ；四川省 ２００４年已有各

类民办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 ２１３５所 ，学生 ４６ ．４３万人 。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西部各地积极加强教师培养 、培训工作 ，使教师队

伍素质不断提高 ，结构逐步优化 。贵州省开展了系统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培训和专项培训 ，启动实施了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各高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

战略 ，教师队伍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至 ２００５年 ，全省普通高校专任教师达

１４３５３人 ，其中具有硕 、博士学位的达 ２１ ．８８％ ，分别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７１１３

人 、提高 １２ ．２７个百分点 。① 四川省积极加强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

至 ２００５年底 ，全省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提高到 ９７ ．３６％ ，其中具有专科及

以上学历的占 ３７ ．１９％ ，比 ２０００年提高了 ２３个百分点 ；初中教师学历合格

率达 ８９ ．６４％ ，其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 １８ ．８４％ ，分别比 ２０００年提高 ５

个百分点和 ９个百分点 ；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达 ６７ ．２４％ ，比 ２０００年提高 ６

个百分点 。普通高等院校具有硕士学位及以上的教师有 １ ．１万人 ，占高校教

师总数的 ３４ ．２％ ，比 ２０００年提高了近 １０个百分点 。② 新疆出台了 枟关于加

快中小学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枠 ，开展了专业基础知识水平测试和计

算机技术水平考核工作 ，实施了普通话培训项目 、基础教育新课程培训项

①

②

孔令中 ， 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工作 努力开创 “十一五” 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 在 ２００６ 年度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枠 ，贵州省教育网 ht tp ： ／／www ．guizhou ．edu ．cn／ 。
姜树林 ， 枟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努力开创教育人事工

作新局面枠 ，四川省教育厅网 ht tp ： ／／www ．scedu ．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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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英特尔未来教育教师计算机培训项目等重点项目 ，培训了大批中青年骨

干教师 ，至 ２００３年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第二个五年管理周期全区岗位培

训完成率达 ８９％ 。① 宁夏实施了 “跨世纪园丁工程” 、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

工程” 、 “骨干校长培训计划” 等教师培训计划 ，大面积开展了教师的学历培

训和岗位培训 ，使小学 、初中 、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由 １９９６ 年的 ９２ ．

８％ 、 ８３ ．６％ 、 ６２ ．８％ 提高到 ２００４年的 ９８ ．０４％ 、 ９６ ．３７％ 、 ８２ ．４４％ 。
②

在上述政策措施的有力地推动下 ，西部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取得重大成

就 ，学校规模迅速扩大 ，在校学生数大量增加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３年 ，西部地

区 “两基” 人口覆盖率由 ５７％ 增长到 ８１％ ，提高 ２４个百分点 。③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４年 ，西部地区普通中学 （高中） 由 ４２７９ 所增加到 ４７２８ 所 ，在校学生

由 ２４３ ．７万人增加到 ５２４ ．６万人 ，普通高校由 ２５１所增加到 ４０９所 ，在校学

生数由 ８７ ．０万人增加到 ２８３ ．０万人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西部地区已

初步形成各级各类教育相对完整的结构格局 ，教育整体水平有较大提高 ，为

西部地区教育的振兴和各类人才的培养打下了较好基础 。

２ ．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人才培训 ，着力提升人才队伍素质水平

近年来 ，为加强人才培训工作 ，广西 、四川 、 西藏 、青海等地出台了

枟２００１年 — ２００５年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枠 ，云南等地制定了 枟党政干部培训规

划枠 ，内蒙古等地制定了 枟国家公务员培训 “十五” 规划枠 ，四川 、云南 、甘

肃 、宁夏 、重庆等地制定了 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枠 。在这些政策文

件的规范和引导下 ，西部各省市区采取多种形式 ，积极开展人才培训工作 ，

取得了较好成效 。

在党政人才培训方面 ，西部各省市区充分利用各地党校和行政学院等教

育资源 ，普遍加大了对党政干部的初任培训 、任职培训 、业务培训和知识更

新培训 ，重庆市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年 ，依托各级党校 、行政学院和高校 ，培训处

①

②

③

马文华 ， 枟新疆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十年回顾枠 ， 枟新疆教育学院学报枠 ２００５ 年第 ６期 。

田继忠 ， 枟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努力加快宁夏教育跨越式发展枠 ， 枟宁夏教育枠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

枟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枠 ，新浪网 ht tp ： ／／new s ．sina ．com ．cn／o／２００４ －

１０ － ２１／００１８３９８４２３４s ．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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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干部 １６０００ 多人次 ；在美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培训处以上领导干部

８１０人次 ，共计有 ５４万人次的公务员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培训 ，平均每人参

加近 ５次培训 。① 贵州省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共举办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培训

班 ２０２期 ，培训县 （处） 级以上干部 １５６８５人次 ；在国内著名院校举办专题

培训班 ３０期 ，培训干部 １６００人次 ；组织出国 （境） 培训项目 ２０３项 ，培训

干部 ３１２４人次 ；选派 ２３９名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 、经济发达地区挂职学习 。

青海省 ２００１ 年以来 ，共选派 １０００ 多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经济管理干

部 ，参加了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上海 、深圳等地举办的各类培训班 ；

选调 ２２０多名县处级干部赴中央国家机关 、东部省份挂职锻炼 。四川省 “十

五” 期间 ，共有 ２ ．５万名新录用公务员参加初任培训 ，举办了 １４期省政府

部门处 （科） 级公务员任职培训班 ，共有 １１ ．２ 万名公务员参加了各类专门

业务知识培训 ，总计培训公务员 １５０万人次 ② ，近年省财政每年拨款 ３００万

元 ，选拔公职人员赴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新加坡等国家的大学和培训

机构学习 ，先后已有 １０００多人出国培训 。

在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方面 ，强化终身学习理念 ，以新理

论 、新知识 、新技术 、新技能培训为主要培训内容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 ，以工商管理知识为重点培训内容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工作广泛深入

发展 。四川省整合培训资源 ，改进培训方法 ，更新培训内容 ，加强引导和监

督 ， “十五” 期间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近 ２００万人次 ③ ，近年来

围绕提高市场开拓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 ，培训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２ 万多人

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加强区市县三级继续教育基地建设 ，形成了覆盖全区的

继续教育培训网络体系 ，先后有 １５ 万多人次参加了公共课培训 ；有 ７ 万多

人参加了计算机应用能力培训 ； ３４ ．５ 万人次的中小学教师参加了 “教师继

续教育工程” 项目的培训 ，全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覆盖面达到 ８０％ 。

①

②

③

枟重庆人才强市战略三部曲 · 培养篇枠 ，华龙网 http ： ／／www ．cqnew s ．net 。
枟四川 “十五” 人才培训教育谱华章枠 ，人才经营网 ht tp ： ／／www ．rlzy rcb ．com ／zh０６１０ ＿ ６ ．

htm 。

枟四川 “十五” 人才培训教育谱华章枠 ，人才经营网 ht tp ： ／／www ．rlzy rcb ．com ／zh０６１０ ＿ ６ ．

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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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举办了 １０期重点脱困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班 ，４２期大中型国有企业

厂长 （经理） 任职培训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培训班 ，培训各类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 １８００多人 。贵州省 ２０００年以来 ，全省公有制单位专业技术人才中 ，共

有 ３２ ．６万人参加过各种类型的培训 ，其中出国培训 ２９４人 ；企业经营管理

人才中 ，共有 ６０００人次参加过各种培训 ，其中出国培训 ３３人 。

同时 ，为缓解西部地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局面 ，提高人才聚集

能力 ，近年来西部各省市区实施了许多卓有成效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四

川省 ２０００年启动了 “新世纪人才工程” ，至 ２００４年底 ，全省已培养认定省

学术技术带头人 ７００余名 、带头人后备人选 １２００多名 ，培养支柱产业 、优

势产业创新型人才超过 １０００ 名 。① 云南省实施了 “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培养工作” 计划 ，至 ２００４年已遴选出 ７批 ２６５ 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后备人才 、 ４批 １３３名技术创新人才进行重点培养 。同时还有陕西省实施的

新世纪 “三五人才工程” ，甘肃省实施的 “５５５” 创新人才工程 ，宁夏回族自

治区实施的 “３１３” 人才工程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 “新世纪 ３２１ 人才工

程” ，贵州省实施的 “双五百” 工程 ，重庆市实施的 “３２２ 重点人才工程”

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当地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

在农村人才和技能人才培训方面 ，四川省围绕提高技术操作能力 ，以产

业化方式大兴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 ，启动了 “三年两万新技师培训计划” ，

近两年共培训技能型人才 ５９ ．５万人 ；围绕提高致富能力 ，启动了 “千万农

民培训工程” ，共培训外出务工人员 ３０４万人 ，通过各类农业专业协会培训

“土专家” １０２万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 “百万农民培训工程” ，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０４年 ，投入政府资金 ４１０ 余万 ，培训 １８２ 万多名农民 ；实施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阳光工程 ，２００４年投入资金 ４００万元 ，当年培训 ４ ．２万人 ，转移

就业率达到 ９３％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绿色证书培训工程 ，至 ２００４ 年底 ，

全区累计培训绿证学员 １２５万人 ，实现每 １０户农户有 １名持证农民的目标 ；

实施新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２０００年以来培训学员 ２０多万人 ；实施农

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 ，２００４ 年全区共培训农村劳动力 １０８万人 ，培训后

① 枟四川省实施新世纪人才工程枠 ， 枟四川日报枠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



l106　　

转移就业人数 ８２万人 。青海省通过实施 “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 “农牧

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 ，培训青年农民技术骨干 ４ ．４９万名 ，完成农牧

民技能培训 ５ ．６７万人次 。云南省 ２００４年启动了 “三年十万高技能人才培养

计划” ，当年便培养了 ２ ．８万名高技能人才 。①

（三） 东部地区制定实施的西部地区人才培养政策措施及其成效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 ，东部地区根据中央相关政策对西部地

区人才培养进行了多方面的帮助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１ ．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持

近年来 ，根据中央有关要求 ，东部地区积极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援

助 ，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 。如深圳教育系统与贵州黔

南 、毕节两地教育系统结对 ，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 ，至 ２００１

年深圳已累计向贵州省黔南 、毕节两地捐资 １ ．６亿元 ，主要用于发展教育事

业 ，援建中小学 １７０所 ，资助失学儿童和特困学生两万余人 ，培训中小学校

长 ６５名 ，教师 １５５ 名 ，还援助了大批图书 、教学仪器设备 ，捐赠衣物 ２００

余万件 。上海与云南的教育对口支援已走过 １１个年头 ，２０００年至 ２００３年 ，

上海市已先后派遣 ３批 ２６０名教师和管理人员到云南省贫困地区中小学任教

和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 ２００４ 年上海又派出第四批 １００名支教教师对口支援

云南 ７个地州市的 １９个贫困县的 １９所中学 。②

２ ．加强对西部地区人才对口培训

根据在中央及国家机关出台的 枟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枠 、 枟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０５年国家公务员培训纲要枠 、 枟 “十五” 期间中央 、国家机关部委和东

部省市支持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的计划枠 等政策文件要求和部署 ，东部地区出

台了相关的政策 ，帮助西部地区培养培训人才 。以上海为例 ，上海从 １９９５

年起便承担支援八个西部对口地区的任务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 ，上海进

一步加强了对西部地区人才培训的支援工作 ，１９９５到 ２００３年上海共选派了

①

②

王黎 、 张宗堂 ， 枟春色蕴生机人才展活力枠 ， 枟北京日报枠 ２００５年 ３ 月 ２５ 日 。

枟上海 １００ 名教师赴云南 １９ 个贫困县支教枠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网站 ht tp ： ／／www ．chi唱
nawest ．gov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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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批 ４４２ 名干部 、 ２批 ５９名青年志愿者 、 ２批 ３７１ 名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类

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赴新疆 、西藏 、云南等对口地区开展中长期交流援

助活动 ，并组织开展了 “专家西部行” 等各类智力交流援助活动 。上海市人

事部门累计培训外省市各类人才 ３４００名 ，其中西部地区占 ８０％ 。① 到 ２００５

年 １０月 ，上海市累计向西部地区选派挂职干部 、各类专业人才 、志愿者 ２

万多人次 ，帮助培训包括党政管理干部 、经营管理人才 、专业技术人员 、实

用技术人才在内的各类人才 １３万人次 ② ，为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

献 。

３ ．加强对新疆和西藏的人才培养支援

西藏 、新疆是我国的老 、少 、边 、穷地区 ，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加

快西藏 、新疆的发展步伐 ，根据中央 枟关于加快西藏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的

意见枠 、 枟关于做好新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枠 、 枟关于进一步加强新

疆干部与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枠 等政策文件的部署 ，东 、中部地区通过对口

向西藏和新疆地区援建项目 、派遣干部等形式积极为两地培养人才 ，取得了

重要成就 。据不完全统计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以来 ，援疆干部所在省市为新疆无

偿援助资金 、物资共计 １０ ．７２ 亿元 ，援建希望小学 ６８所 ，为新疆培训各类

人员 １０ ．６万多人次 ，其中在内地培训 ６８００多人次 。③

４ ．依托项目帮助西部地区培养人才

实施大开发战略以来 ，东 、西部经济合作和对口支援加强 ，仅江苏 、浙

江 、上海等省市投向西部地区的资金就达 １０００多亿元 ④ ，援建了大量经济 、

技术项目 。以项目建设为依托帮助西部地区培养培训人才 ，是东部地区支援

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又一重要途径 。如 ２００４年上海市科委与西部地区 １１个

省 、市 、自治区签订了全面科技合作协议 ，专门组建了上海西部地区科技合

作项目管理中心 ，决定先后在四川 、贵州 、云南 、重庆 、新疆等 ５个地区共

①

②

③

④

枟从资金援助到智力支持 支援西部迈上新台阶枠 ，新浪网 ht tp ： ／／www ．sina ．com ．cn／ 。
枟上海加强东西协调互动 重在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枠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网站

ht tp ： ／／www ．chinawest ．gov ．cn／ 。
枟新疆发展 ：内地省市的大力支援功不可没枠 ，中国区域开发网 http ： ／／www ．china － re唱

gion ．com／ 。
枟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情况枠 ，中国网 ht tp ： ／／www ．china ．org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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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科技基地 ，吸纳上海和当地的研究机构 ，共促当地科技成果产业化等 。根

据科技合作的需要 ，在未来几年里上海还计划为西部地区培养 １００名科技管

理人才 、 １０００名科技实用专业人才 ，从上海高校 、研究所 、企业组织 １００００

名科技志愿者到西部地区传授技术或开展技术咨询 。①

二 、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及

政策原因分析

（一） 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 ．才数量相对不足 ，素质偏低

近年来 ，随着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工作的力度加大 ，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取

得了较好成效 ，各类人才的数量和素质有较大幅度提升 。但西部地区人才底

子较薄 ，加上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人才状况仍令人担忧 ，与西部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不适应 ，特别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 ，还存在较大差距 。在人才数量

方面 ，以专业技术人才和科技人员为例 ，至 ２００４年底 ，西部地区专业技术

人才密度 （万人口中专业技术人才数） 为 ２１５ ．２人／万人 ，不及东部地区的

８０％ ，低于 ２４２ ．６人／万人的全国平均水平 ； ２００３年 ，西部地区万人口科技

活动人员为 １６ ．９２人 ，低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不及东部地区的 １／３ ，且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３年间 ，西部地区万人口科技活动人员处于负增长状态 ，与东

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扩大 。 （详见表 ５ － １ 、表 ５ － ２）

表 ５ － １ 　专业技术人才密度情况 　 （单位 ：人／万人）

年 　 份 全 国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１９９９ 年 ２３０ ．６５ 2２１４ ．３３ N２８８ ．６１ j１９６ ．７４ 唵３５２ ．７０ ⅱ
２００４ 年 ２４２ ．５７ 2２１５ ．１５ N２８０ ．７０ j２０６ ．２１ 唵３１３ ．９７

　 　 说明 ：１９９９年数据根据 枟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００枠 计算得出 ２００４年数据根据 ２００５

① 枟上海科技力量全面挺进西部 支援西部大开发枠 ，中国网 ht tp ： ／／www ．china ．org ．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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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中的城镇单位专业技术人才计算得出 。

表 ５ － ２ 　万人口科技活动人员变化情况 　 （单位 ：人 ，％ ）

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北地区

１９９９ 年 １８ ．５５ 靠３５ ．８１ G１８ ．３２ 舷３０ ．６３ W
２００３ 年 １６ ．９２ 靠５６ ．５０ G１９ ．００ 舷２８ ．６７ W
增长率 － ８ ．８ 靠５７ ．８ 3３ ．７ Ζ－ ６ ．４

　 　说明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网 （http ： ／／www ．sts ．org ．cn）
在人才素质方面 ，以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为例 ，２００４ 年西部地区不识

字人数和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占就业人员的比例 （分别为 １１ ．３３％ 、 ３８ ．１０％ ）

均比东部 （分别为 ９ ．２８％ 、 ２９ ．６３％ ） 高 ，也比全国平均水平 （分别为

９ ．１６％ 、 ３２ ．３８％ ） 高 ，而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所占的比例

分别为 ３４ ．３％ 、 １１ ．３％ 、 ５ ．０％ ，均低于东部的 ３９ ．２％ 、 １５ ．０％ 、 ６ ．９％ ，

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９ ．３％ 、 １３ ．４％ 、 ５ ．８％ ） 。 （详见表 ５ － ３）

表 ５ － ３ 　 ２００４年就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所占比例变化情况 　 （单位 ：％ ）

全 国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不识字 ９ ．１６  １１ ．３３ 9９ ．２８ A８ ．３２ ]４ ．２３ y
小 学 ３２ ．３８  ３８ ．１０ 9２９ ．６３ U３１ ．４９ q２７ ．３４ 崓
初 中 ３９ ．２９  ３４ ．２９ 9３９ ．２４ U４２ ．０９ q４７ ．０７ 崓
高 中 １３ ．４０  １１ ．２６ 9１４ ．９９ U１３ ．２０ q１４ ．７２ 崓
大专以上 ５ ．７７  ５ ．０２ %６ ．８７ A４ ．９０ ]６ ．６４

　 　说明 ：资料来源于 ２００５年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

在高层次人才方面 ，到 ２００５年底 ，西部地区共有两院院士 １３０ 人 ，占

全国院士总数 １４０１ 人的 ９ ．２８％ ，远远少于东部地区 （１０６５ 人 ，占

７６ ．０２％ ） ，东 、西部地区院士数量差距悬殊 。到 ２００４ 年底 ，西部地区首批

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数量为 ６３ 人 ，远远少于东部 、中部和东北

三省的平均数 （２５２ 人） ，仅占全国总数 （８１９ 人） 的 ７ ．６９％ ；获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人员数量为 ８１人 ，与东北三省相当 ，远少

于中部地区 （１７２人） 和东部地区 （５８２人） （详见表 ５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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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 ４ 　部分高层次人才数量情况 　 （单位 ：人）

全 国 西 部 东 部 中 部 东 北

两院院士 （２００５ 年） １４０１ 照１３０  １０６５ ]１１２ 寣９４ 技
首批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２００４年） ８１９ 览６３ 痧７５６

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入选者数量
（２００４ 年）

８１ 痧５８２ H１７２ 寣８１

　 　说明 ：１ 、院士资料来源于中国工程院网站和 枟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与社会作用的

分析及建议枠 中国科学院院刊 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 。院士数据包括 ２００５年新增当选的中国科

学院和工程院院士 ，香港特区的 １名工程院士和 ２名科学院院士不计在内 。 ２ 、首批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数据来源 ： 枟关于批准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

级人选的通知枠 国人部发 ［２００４］ ４８号 。

２ ．人才结构性矛盾较突出

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是西部地区人才培养面临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主要

表现在 ：一是部门 、行业分布不合理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人才聚集多 ，企

业人才不足 ；教育 、卫生等部门人才多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急需的农 、林 、

牧 、水利 、环保 、房地产 、电子信息 、地质勘察业 、社会服务业等行业人才

明显不足 。 ２００３年 ，西部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才中 ，教学人员

占 ６４ ．１５％ ，卫生技术人员占 １５ ．５８％ ，其他行业人才仅占 ２０ ．２７％ 。① 二是

年龄结构断档 。表现为高 、中级人才年龄普遍偏大 ，青年高层次人才不足 ，

导致西部人才出现断层 ，西部地区对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有待加强 。

三是区域分布不均 。 四川 、陕西 、重庆等省市人才较多 ，其他省份人才较

少 ；城市人才远多于乡村人才 ，中心城市人才远多于郊县人才 ，边远地区和

山区人才严重欠缺 。四是人才存量的专业结构不合理 。西部地区现有人才存

量中 ，传统型 、理论性人才多 ，现代型 、应用型人才少 ；一般性人才多 ，西

部大开发急需的新兴学科型 、科技开发型 、投资创业型等创新型人才少 ，懂

经济 、懂管理 、懂市场经营的复合型人才少 。据统计 ，西部地区最稀缺的人

才主要有 ：工商管理人才 、生物资源开发技术人员 、有国际眼光的行政管理

人才 、农村专业技术人员 。此外 ，教育人才 、中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投

①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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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人才 、交通运输业人才 、信息人才及旅游开发人才等也明显不足 。①

３ ．人才培养能力偏低

西部地区自改革开放后 ，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各类教育水平

还是不同程度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给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工作带来了巨大的

压力 。在教育投入方面 ，２００４年西部地区预算内教育经费总计 ９１９ ．５亿元 ，

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 （１８８４ ．９亿元） ，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西部地区为 ２４７ ．

７元 ，仅为东部地区 （４１８ ．６ 元） 的 ５９ ．２％ 。② 在师资力量方面 ，西部地区

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优秀师资严重缺乏 。 ２００４ 年西部地区普通高校专任教

师数约为 １９万人 ，而东 、中部地区分别达到 ３５万人 、 ２２万人 ； ２００３年西

部地区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中 ，博士生约占 ４ ．３％ ，正高级职称约占７ ．４％ ，

而东部地区分别占到 ９ ．１％ ，１０ ．５％ 。③ 从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 ，至 ２００４年

底 ，西部地区 ６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人口占到 １４ ．１４％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９ ．１６％ ；西部地区 ６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为 ７ ．３ 年 ，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８ ．０１年 。 （详见表 ５ － ５） 从学校规模和在校学生数来看 ，２００４年西部地

区普通高校为 ４０９所 ，低于东部地区的 ６９９所和中部地区的 ４５１所 ；西部地

区每十万人口中 ，高中 、大学在校生分别为 ２１１９人和 １０８３人 ，明显低于同

期全国平均水平的 ２８２４人 、 １４２０人和东部的 ３２５３人 、 ２３３４人 。 （详见表 ５

－ ６） 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滞后是导致是西部地区人口素质低 ，人才发展

缓慢的重要原因 ，给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压力 。

表 ５ － ５ 　 ２００４年全国 ６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 　 （单位 ：％ ）

西部 东部 中部 东北 全国

不识字 １４ ．１４  ８ ．３１ 忖８ ．１６ 热４ ．１９ �９ ．１６ 敂
小 　 学 ３７ ．７０  ２６ ．７７ 鲻３１ ．７６ 苘２７ ．５４ 侣３２ ．３８ è
初 　 中 ３１ ．７８  ３７ ．８６ 鲻４１ ．９８ 苘４６ ．６４ 侣３９ ．２９ è
高 　 中 １１ ．１５  １７ ．５２ 鲻１３ ．１５ 苘１５ ．０３ 侣１３ ．４０ è
大 　 学 ５ ．２３ �９ ．５５ 忖４ ．９６ 热６ ．６１ �５ ．７７

①

②

③

枟西部就业来去自由枠 ， 枟潇湘晨报枠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数据来自 ： 枟２００４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枠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 tp ： ／／

www ．edu ．cn 。
根据 枟２００３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枠 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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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西部 东部 中部 东北 全国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７ ．３０ �８ ．６４ 忖８ ．０６ 热８ ．７１ �８ ．０１

　 　数据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５年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有关资料整理 。

表 ５ － ６ 　 ２００４年每十万人口各级学校平均在校学生数 　 （单位 ：人）

幼儿园 小学 初中阶段 高中阶段 高等学校

西 　 部 １４６７ ．８５ 9１０２９８ ．８４ 4４８５８ ．６５  ２１１９ ．３４ 腚１０８２ ．７７ 蜒
东 　 部 １８９１ ．２３ 9７５７２ ．１６  ４５８２ ．１４  ３２５２ ．５３ 腚２３３４ ．４２ 蜒
中 　 部 １３５１ ．７５ 9９１０９ ．４４  ５６３８ ．７９  ２８９６ ．４７ 腚１３３８ ．８０ 蜒
东 　 北 １２５９ ．８２ 9６３９６ ．０４  ４４３８ ．０９  ２４５３ ．３９ 腚１８０３ ．４６ 蜒
全 　 国 １６１６ ．８４ 9８７２５ ．１４  ５０５７ ．５２  ２８２３ ．７０ 腚１４２０ ．２０

　 　资料来源 ：枟２００５年中国统计年鉴枠 。高等学校包括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

高中阶段合计数据包括普通高中 、成人高中 、普通中专 、职业高中 、技工学校和成人中

专 ，分省数据不含技工学校 ；初中阶段包括普通初中和职业初中 。

（二） 政策原因分析

不容置疑 ，西部地区人才培养还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 ，面临着比较严峻

的形势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人才培养政策措施的不完善是造成这一现

状的重要原因 。西部地区人才培养政策措施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

１ ．教育发展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 ，教育投入制度尚不健全 。

一是政策鼓励社会团体 、公民个人办学 、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的力度不

大 ，利用金融信贷发展教育困难较大 ，教育投资主要来源于财政性拨款 ，渠

道单一 ，其他投资来源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省区 ，政府财政压力

大 。

二是政府有关部门缺乏过硬的政策措施来保证财政教育投入增长与现实

需要相适应 ，因此 ，虽然近年来西部地区财政教育投入增长迅速 ，但总量仍

然偏低 ，特别是相对贫困地区教育经费短缺问题依然严重 。

三是教育投入急功近利现象突出 ，公共财政对中高等教育采取倾斜政

策 ，投资急剧扩张 ，初等义务教育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导致教育投资结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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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高等教育投资效率较低 ，初等教育发展困难重重 。

四是西部地区对国家有些投入政策难以落实 。一方面 ，西部地区县域经

济落后 ，县级财政难以承担起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 ，特别是农村税

费改革以后 ，县级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大 ，国家现行财政转移支付难以弥补义

务教育经费缺口 ；另一方面 ， “分级管理” 政策不完善 ，各级管理什么 ，投

入多少 ，界线不是很清楚 。

五是中央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体制需进一步完善 ，如中央实施 “国家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 “两基攻坚计划” 、 “农村远程教育工程” 等计划项目

时 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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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职业教育体制不能适应西部发展要求 。从办学主体看 ，一些行政部

门 、社会力量从各自利益出发 ，乱办职业教育机构的现象比较严重 ；从管理

机构看 ，职业教育涉及教育 、劳动与社会保障 、人事等不同部门 ，部门之间

的协作尚不充分 ；在办学层次上 ，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缺乏有效沟

通与衔接 ；在办学形式上 ，存在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 ，不少逐渐办成了

“文凭教育” ，教学内容应用性差 ，增加了职校毕业生就业难度 ；从劳动就业

制度方面看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西部地区的实行缺乏整体规划 ，尚未成为

市场认可的准入制度 ，许多新型岗位缺乏相应的职业准入标准 。

最后 ，缺乏有效地吸引和留住优秀教育人才的政策 。

西部地区缺乏有吸引力的引才 、留才政策 。教育人才是西部地区教育事

业发展的关键 。虽然西部大部分地区相继出台了有关教育人才引进的优惠政

策 ，但这些优惠政策多数显得空泛 ，没有具体过硬的操作措施 ，特别对于高

层次教育人才来说 ，明显缺乏吸引力 。

国家有关部委对西部地区教育人才开发的力度有待加强 。国家有关部委

虽然制定实施了大量的政策措施 ，对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给予了大力扶

持 ，但整体看来 ，仍然存在 “重物轻人” 等不足之处 ，对西部地区教育人才

队伍建设的扶持力度不够 ，如帮助西部地区培训教师 、引进教育人才的措施

还不够有力 ，支教行动覆盖面不宽 ，选派急需紧缺的优秀专业教师 、高层次

教师支教的力度不够 ，等等 。

２ ．人才培训政策存在不足

一是人才培训缺乏整体规划 。西部部分地区缺乏人才培训的整体规划 ，

缺乏对人才培训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整合 ，各自为政 、重复建设 、重复培训现

象并不鲜见 ，有些人才培训计划跟风而上 ，但政策不配套 ，管理不到位 ，造

成资源浪费 ，效果不好 。国家层级对西部地区人才培训工作还应进一步统筹

与细化 ，以充分发挥中央国家机关帮助西部地区培训人才的优势和作用 ，同

时要在引导 、协调东部的人才培训支援和西部各省市区之间人才培训协作 、

资源共享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 。

二是有些人才培训政策力度不够 。西部一些地区和部门现有人才培训政

策有的过于笼统和原则 ，缺乏具体过硬的措施和办法 ，有的对不同类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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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人才的教育培训要求基本没有区别 ，培训渠道比较单一 ，主要是输送到

各级党校和行政院校进行政治理论培训 ，培训的形式主要以传统授课辅导方

式为主 ，培训内容难以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相适应 。国家层级的有关人

才培训援助 、扶持政策过于集中在党政干部培训方面 ，对西部经营管理人

才 、专业技术人才 、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力度有待加强 。

三是人才培训的激励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西部有些地区和部门缺乏系

统 、严格 、可操作的人才培训检查 、督促 、考核 、奖惩制度 ，影响了人才参

加培训的积极性和培训效果 。

三 、进一步完善西部人才培养政策措施的对策

（一） 完善基础教育政策措施 ，加大后备人才培养力度

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奠基工程 ，对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具有全局性 、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水平目前仍十

分落后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 ，必须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政

策 ，加快发展步伐 。

１ ．建立科学的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投入机制

西部地区仍然要把基础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坚持政府投

入为主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力争使每一个适龄

儿童都能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 。

一是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政府财政投入是基础教育投入的主渠道 ，要

通过教育立法和监督保证政府有限财力中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 。国家要进一

步加大对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和扶持力度 ，进一步加大 “西部地区两基

攻坚计划” 、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 等的中央财政投入力度 ，并把重

点真正放在贫困山区 、牧区和边远地区 ，继续扩大 “中小学助学金” 等项目

的覆盖范围 ，充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及国际组织捐款 ，支持西部地区改善中

小学办学条件 ，让更多的贫困学生上得起学 ，上好学 。西部各省市区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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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经费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确保政府拨款增长高于财政收入的增

长 ，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 、学生公用经费和教师工资的逐年增长 ，加大省

级财政对本地区教育发展困难地区的扶持力度 ，建立和增加扶持专项经费 ，

并努力提高使用效益 。

二是建立多元化基础教育投入体制 。西部地区经济实力不足 ，仅靠财政

拨款来满足教育投资的需求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应给予西部地区更宽松的条

件 ，使其可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 ，可以通过开征教育税 、发行教育彩票 、

设立教育发展基金 、发行教育债券等方式拓宽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 。西部地

区要放宽民间办学的条件 ，积极支持个人和团体依法办学 ，鼓励东部的个人

和社会力量到西部依法办学 ，允许外国和港澳台的个人和团体到西部捐资和

合资办学 ，还可以通过税收 、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对基础教育的间

接投资 ，形成多元化的教育投入格局 。

三是加强教育经费管理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各级教育部门 、财政部门

应对教育投资的地区 、级别 、类别等分布进行宏观调控 ，确保教育投资规模

适度 、投向合理 ，注意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健全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办法 ，

加强监管 ，对挤占 、挪用教育经费现象 ，要进行严厉查处 ，确保用于转移支

付资金落实到位 ；要建立严格的基础教育经费管理和监督制度 ，鼓励勤俭办

教育事业 ，严禁学校各项建设中的浮夸和浪费行为 ；合理利用贷款等金融手

段 ，注重投资风险 ，严格控制高负债新建 、改建学校 。

２ ．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培养

创新型人才的核心环节 。西部地区要以国家有关政策为指导 ，有针对性地加

强课程改革研究 ，建立健全与时代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全面实施义

务教育新课程 ，逐步推进普通高中新课程 。要深化中小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改革 ，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改革和技术课程实践基地的建设 ，充分发挥现

代教育技术的作用 ；进一步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中小学教材审查制

度和教材选用监管制度 ，建立新课程的跟踪 、监测 、评估 、反馈机制 ，加强

对基础教育质量的监测 。

加快教学方法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 。实施素质教育 ，必须改革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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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试制度 。西部地区应加快教学方法改革 ，鼓励中小学校以素质教育为核

心 ，合理设置课程结构 ，组织多样化的课堂内外教学活动 ，增加实践环节 ，

引导 、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鼓励学生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 ，善于观察分析 ，

敢于探索创新 。改革考试方式和方法 ，进一步完善小学升初中就近免试入学

制度 ；积极探索以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为基础 、综合评价相结合的高中阶段

招生办法改革 ；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和选拔制度改革 ，进一步建立以统一考试

为主 、多元化考试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 ，学校自我约束 、政府宏观指

导 、社会有效监督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 ；建立起更加合理 、公正 、公平 、全

面 、科学评价学业的体系 ，使学生的思想道德 、知识 、体质 、心理 、情操 、

能力等素质得到全面科学评价 。

加快双语或多语教学的步伐 ，推进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提高 。西部地区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 ，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量 ，是今后西部教育改革与

发展中必须完成的重任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好民汉兼通 、民汉或民民合校 、

汉语为主 、民语为辅 、兼顾外语 、突出素质 、重在质量和政治合格的基本政

策 。少数民族教育在使用母语授课的同时 ，应坚持教授汉语言文字 ，并逐步

做到民汉采用同一教育教学标准进行考核评价 ；进一步加大科技教育的普及

力度 ，重视对少数民族学生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 ，推进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

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 。

３ ．进一步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进一步拓宽教师来源渠道 。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支教力

度 ，引导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开展全面的对口援助 ，选派优秀中小学教师支

援西部基础教育事业 ，继续实施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鼓励大学生

到西部贫困地区从教 。西部各地要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 ，吸引高校毕业生

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优秀人才从教 ；试行师范院校高年级学生到农牧区实习任

教制度 ；结合中央实施的 “西部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贫困地区学校工程” ，制定优惠政策 ，引导教师向农村基层 、艰苦地区

流动 ，选派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和农牧区中小学对口帮扶任教 ，切实解决边

远山区 、牧区缺少教师的问题 。

二是加强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 ，提高综合素质 。优化整合教师队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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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充分利用师范大学等培训资源 ，建立以新理念 、新课程 、新技术和师

德教育为重点的教师全员培训制度 ，加强汉语 、英语 、计算机和民族地区双

语教师培训 ，组织优秀教师高层次研修和骨干教师培训 ，不断提高在职教师

的学历 、学位层次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 。强化学校管理人员培训 ，加快培

养一大批高素质 、高水平的中小学校长 、管理骨干和教育行政领导 。

三是进一步深化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进一步深化西部地区教师资格认

定 、招聘录用 、职称评定 、培训交流等制度改革 ，依照按需设岗 、公开招

聘 、平等竞争 、择优聘任 、严格考核 、合同管理的原则 ，推行中小学校教职

工聘任制度 ，实行 “资格准入 、竞争上岗 、全员聘任” ，推行校长负责制和

任期目标制 ，鼓励校长职业化 、教师专业化 、优秀教师终身从教 。深化分配

制度改革 ，进一步提高西部艰苦边远地区教师的津补贴水平 ，完善激励和约

束机制 ，建立优秀教师和优秀教学成果奖励制度 。

（二） 完善高等教育政策措施 ，增强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和聚集人才的重要阵地 ，西部地区必须充分发挥高

等教育资源在培养和聚集人才中的优势 ，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增

强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 。

１ ．加大对西部高等院校的支持力度

国家要进一步出台优惠政策 ，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 ，在

“２１１工程” 建设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重点学科建设 、基地建设 、博士 、

硕士学位授权点等方面 ，适当放宽对西部高校的限制 。进一步实施 “对口支

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 ，在学科建设 、教师培训 、改善办学条件 、开展

科学研究等多方面 ，组织开展东部高校对西部地区高校 “一帮一” 对口支援

活动 ；鼓励国内著名专家 、教授到西部高校讲学 、担任学术带头人等 ；帮助

聘请国外知名专家以多种形式为西部高校服务 。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 ，特

别重视保障西部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继续加强和完善对西部学生

的减 、免 、贷 、助等措施 ，加大对少数民族学生 、贫困学生特别是毕业后愿

意回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工作的大学生的支持力度 。

２ ．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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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要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与规划 ，充分考虑西部经济社会发展

的现实需要与大学自身承受力 ，不能盲目发展 。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相对集中

的省市如陕西 、四川 、重庆等 ，要积极整合现有高校资源 ，调整大学布局 、

专业结构 ，提升竞争力 ，形成大学的优质资源 ，带动整个西部教育的发展 ；

高教资源相对薄弱的西藏 、贵州 、宁夏等地可以依托中心城市 ，新建或扩建

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大学 ，利用民族地区的优势 ，形成有特色的高校 ，扩大本

地学生的招生规模 ，增加西部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同时 ，要促进西部

各高校之间的联合 ，可以实行大学教师互聘 ，图书设备等资源共享 ，课程 、

学位等互相开放等 ，发挥不同高校专业学科特色 ，实现优势互补 ，最大限度

的利用教育资源 。

３ ．建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多元模式

逐步扩大学校自主权 ，鼓励高校在招生 、培养 、分配等方面形成自己的

特色 ，靠自己的品牌 、声誉 、质量 、服务谋求生存和发展 。鼓励发展民办高

校 ，积极推进 “国有民办” 、 “民办公助” 、 “公办民助” 等体制改革试点 ，不

断提高办学水平 、办学效益 。积极发展 “开放式” 大学 ，鉴于西部部分地区

人口密度小 ，教育部 、广电部等国家部委应积极扶持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式大

学 ，包括电视教育 、远程教育 、网络教育 、虚拟大学等等 ，开办多样化的专

业和课程 ，采用最新教材 ，聘请一流教授 ，利用卫星和互联网传授课程 ，降

低办学成本 ；鼓励北大 、清华等国内一流大学招收西部地区攻读学位或非攻

读学位的远程教育学生 。

４ ．优化专业结构 ，提高教育质量

现阶段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应放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提高办

学效益上 。要根据西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 ，做好本地区人才的需求预

测 ，据此加强专业改造与学科调整 。要围绕各地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求 ，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支柱产业 、优势产业和利用高新技术 、信息技

术改造传统产业相关的专业 。考虑到西部经济对人才需求种类多 、数量少的

特点 ，要优先发展实用性 、应用性 、紧缺性专业 ，也要注意发展综合性专

业 ，避免人才比例失调和人才浪费 。同时 ，要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的培养模

式 、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 ，加强实践教学 ，着力提高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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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

５ ．推进科教产业化进程 ，加强科教人才队伍建设

大力推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体制和科技管理制度的综合改革 ，根据西部

地区的实际情况 ，将高校和科研机构结合起来 ，合理配置科教资源 ，优化教

育和科研人才结构 ，集中西部地区当地优秀高层人才 ，有计划地建设和加强

重点院校 、重点企业 、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 。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以

市场为导向 ，将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增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

自我发展能力 。同时 ，要抓好高校人才资源开发 ，大力推进高等学校教师聘

任制改革 ，提高新聘教师学历学位层次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完善激励和约

束机制 ，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人才 。

（三） 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措施 ，加快实用技能人才培养步伐

劳动者整体职业技能的不高 ，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制约因素 ，因此要

积极发展职业教育 ，将实用性 、技术性较强的职业教育普及开来 ，充分结合

本地生产实践 ，为相当数量的中学毕业生提供一个获得一技之长的机会 ，满

足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对中 、高级职业技术人员的巨大需求 。

１ ．加强宏观调控 ，引导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

西部各省市区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 ，特别要进一步强化地 （市） 、 县

（市 、区） 级政府在统筹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方面的责任 ，研究建立职业教育

联席会议制度 ，解决职业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趋

势 、就业需求预测和教育发展情况 ，制定当地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并纳入当

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积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 ，研究制定

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建立多渠道筹集

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 ；科学确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宏观结构 ，引导各类

教育协调发展 ；在政府举办职业教育的同时 ，要组织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力

量举办职业教育 ，形成多元办学格局 ；要打破部门和职业学校类型的界限 ，

加大对现有职业院校及培训机构的调整 、完善 、提高的力度 ，鼓励职业学校

联合办学 ，整合和有效利用现有各种职业教育资源 ，合理规划辖区内职业学

校布局 ，努力提高办学效益 。同时要依法规范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市场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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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使职业教育有序竞争 。国家要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

和扶持 ，推动西部地区逐步建立 “在国务院领导下 ，分级管理 、地方为主 、

政府统筹 、社会参与” 的新的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 。

２ ．加快办学体制改革 ，有针对性扩大职业教育规模

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主要承担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培养技能人才的任务 ，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是

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主体和发展的重点 。西部地区要紧密结合实际 ，科学把

握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合理比例 ，引导部分初 、高中毕业生

到中等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 。应加快改善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 ；继续

建设和培育一批示范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建设大批实用高效的实习训练基

地 ，突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特色 ，增强学生对西部大开发和当地经济发展

的适应能力 。

努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充分利用现有各类教育资源 ，不断扩大高职招

生 ，形成以高职院校为主体 ，普通高校 、成人高校为辅助 ，国家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高职班为补充的高等职业教育基本框架 。认真把握高等职业教育面向

的地方性 、办学的开放性 、培养目标的技术性等特点 ，加快办学模式改革 ，

明确培养规格 、目标 ，办出高职特色 ，为西部大开发培养大批技术水平和综

合素质较高的人才 。

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 。西部地区农村文盲与半文盲的比例还比较高 ，

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任务十分艰巨 。应从实际出发 ，把农村基础教育与职业

教育结合 ，整合农校 、农函大 、农广校 、农科教中心等农民教育培训资源 ，

大力办好农村职业中学和职业教育中心 ，经济条件好的乡镇也可以办职业高

中 ，建立县 、乡 、村三级实用型 、开放型的农民文化技术培训体系 ，加强对

农村急需的各类实用人才的培养 ，努力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人力资源开发 、

扩大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扶贫开发的服务基地 。

要以促进就业为目标 ，进一步转变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 ，

实行多样 、灵活 、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 ，把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 、社会服

务 、技术推广结合起来 ，加强与行业 、企业 、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的合作 ，

大力推行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推广 “订单式” 培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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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学生顶岗实习制度 ；面向市场需要 ，不断开发新专业 ，改革课程设置 ，

深化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 ，强化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 。加强职业

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多渠道解决职业学校教师来源 ，鼓励企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骨干 、经营管理人才和有特殊技能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建立优秀骨干教

师师资库 ，促进优秀教师资源共享 。

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加大 “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国家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 、 “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 、 “成人继续教育和再

就业培训工程” 等在西部地区的实施力度 ，加大中央财政对西部职业教育的

资金投入 ，帮助西部地区争取国外贷款和合作项目 、基金项目 。东部发达地

区要继续加强对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援助 ，充分利用东部和城市优质教育资

源和就业市场 ，广泛开展东西部之间职业院校的联合招生 、合作办学 。

３ ．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 ，加强西部职业教育就业指导

严格就业准入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 ，是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条

件 。西部地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和实施办法 ，根据国家要求 ，

严格实行 “先培训 、后就业” 制度 ，用人单位招收录用职工 ，凡从事国家规

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 （工种） 的 ，必须从取得相应职业学校毕业证书

或职业培训合格证书并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或优先录用 ；从

事一般职业 （工种） 的 ，必须优先录用取得相应职业学校学历证书 、职业培

训证书的人员 ；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 ，也必须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

要加强职业学校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衔接 ，努力创造条件 ，方便职业

学校毕业生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为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提供帮助 。切

实加强职业指导工作 ，开展创业教育 ，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鼓励毕业生

到中小企业 、小城镇 、农村就业或自主创业 ，建立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机构 ，为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信息 、咨询服务和便利条件 ，积极为职业

学校毕业生多种形式就业和自主创业提供服务和政策支持 。

（四） 完善人才培训政策措施 ，全面提高现有人才素质

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 ，人才培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引导各类人才

自觉树立 “终身教育” 的新观念 ，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教育培训资源 ，全面

加强西部人才培训工作 ，已经成为西部建设 “创新型社会” 、 “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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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全局性 、战略性工程 。

１ ．切实加强对人才培训的规划与引导

西部地区各级党委 、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一定要对人才培训工作给予高

度重视 ，在制定经济 、社会发展计划和确定重大建设项目时 ，要把人才培训

作为重要内容 ，同步考虑 ，统筹安排 。要强化政府在规划 、政策 、资源整合

等方面的统筹职能 ，加强对人才培训的规划与引导 ，注重掌握经济社会不断

发展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着眼于人才的动态发展 ，科学制定各层次 、各类

别 、各岗位人才的素质 、知识 、能力标准 ，科学确定人才教育培训的目标 ，

保证人才教育培训规划的全面性 、前瞻性 、科学性 。

国家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人才培训的宏观指导 ，从全局上把握西部地

区人才培训的现状和未来需求 ，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扶持和援助 ，扩大中

央国家机关对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 、边远山区人才培训的规模 。东

部地区要进一步做好对西部地区的人才培训对口支援工作 ，在规模 、强度 、

质量上有较大提高 ，有条件的省市要将 “一对一” 的形式逐步扩大到 “一对

多” 。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中央和东部地区的联系与沟通 ，争取广泛支持与合

作 。

中央财政应尽量加大对西部地区人才培训的投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

门 、有条件的东部省市要承担西部地区人才培训的相关经费 ，并帮助西部地

区广泛吸引国外教育开发资金 。西部地区要根据各地实际 ，将人才培训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 ，并逐年增加对人才培训的投入 ，改革培训经费单纯由政府或

用人单位一方负责的做法 ，建立和健全社会化的多元人才投入机制 ，逐步开

放教育培训市场 ，鼓励政府 、社会 、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投入 ，实现人才培

训投入主体多元化 。

２ ．进一步拓宽培训渠道

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党校和行政院校建设 ，加大硬件投入 ，加快

现代教学设备配置 ，扩大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培训规模 ；充分利用各类高校的

教育资源 ，鼓励高等院校创办人才培训基地 ，引导各用人单位加强与高校的

合作 ，发挥高校在提高人才学历层次 、培养高级人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同

时 ，要重视运用和开发全社会的各类教育培训资源 ，鼓励企业 、社会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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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国外机构在西部地区兴办培训机构 ，开展培训活动 。要积极创造条

件 ，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加快网上培训中心建设 ，发展远程教育培训 。同

时 ，要尽快建立培训基地的质量评估制度和资格审查制度 ，引入竞争机制 ，

推进培训 、教学资源的优化组合 。

中央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人才培训基地建设的扶持力度 ，

特别是针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和重大建设项目的需要 ，以全国各教育培训机

构 、企业 、科研机构等为依托 ，帮助西部地区建立一批产业化 、专业化人才

培训基地 。在东部发达地区甚至国外有针对性设立长期的西部人才培训点

（班） ，帮助西部地区培训人才 。

３ ．进一步增强西部人才培训师资力量

要充分利用西部地区各级党校 、行政院校和高校的教师资源 ，不断提高

他们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水平 。要采取兼职为主 、专兼职结合的方式 ，将各高

校 、科研院所的专家 ，企事业单位业务骨干 、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既有理论水

平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才纳入培训师资队伍之中 ，降低培训成本 ，增

强培训针对性 。同时 ，要建立教师资源网上信息库 ，将在校教师 、各专业领

域的专家教授 、有实践经验的领导人才 、优秀企业家等纳入教师资源信息数

据库 ，统一管理使用 ，实现教师资源共享 。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东部省市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师队伍

的支援力度 ，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帮助西部地区培养培训师资队伍 ，组织多种

类型的 “讲师团” 、 “专家团” 等 ，定期或不定期到西部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

讲座和培训活动 。同时 ，要进一步鼓励国内知名专家 、教授 ，技术能手 ，企

业家等通过多种形式为西部地区人才传道授业 ，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通过兼

职 、短期服务 、承担委托项目及重要研究课题等方式参与西部大开发 。

４ ．进一步创新培训模式

西部地区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学用结合 、按需施教 、讲求实效的原

则 ，采取 “校校联合” 、 “校部联合” 、 “校企联合” 等合作方式 ， “走出去 、

请进来” ，举办各种培训班 、进修班 、研修班 ；要有计划地组织党政机关 、

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自学或挂职锻炼 、轮岗锻炼 ，边工作边学习 ；鼓

励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创新 、科技攻关等项目合作 ，在实践中互相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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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出省 、出国进修 、考察 ；举办广播 、电视 、网络教学和函授 、刊授 ；鼓

励在职攻读第二学历 、双学位和硕士 、博士学位等 ，探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和各类人才特点的培训内容和模式 ，提高人才培训的实效 。要组织有关

专家 、学者编写和筛选一批适合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各类人才

特点的培训教育优秀教材 ，加快实现教材的更新 ，进一步增强培训教育教材

的先进性 、针对性和实用性 ；积极推广双讲式教学 、案例教学 、研讨式教

学 、情景模拟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 ，增强学员的参与度 ，并大力推进

现代教学手段的运用 。

对此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给予大力支持 ，特别在举办培训班 、

专家咨询服务 、出国培训 、挂职锻炼 、重大项目研究与建设方面 ，要进一步

向西部地区倾斜 。东部地区要采取项目支持 、定向培训 、技术服务 、技术进

修 、挂职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 。要注重对西部民族

人才培训的扶持 ，针对民族人才的不同特征 ，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活

动 。

５ ．建立人才培训的激励约束机制

一是要健全人才岗位培训规范 。西部地区相关部门 、各用人单位应根据

形势的发展和岗位职责的需要 ，制定各级各类人才的岗位职责规范 ，提出各

级各类人才应具备的政治理论素养 、文化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要求等任职资

质 ，规定各级各类人才应参加岗位培训的时间 、层次 、要求 。对一些专业性

比较强的岗位 ，在上岗前后 ，必须参加相关的专业知识培训 ，对在规定时间

内不能完成培训课程的 ，要采取留岗停职参加培训等强制性措施 。各级人才

主管部门要逐步健全就职培训 、 晋职培训 、转岗培训 、 知识更新培训等制

度 ，并逐步使其规范化 。

二是进一步完善人才培训考核制度 。针对当前人才培训过程中考核考试

流于形式等问题 ，各人才培训部门和机构应当结合实际 ，制定严密的考试考

核制度 ，把考试考核作为衡量人才学习成效的一种重要手段 ，考试考核情况

要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要利用计算机建立人才培训档案系统 ，将参加人员的

培训内容 、培训层次 、培训时间 、考试考核成绩等记录在案 ，并适时提供给

人才主管部门或用人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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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建立人才培训与使用相结合的制度 。建立健全 “先培训 ，后就业” 、

“先培训 ，后上岗” 、 “先培训 ，后提拔” 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 ，把人才培训

学习和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情况作为人才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做到 “凡用

必考” 、 “凡任必考” 。各用人单位对拟选拔任用人才进行资格预审时 ，要把

其参加人才培训的情况作为重要条件之一 ，培训没有达到一定要求的 ，一般

不予提拔任用 。同时 ，根据各地 、各单位实际 ，建立人才培训与报酬相结合

的激励制度 。

四是努力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制度 。西部各地区应积极倡导全民学习和终

身学习的理念 ，开展 “学习型组织” 、 “学习型社区” 、 “学习型城市” 的创建

活动 ，引导各类人才自觉学习 ，在岗学习 ，形成全社会良好的学习氛围 。鼓

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建立人才带薪学习制度 、有偿培训制度 。

（五） 完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政策措施 ，加强高层次人才资源开发

１ ．充分发挥高校在培养高层次人才中的基础性作用

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摇篮 。西安 、兰州 、成都和重庆等大城市是中

国西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曾经为西部经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

应进一步挖掘西部各类重点大学在这方面的潜力 ，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动向

和人才成长规律 ，做好高层次人才需求预测 ，充分发挥高校的人力资源优势

和培训资源优势 ，鼓励和支持高校有针对性地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 ，并及时

地调整专业结构 ，加大应用型 、复合型 、创新型人才培养比重 ，为西部地区

培养大批经济发展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

同时 ，西部地区各高校本身就是西部高层次人才的重要聚集地 ，因此 ，

发挥高校本身的优势 ，抓紧培养和造柬批运有创新发力和发展潜力的諱



l127　　

中央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指导与支持力度 ，

帮助西部地区在国内发达地区高校开办 “西部研究生班” ，进一步完善 “培

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 “新世纪优秀

培养人才计划” 、 “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 等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中 ，为

西部地区单列指标 ，加强对西部高层次教育人才培养的支持 ，提升西部高校

教师的创新能力 。

２ ．坚持分类管理 ，进一步健全不同类型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在高层次党政领导人才培养方面 ，要以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 ，强化

理论武装和实践锻炼 ，重点提高科学判断形势 、驾驭市场经济 、应对复杂局

面 、依法执政 、总揽全局的能力 。要依托西部各地的党校 、行政学院和有关

高校 ，进行卓有成效的培训 。也可与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联合举办培训

班 、专题研讨班 ，提高其知识水平 。要特别注意在实践中加强对本地年轻干

部的培养和选拔 ，大力吸纳和大胆提拔年轻优秀干部 ，在实践中锻炼和提升

其能力 。中央组织人事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党政领导的培训力度 ，

在东西部公务员对口培训中将党政领导人才培训作为重点 ，逐年扩大培训规

模 ；加大选派西部地区党政领导人才到中央国家机关 、东部地区挂职锻炼的

力度 ；继续开展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的合作 ，实施西

部人才资源出国培训计划 ，着力加强对西部党政领导人才的出国培训 。

在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方面 ，要以提高战略开拓能力和现代化经营

管理水平为核心 ，着力提高他们的战略决策能力 、经营管理能力 、市场竞争

能力和推动企业创新的能力 ，大力培养能够整合生产要素 、利用社会资源和

聚集各类人才创业的高素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 对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培

训 ，西部各级政府关键要做好引导和协调工作 ，出台相关鼓励与优惠政策 ，

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提供便利 。在整合培训资源 ，切实帮助企业高层管

理人员进行各类工商管理培训的同时 ，可以有计划地选送一批企业经理 （厂

长） 和具有一定实践经验 、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高层经营管理人员 ，到国内外

大公司 、大企业或商务基地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中央

有关部门在举办有关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 ，组织出国考察 、进修时 ，要进

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 ，着重考虑西部地区企业发展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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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方面 ，要以提高专业技术人才科技创新能力

为核心 ，依托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 、重点学科 、重点科研基地 ，国际学

术交流和合作项目 ，培养适应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专业技术

人才队伍 。西部各省市区要结合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 ，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实

施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养计划 ，注意加强对计划的监督和管理 ，避免重复

建设 、过度建设和资源浪费 ；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申报各类科技项目或联合

承担重大工程 ，在实践中提升其科研能力 ；以重点工程 、重点项目 、重点研

发基地为依托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重点加强西部地区高新技术园区 、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工作站 、留学人员创业园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等培养高

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平台的建设 。中央有关部门应加大对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

培养和东西部专业技术人员对口支援工作力度 ，在博士后工作站建设 、留学

回国人员择优资助 、举办各类高级研修培训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对象选

拔 、各类科技项目申报等方面 ，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倾斜 ，促进西部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朝着更快更好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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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研究

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 ，是西部人才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认真研

究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及其成效 ，对于进一步完善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

施 ，促进西部地区聚集人才 ，加快西部地区人才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

一 、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综述

西部大开发以来 ，中央及西部省市区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西部人才吸

引政策措施 ，现分述如下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实施的西部地区吸引人才政策措施

１ ．选派优秀干部到西部地区任职或挂职锻炼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 ，国务院下发了 枟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枠 （国发 ［２０００］ ３３号） ，明确提出 “实行人才和智力对口支援” 。 “结合

经济的对口支援 ，确定东西部地区之间人才开发的对口省 （自治区 、直辖

市） 和重点支援项目 。支持东西部地区之间开展科技人才相互挂职交流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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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 ，实行人才 、信息共享 。进一步扩大东西部之间干部交流的规模” ① 。

２００２年 ２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 枟西部地区人才

开发十年规划枠 指出 ： “２００２年到 ２０１０年 ，中央和国家机关 、群众团体以

及直属企事业单位每 ３年选派 ７００名左右优秀局处级干部或专业技术 、经营

管理骨干到西部地区 １０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 、西藏另有安排） 的

市 （地 、州 、盟） 、县 （市 、区 、旗） 挂职或帮助工作 （共 ２１００名） 。” “从

２００２年到 ２０１０年 ，东部地区省 、直辖市每 ３ 年选派 １０００名 （共 ３０００ 名）

优秀厅 （局） 、县 （处） 级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到西部省 、自治区 、直辖

市的市 （地 、州 、盟） 和县 （市 、区 、旗） 挂职和帮助工作” 。 “从 ２００２年

开始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的机关干

部 ，要安排到西部基层单位锻炼 １ － ２ 年” 。② 同年 ５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枟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枠 ，指出 ：

要 “有计划地从中央 、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西

部地区任职或挂职锻炼” 。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中央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 ，出台了 枟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枠 。 枟决定枠 指出要 “进一步加强对西部

和民族地区人才工作的支持 ，完善中央国家机关 、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和民族

地区干部交流机制 ，加大县处级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力度” 。

根据中央的上述政策 ，中央国家机关纷纷出台相关政策 ，加强了向西部

地区选派干部的力度 。 ２００１年 ，中组部印发的 枟关于选派中央和国家机关

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炼的通知枠 （组通字 ［２００１］ ２０号） 提出 ，

派往西部各省区市 （不含新疆 、西藏） 挂职干部的数量 ，每个省 （区 、市）

大体掌握在 １０名左右 ，总数约 １００名 。 ２００１年从中央 、国家机关组织选派

１００名左右省部级后备干部和其他局 、处级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挂职锻

炼 ，挂职时间为两年 。建设部在 枟建设部西部地区建设人才开发工作计划枠

①

②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 ： 枟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 、 规划文件汇编枠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上册 。

胡跃福编 ： 枟人才资源开发战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枠 ，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版 ，第

１８０ － １９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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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办人教 ［２００２］ ３０号） 中提出 ，要按照中组部和人事部要求 ，建设部每

年向西部地区选派博士服务团和讲师团成员 。建设部机关和部直属单位每年

向西部地区选派挂职锻炼干部 １０人左右 。

２ ．实施干部援藏援疆计划

１９８０年 、 １９８４年 、 １９９４年中央三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 ，确立了全国

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都要大力支持西藏建设的指导方针 。 １９９４年 ８ 月 ，中

央颁发了 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枠 ，

作出了全国支援西藏和 １５个省市对口援助西藏的重大决策 。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

中央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出台了 枟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新

世纪初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枠 ，决定把西藏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

之一 ，将对口援藏工作在原定 １０年的基础上再延长 １０年 ，并加大对口援藏

力度 ，扩大对口支援范围 。特别是在 枟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枠 中 ，对

向西藏地区派遣干部 、挂职交流作了明确规定 ，援藏干部的选派 ，坚持 “分

片负责 、对口支援 、定期轮换” 的原则 ，“今后 １０年内 ，每 ３年从中央和国

家机关及东 、中部地区选派 ８００名左右干部进藏工作 （共 ２４００名）” 。据统

计 ，至 ２００４年 ，对口支援西藏的中央部委 、东中部省市区 、中央企业先后

派出援藏干部 ２８９２人 。① 自 ２００４年 ６月开始 ，全国对口援藏工作已进入第

四批 ，８１３名援藏干部积极工作在西藏建设各个领域 ② ，有力地支援了西藏

建设 。

“九五” 期间 ，根据加快新疆发展和维护新疆稳定的需要 ，中央决定从

内地省市和国家机关选派 ２０００名至 ２５００名热爱新疆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

方针 ，正确执行党的民族 、宗教政策的党政领导骨干和专业技术骨干到新疆

工作 。 枟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枠 提出 ，要坚持 “突出重点 、对口支援 、

按需选派 、定期轮换” 的原则 ，“今后 １０年内 ，每 ３年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

东 、中部地区选派 ８００名左右干部进疆工作 （共 ２４００名） 。” ２００３年 ，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枟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干部与人才队伍建

①

②

枟西藏自治区成立 ４０ 年 ：中南海关怀与西藏巨变枠 ，新浪网 http ： ／／www ．sina ．com ．cn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枟全国对口支援西藏的现状枠 ，人民网 ht tp ： ／／www ．pepole ．com ．cn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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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意见枠 （中办发 〔２００３〕 ３２ 号） ，进一步细化了干部援疆工作的政策 ，

并就 “加强和改进援疆工作 ，建立新疆区内外干部与人才交流机制” 提出了

具体要求 。据统计 ，１９９７年 ２月至 ２００５年 ７月 ，中央和东中部地区已向新

疆选派了四批共 １７００ 多名援疆干部 ① ，他们在新疆的改革 、发展和稳定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

３ ．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是由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财政部 、人事部

等联合组织 ，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 ，按照公开招募 、自愿报名 、组织选拔 、集中

派遣的方式 ，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 ，到西部贫困县

的乡镇从事为期 １ － ２年的教育 、卫生 、农技 、 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设和管

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 。团中央 、教育部 、财政部 、人事部专门为参加西

部计划的大学生制定了 ８项优惠政策 ，在生活补贴 、户籍管理 、兼职担任一

定职务 、报考研究生给予加分 、 报考公务员给予优先录用等方面予以优惠 。

同时各高校也纷纷以奖励基金 、考研加分 、减免学费等多种形式鼓励大学生

参加西部建设 。如 ２００５年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就实施 ８个专项行

动 （详见表 ６ － １） 。西部计划实施 ３年来 ，已有 ４万多名应届毕业生成为志

愿者 ，深入西部基层挥洒青春 、建功立业 。

４ ．实施高层次人才智力支援项目

组织 “院士专家西部行” 活动 。由中组部 、国家发改委 、中科院 、中国

社科院等联合组织 。据统计 ，仅 ２００５年 ，中组部等已先后组织了 １００多名

院士专家到贵州 、内蒙古 、宁夏等西部地区开展咨询服务活动 ，受到西部各

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欢迎 。

组织 “留学人员西部行” 活动 。由中央统战部 、中华海外联谊会及欧美

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等海外留学人员团体组织 。该活动的目的是引

导留学生到西部地区实地考察与调研 ，推动海外留学生关注西部 ，尽其所

能 ，为西部地区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

实施 “春晖计划” 西部项目 。为引导更多留学人员投身西部大开发 ，教

① 枟新疆区情介绍 中央和各省市对口支援新疆枠 ， 枟乌鲁木齐晚报枠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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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及时调整 “春晖计划” 的实施重点 ，大力实施 “春晖计划” 西部项目 ，

目前已资助在外留学人员以多种方式支持西部建设的国际旅费 ３１００多万元 ，

立项资助西部合作研究项目 ５６０多项 ，资助科研启动经费 １８００余万元 。①

实施 “博士服务团” 人才支援项目 。团中央和中组部于 １９９９开始组织

实施 。至 ２００４年 ，已有 ５１５名博士服务团成员到西部地区挂职服务 。 （详见

表 ６ － １） 。

表 ６ － １ 　 ２００５年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实施的 ８个专项行动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

西部基层检察院志愿服务行动 到西部计划服务县检察院从事为期 １年 － ２ 年的志愿服务

西部基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行动
到部分西部计划服务县的司法行政机构从事为期 １ 年的法
律援助工作

支教专项行动
到西部地区贫困县的乡镇中小学校从事为期 １ 年 － ２ 年的
教育教学工作

支医专项行动
到西部地区贫困县的乡镇卫生院以及部分县级医院 、 防疫
站开展为期 １ 年 － ２ 年的医疗卫生工作

支农专项行动
到西部地区贫困县的乡镇农业 （林业 、 水利） 技术站从事
为期 １ 年 － ２ 年的农业科技 、 扶贫工作

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专项行动
到西部地区贫困县乡镇的农村青年中心开展 １ 年的建设和
管理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

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
扩大试点工作及农村中小学现代
远程教育工程志愿服务行动

到 １３ 个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扩大试点省的乡
镇 ，配合当地基层党组织和农村中小学开展为期 １ 年的技
术 、 培训工作

“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 志愿服
务行动

到 “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 定点资助的中西部乡镇宣传
文化站和县级宣传文化中心 ，开展为期 １ 年的志愿服务

　 　资料来源 ：枟西部再招八千多志愿者枠 ，枟东方新报枠 ２００５年 ５月 ７日 。

表 ６ － ２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博士服务团人数情况 　 （单位 ：人）

总 　 计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博士服务团 ５１５ 鞍２３ 铑１０６ 妸１１３ :１２６ 觋１４７

　 　资料来源 ：枟半月谈枠 （内部版） ２００４年第 １１期 。

５ ．出台优惠政策帮助西部地区招才引智

① 枟实施教育部 “春晖计划” 支持西部建设枠 ， 枟贵州大学报枠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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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委为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 ，在吸引军转干部 、大中专毕业

生 、留学人员 、国外人才智力等优秀人才到西部地区工作等方面都出台了许

多优惠措施 。 ２００２年 ２月出台的 枟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枠 明确规定 ：

“扩大从军队转业干部和优秀复员战士中选留人才的数量 。转业到西部艰苦

边远地区的干部一般应安排与其军队职务级别相当的领导职务 ，随调配偶和

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和入学 ，住房予以保障 ；对自愿转业到西部地区工作 、德

才表现突出的军队转业干部可提职安排 。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工

作 。对到西部地区工作 ，原籍为东 、中部地区的大中专毕业生 ，可根据本人

意愿将户口迁到工作地区 ，也可迁回原籍 ，由县级以上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

才交流机构提供人事代理服务 ；提倡和引导在外地大中专学校毕业的西部地

区学生返回家乡参加开发建设 。” ２００２ 年 １０月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枟关

于吸引海外留学人员为西部服务 ，支持西部建设有关工作函枠 （教外厅

［２００２］ ３０号） ，提出采取多种措施吸引留学人才为西部服务 。 ２００５ 年人事

部提出采取七项措施支持西部人才大开发 ，着重强调要 “发挥政策调控作

用 ，引导人才向西部流动” 。 外国专家局实施了 “西部引智工程” ，仅 ２００４

年批准西部地区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引智项目 １０５２项 ，资助西部地区

引智专项经费 ４６２６万元 ，为西部地区引进国外人才智力和培养人才作出了

贡献 。

（二） 西部省区市制定实施的吸引人才政策措施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各省区市都十分重视引才引智 ，纷纷列出优惠条

件吸引人才 。

陕西省 ２００４年 ４月制定了 枟陕西省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十五” 规划枠 ，

规定 “十五” 期间 ，建立本省 “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基金” ，用于支持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项目 ，并保证基金的保值增值 。最近 ，又出台了五条吸

引优秀人才来陕创业的优惠政策 ：第一 ，对调入省内的高层次人才 ，由人事

部门推荐联系用人单位 ，迅速办理调动手续 ；第二 ，对要求来陕进行高新技

术攻关和领办 、创办 、租赁企业的高层次人才 ，由政府负责收集 、汇总后 ，

面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 ，提供中介服务 ，人才交流中心办理有关手续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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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引进硕士以上的高层次人才 ，可不受单位编制和职称比例的限制 ，引

进的硕士及 ５０岁以下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 ，准予其配偶 、子女及父母等随

迁户口 ；第四 ，对愿意来陕就业的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人员允许其在全省范

围内先落户 ，后找工作 ；第五 ，对非全日制大学以上学历 ，或者具有中级以

上职称非本科毕业的人才 ，以及省内急需的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其所学专业符

合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由接受单位报人才交流中心批准 ，享受引进同

类人才同等待遇 。

重庆市为吸引更多人才 ，制定并实施了许多优惠措施 。如 枟重庆市引进

人才优惠政策实施细则枠 、 枟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外来投资者和引进

人才的服务工作的意见枠 （渝府发 〔２００１〕 ６１号） 、 枟关于改善高级人才生活

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枠 （渝人发 ［２００１］ ６９号） 、 枟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渝港澳人才交流与合作若干政策的意见枠 （渝府发 〔２００４〕 ８７号） 等 。其

中 ，枟重庆市引进人才优惠政策实施细则枠 于 １９９９年 ８月颁发 ，对引进人才

的重点专业及其主要对象 、引进各类高级人才享受优惠政策 、引进人才资助

经费的标准和程序等做了详细规定 。稍后制定的 枟关于改善高级人才生活待

遇有关问题的通知枠 （渝人发 ［２００１］ ６９号） ，进一步提高了高级人才在住

房 、享受政府津贴 、健康疗养与医疗待遇等方面的优惠标准 。

内蒙古自治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主要包括 枟内蒙古自治区鼓励留学人

员来区工作或以多种方式为区服务若干规定枠 （内政发 ［２００１］ １３４ 号） 、

枟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加快人才流入区建设步伐的意见枠 、 枟内蒙古自治区引进

人才与智力工作暂行办法枠 （内政字 〔２００５〕 ２２０号） 等 。其中 枟内蒙古自

治区关于加快人才流入区建设步伐的意见枠 确定实施 “３３３人才引进工程” ，

“以发展为目标 ，以需求为导向 ，以六大产业集群为重点 ，采取刚性与柔性

两种方式 ，通过长期聘用 、项目指导 、学科牵头 、培养人才等形式 ，在 ２ －

３年内聘请 ３名院士 、 ３０名首席专家 、引进 ３００名高层次人才 ，使之在我区

的重点项目 、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关键岗位发挥作用” 。 枟内蒙古自

治区引进人才与智力工作暂行办法枠 （内政字 〔２００５〕 ２２０号） 主要是为了

鼓励用人单位积极引进各类人才 ，对引进的高新技术产业 、支柱产业 、新兴

产业 、重点工程 、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 、重点科技项目所急需的高级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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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特殊人才 ，在编制 、课题 、科研经费 、特殊岗位

补贴 、薪酬 、专业技术职务评定 、配偶及子女安置 、表彰奖励等方面实行政

策优惠 。

云南省 ２００１年 ４月出台的 枟云南省机关工作人员 、企事业单位管理人

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调配工作暂行规定枠 ，对引进人才做了如下规定 ：“从省外

引进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在云南

联系到用人单位 ，专业对口 、工作急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或具有中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紧缺急需并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员 。引进的重点对象

是紧缺急需失才和高层次人才 。” 并对外地来滇工作人才在工作津贴 、生活

补贴 、科研经费 、人才奖励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 。

甘肃省 ２００５年出台了 枟甘肃省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枠 对引进高层

次人才作出规定 ：对来甘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根据其岗位等情况给予不同待

遇 ，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可兼职从事科研 ，具备资格的可担任研究生导师 ，在

非党政机关工作还可兼职兼薪 ；引进的特聘科技专家和特聘首席教授 ，在聘

任期内除发给工资 、津贴外 ，还可享受政府津贴 ；引进人员由省财政一次性

发放安家补助费 ２万元 ； “柔性” 引进人员 ，每年在甘工作超过 ６ 个月的 ，

一次性发放安家补助费 １万元等 。①

宁夏自治区 ２０００年出台了 枟关于大力引进人才智力的若干规定枠 ，提出

对引进的两院院士 、博士生导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每人每月提供一定金

额的补贴 ，分别提供不同面积的住房 。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科研启动

费 ，对来宁进行科技开发 、技术推广 、成果转让 、投资创办企业的专业技术

人员 ，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税后利润或给予成果转让费 ，也可将科研成果作

价入股 ，参与企业收益分配 ；对同一专业 ３名博士以上或 ２名博士 、 ３名硕

士以上 ，共同研究的重要科研课题 ，符合相应条件和要求的 ，可获得 ３０万

元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或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作为科研经费 。②

①

②

枟甘肃省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枠 ，甘肃人事编制信息网 ， http ： ／／www ．rst ．gansu ．gov ．
cn／ 。

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枙关于大力引进人才智力的若干规

定枛 的通知枠 ，北大法律信息网 ， ht tp ： ／／law ．chinalaw info ．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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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 ２００１年出台了 枟四川省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来川服务办法枠 ，之后

又陆续颁布了 枟关于引进人才工作证管理的暂行办法枠 （川委办 〔２００３〕 ２１

号） ，枟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留学回国人员服务工作的意见枠

（川办发 〔２００５〕 ２８号） 等相关政策措施 ，对引进人才入川发挥了重要作

用 。

广西壮族自治区早在 １９９９年就出台了 枟关于实现广西引进国外智力新

突破的实施意见枠 （桂政办发 ［１９９９］ １１０号） ，２００４年以来又先后出台了

枟关于使用国家外国专家局引进国外人才专项经费管理试行办法枠 、 枟枙广西壮

族自治区居住证枛 制度暂行办法枠 、 枟留学人员来广西工作规定枠 等 ，为推进

广西引才引智发挥了积极作用 。

二 、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实施的成效与问题

（一） 主要成效

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实施以来 ，西部人才聚集能力得到提升 ，人才外

流状况得到减缓 ，人才实力得到加强 。

１ ．人才流出与流入失衡状况明显好转

人才流出大于流入一直是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一道难题 。据统计 ，

自上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西部地区人才流出是流入的两倍以上 。① 西部大开

发战略实施以来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西部人才开发扶持政策 ，西部地区各级

党委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 ，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

策 ，并从提高人才待遇 、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 、完善人才使用机制等方面入

手 ，切实加强人才工作 ，努力改善人才环境 。这些为西部地区引进外地人

才 ，稳住现有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一程度上缓解了西部人才 “孔雀东南

① 枟西部代表 ：西部期待人才 “点石成金”枠 ，人民网 http ： ／／www ．people ．com ．cn／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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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的局面 ，人才流出与流入失衡状况得到明显减缓 ，有的省市区人才流出

与流入的数量已趋于平衡 ，有的甚至出现了人才流入大于流出的状况 。

贵州省对全省 ３４ 个单位的调查显示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０２ 年 ，这些单位共

引进高学历 、高专业技术职称的 “两高” 人才 ４１９人 ，年均引进 １４０人 ；共

流出 ３０５人 ，年均流出 １０１人 ，进大于出 ，总量稳中有升 。相关统计显示 ：

云南省在 ２００２年实现了该省历史上首次 “入超” ———人才流入大于流出 。①

流入人才结构明显改善 ，高职称 、高学历 、带项目创业者明显增加 。

另外 ，在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中 ，大多数被调查者也认为 “西部人才流

失情况较之以前有所减缓” 。在问卷调查中 ，认为西部人才流失情况得到

“有效抑制” 和 “有所减缓” 的占到 ５０ ．５％ ，认为 “有加剧趋势” 的只有

１９ ．２％ 。 （详见表 ６ － ３）

表 ６ － ３ 　近五年西部地区人才流动情况

问卷统计 （一）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认为西部人才流失状况 ： 频数 百分比

得到有效抑制 ４８  ３ ．８ V
有所减缓 ５８９  ４６ ．７ k
基本没变化 ３７８  ３０ ．０ k
有加剧趋势 ２４２  １９ ．２ k
缺失值 ３ 貂０ ．２ V
总 　 计 １２６０ 3１００ ．０

　 　 ２ ．引进人才在数量和素质上均有较大提升

近年来 ，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的实施收到了明显效果 ，西部地区引进

人才的数量大幅增加 ，素质明显提高 。西藏自治区在 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００年间 ，

共引进各类人才 １３７８人 ，而 ２００１年到 ２００５年 ，引进人才中本科以上学历

的就有 ２５７８ 人 ，并从中国科学院引进 １２ 名科技人才进藏工作 。 陕西省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年三年间 ，引进高层次急需专业技术人员 ４７６名 ，其中两院院

士 １４名 ，博士 １９名 ，正高级职称人员 １８５ 名 。云南省 １９９８年以来仅在跨

省的招聘活动中 ，便引进省外高层次人才 １９５１人 。 ２００４年 ，还从北京 、上

① 肖导 ： 枟人才流动的宏观环境不断改善枠 ，决策支持网 ， http ： ／／www ．cndss ．ne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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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等地引进 ６名高层次党政领导人才担任州 、 市主要领导和省级有关部门 、

高校的厅级领导职务 。四川省 “十五” 期间通过多种途径 ，大力引进急需人

才 ，共引进各类人才 ４７ ．９ 万人 ，人才 “洼地” 效应初步显现 。① 其中 ，

２００３年仅成都 、宜宾 、眉山 、绵阳就引进本科以上人才 ７６３６名 ，成都市引

进硕士以上学位的达 ８００多名 ，其中博士学位达 ２７ 名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

大力建设人才小高地 ，通过建立人才引进的 “绿色通道” ，降低人才准入标

准 ，实行 “零门槛” 制度等政策 ，在 ２００４年 ８月至 ２００５年 ８月的一年时间

里 ，全区的小高地共引进博士 １２３名 、博士后 １９名 、博士生导师 ２４名 ，另

外柔性引进高级人才 ２６９名 ，其中 “两院” 院士 １８名 。
③

３ ．引进国 （境） 外人才初见成效

近年来 ，西部地区在利用国 （境） 外智力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 ，并取

得较好效果 。青海省把重点放在以引进智力为主的柔性人才引进方式上 ，近

几年 ，已引进智力项目 ７５ 项 ，聘请美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加拿大 、意

大利等国农业 、化工 、医学 、生物 、食品等领域的专家 ８９人 。云南省自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已引进国外人才智力项目 ２８８项 ，引进国外高层次人

才 ８２名 。陕西省从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２年 ，吸引回国留学人员 １３４８名 ，以各种

灵活方式吸引国外人才智力 ３０９０ 人次 。 “十五” 期间共引进海外留学人员

２０１５名 ，聘请外国专家 ５７６３ 人次 ，执行引智项目 ８１８ 个 。
④ 宁夏回族自治

区在 ２００３年 ，便引进外国专家 ５１人次 ，组织实施专家项目 ３３项 ；组织实

施了 “香港专才” 服务银川活动 ，先后有 ２１ 人次香港专才来银川从事英语

培训 、酒店管理 、资讯科技 、商务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活动 。重庆市近五年

来 ，每年重点引进 ２０ 名左右的留学人员回渝工作或为渝服务 ，已吸引了

１３００名海外留学人员回渝工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９９９年至 ２００４ 年 ，共

①

②

③

④

枟四川 ５ 年引进人才 ４７ ．９ 万枠 ， 枟成都日报枠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枟四川省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枠 ，中国辽宁海外学子创业工程网 http ： ／／www ．ocs － ln ．

gov ．cn／ 。
枟筑凤巢精英汇八桂 广西人才小高地建设一周年札记枠 ，广西科技信息网 ht tp ： ／／www ．gx唱

sti ．net ／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 。

枟陕西打造 “中西部人才高地” 引进逾两千名海归枠 ，中国求职指南网 http ： ／／www ．hao８６ ．

com ／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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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外国专家 ９４２０人 。内蒙古自治区近年来共引进外国经济科教文卫体等

各类专家 ８８０多人次 。 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共引进国外人才项目

２９４项 ，聘请外国专家 １０７９人次来黔帮助和指导工作 。

（二） 存在的问题

１ ．对本地 、本土高校毕业生吸引力较弱

受多种因素影响 ，西部地区还难以受到高校毕业生的青睐 ，本土高校毕

业生特别是高学历研究生回归率普遍较低 。陕西省虽然出现 “入大于出” 的

人才回流现象 ，但优秀高校毕业生还是很难留住 ，２００４年毕业的 ４６００多名

硕士学位以上的研究生 ，有 ８０％ 择业到了东部 。甘肃省每年在外地高校学

习的非师范类毕业生的回归率只有 ４０％ ，甘肃农业大学培养的 ２７名畜牧业

硕士研究生现已全部调走 。① 广西自治区每年考取区外大学 ，特别是重点大

学的理工科毕业生回归率普遍在 ５０％ 以下 。在宁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每年

有 １ ．７万人左右 ，除本地的公务员 、事业单位 、学校和一些企业能消化数千

名外 ，其他的大多数毕业生都流入到外省 ，而宁夏奇缺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又难以引进 ，２００５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打算引进 ２０多名博士 ，但最后

只来了 ２名 。新疆每年到内地就读的大学生约有 １万人 ，但毕业后能够返回

新疆工作的不足 ５０％ ，回来的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学生以及一些长线专业的

毕业生 ，紧缺专业的学生寥寥无几 。②

２ ．引进的人才稳定性不高

西部大开发以来 ，在中央的指导和扶持下 ，西部地区通过各方面努力 ，

人才吸引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引进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但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 ，部分地区引进的人才并不能长期扎根或服务于西部 ，引进的人才稳定

性不高 ，主要表现在 ：一是中央国家机关 、中东部地区开展的干部援藏援疆

及人才对口支援工作一般都有一定的服务期限 ，大多数服务期限到后就回到

①

②

枟聚焦西部人才流失 ：吸引外来人才用好现有人才枠 新华网 ht tp ： ／／www ．xinhuanet ．com ／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枟西部省区如何扭转人才流动 “顺差” ？枠 ，新华网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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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原单位工作 ；二是有些是怀着抱负与激情只身去西部地区的 ，当这种激

情过后 ，有的又会回到原籍工作 ；三是有的是冲着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去

的 ，当遇到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愿意提供更为优惠的机会后 ，便会 “另谋高

就” ；四是部分引进人才感到专业不对口 ，难以施展才华 ，或无法适应西部

地区的人才管理机制和环境条件 ，进来后又流向了外地 。

３ ．部分地区人才进出失衡形势依然严峻

虽然近年来通过中央和西部地区自身的努力 ，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部分省市区的人才流进与人才流出失衡现象仍然严峻 。

２００５年甘肃省对全省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 ，其中

１３３家科研单位近五年共调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４９８６人 ，调入 ３０５４人 ，流

进流出比为 １ ∶１ ．６３ ；３３户国有企业近五年共外流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

人员 ２１２０人 ，其中不乏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和高层次经营管理

人员 ，这些外流的人才 ，大多数流向了北京 、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①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３年青海省外流各类人才 ２６４６人 ，而同期引进的人才只有 ６７１人 ，

流出和流入比为 ４ ∶１ 。②

另据本课题组问卷调查 ，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近五年来西部地区仍然是

人才流出大于流入 ，西部地区人才流进流出状况仍不容乐观 。在问卷调查

中 ，认为西部人才 “流出大于流入” 的占到 ７１ ．０％ ，认为 “流入大于流出”

和 “基本持平” 的分别只有 ９ ．８％ 和 １８ ．９％ 。 （详见表 ４）

表 ４ 　近五年西部地区人才流动情况问卷
统计 （二）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认为流动情况 ： 频数 百分比 流失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流入大于流出 １２４ `９ ．８ 谮得到有效抑制 ４８  ３ ．８ 殮
流出大于流入 ８９５ `７１ ．０ 镲有所减缓 ５８９  ４６ ．７

①

②

枟西部省区如何扭转人才流动 “顺差” ？枠 ，新华网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

黄欢 ： 枟人才流失 ：西部不可承受之 “痛”枠 ， 枟中国人才枠 ２００５年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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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认为流动情况 ： 频数 百分比 流失情况 频数 百分比

基本持平 ２３８ `１８ ．９ 镲基本没变化 ３７８  ３０ ．０ �
缺失值 ３ 7０ ．２ 谮有加剧趋势 ２４２  １９ ．２ �

缺失值 ３ 鼢０ ．２ 殮
总计 １２６０ u１００ ．０  总计 １２６０ 5１００ ．０

　 　 ４ ．中青年骨干人才外流比较严重

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地区人才外流现象从整体上已经有所缓解 ，但中

青年骨干人才流失现象仍比较严重 。甘肃省近年来流出专业技术人员 １ ．３万

人 ，７０％ 以上为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教学骨干 ；在兰州大学 ，教师每年都要

走上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其中有院士 ，有博士生导师 ，有发展前景看好的中

青年教学科研骨干 ，兰州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张志良教授从 １９５５年

来到兰州后就一直在这块土地上 ，但他培养的十多名博士生却一个也没有能

够留下来 ①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２００４ 年共引进高层次人才 ９４ 人 ，流出却有

１４８人 。宁夏自治区近年来流失的人才中 ，８０％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其中包

括一大批全区有名的专家 、学者 、文化名人 ；某大学近年来流失的 ５９ 名人

才中 ，教学骨干 、学科带头人占大多数 ；某铸造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流失的

４０名人才中 ，８０％ 以上都是关键生产岗位上的优秀人才 ；在流失的人才中 ，

４５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 ６７％ 。② 云南省 ２０００年以来 ，省级机关

事业单位就有 ９２６名专技人员调往东部 ，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 ３０人 ，硕士

学位的 ７３人 ，拥有高级职称的 １０４人 。

三 、关于完善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的思考

为增强西部地区对人才吸引力 ，促进西部地区更好地吸引人才 、聚集人

才 ，西部地区除了要更新人才观念 、增加人才投入 、创新人才机制等以外 ，

①

②

枟人才流失 ，西部永远的痛枠 ，新华网 ht tp ： ／／www ．xinhuanet ．com ／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

枟西部地区人才流失有三个特点枠 ，新华网 http ： ／／www ．xinhuanet ．com ／ ，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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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进一步完善人才吸引政策措施 ，具体来说 ，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

（一） 保持吸引政策措施的延续性

西部地区的人才吸引政策措施由来已久 ，其中绝大部分是经过实践检验

的有效措施 ，应当继续积极地实施 ，以保持政策措施的延续性 。

１ ．保持政策措施制定的延续性

一是保持政策在立 、改 、废全过程中的延续性 。好的人才政策措施应当

继续保持并执行 ，如从东中部地区派遣人才支教 、支医等支边措施 ，效果较

好 ，应当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目前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专家院

士西部行 、博士服务团等项目深受西部地区欢迎 ，应当加以延续并适当增加

人数和批次 。同时在政策的改和废的环节上 ，要特别注意保持政策的延续

性 ，新政策与原政策 、大政策与小政策在方向上 、力度上要保持延续性 、一

致性 。二是保持政策措施在新情况新形势下的延续性 。面对新情况新形势 ，

要根据实际需要 ，结合原有政策 ，制定出既符合新形势要求又具有继承性的

政策措施 ，以确保各项人才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

２ ．保持政策措施实施的延续性

一是领导班子变了政策措施不能变 。每届政府 、党政机关 、各企事业单

位都存在领导班子的交替问题 ，各项人才政策措施不能因为领导班子的换届

而影响执行 。只要政策措施是行之有效的 ，无论领导班子是否换届 、企事业

单位领导是否变化 ，都必须坚持贯彻执行 。二是与局部存在某些矛盾的也要

执行 。在人才吸引工作中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各种政策措施难以完全吻

合 、达到一致 ，甚至有的政策措施与某些地区 、部门 、行业 、单位的局部利

益存在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全局也要坚持执行 。三是眼前有困难的要

创造条件执行 。政策措施的落实需要人力 、物力等各生产要素的结合 ，各工

作环节的协调和衔接 。由于西部地区财力紧张 ，人力物力有限 ，在人才吸引

工作中会出现各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也要克服困难 ，尽可能地争取上级

支持 ，创造条件坚持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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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强吸引政策措施的针对性

西部各省市区的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和人才结构各不相同 ，决定了各地

所要引进人才的类型 、层次各不相同 。

１ ．增强吸引人才的专业针对性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经济类型 、产业结构 、特色产业以及现有的人才结

构等各不相同 ，因此所需吸引的专业人才重点也不尽相同 。西部省市要结合

本地的资源特点 、产业特色 ，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 ，制定本地经济发展

需要的专业人才吸引政策 。既要有吸引各类人才的一般政策 ，也要有吸引不

同专业人才的重点政策 。不要片面追求高新技术人才 ，不要不顾专业盲目引

进 ，以免导致引进人才因专业不合而闲置浪费或流失 。

２ ．增强吸引人才的能级层次针对性

西部地区在人才引进政策上要对引进人才的能级层次做出符合实际的要

求 。要根据本地区 、本部门 、本单位的实际情况 ，引进需要的适合的人才 。

因此 ，在政策制定上要体现引进人才的能级层次针对性 ，给予不同能级层次

人才以不同的优惠政策和待遇条件 ，这样不仅能引进到需要的人才 ，又能减

轻财政压力 。既要有吸引所有的人才的一般性政策 ，又要有吸引适当能级层

次的重点政策 ，不要片面追求高层次 、高学历人才 ，以免造成人才浪费和人

才成本的增加 。

３ ．加大对本土高校毕业生和中青骨干人才的吸引力度

西部地区应当把吸引本土高校毕业生和中青骨干人才作为人才吸引的重

中之重 。本土高校毕业生有三大类型 ，一是在东中部以及国外高校学习的西

部籍高校毕业生 ，二是在西部本地高校学习的西部籍高校毕业生 ，三是在西

部本地高校学习的非西部籍高校毕业生 。相对而言 ，本土高校毕业生特别西

部籍高校毕业生天生具有对西部的深厚情感 ，具有较强的适应西部较差条件

的生存发展能力 ，具有回报西部 、改变西部的强烈愿望 ，因此 ，在总体条件

相对较差的情况下 ，把吸引本土高校毕业生作为人才吸引的重点 ，无疑是一

项比较实际的战略选择 。中青骨干人才 ，是西部各项事业发展的中坚 ，也是

当前西部流失的最主要的人才群体 。把吸引中青骨干人才这一既重要又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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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节作为工作的重点 ，对于改变西部吸引人才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作用 。

吸引西部本土高校毕业生和中青骨干人才的关键 ，是要出台切实优惠的人才

吸引政策 ，同时还要重视人才吸引与稳定政策措施的结合 ，要积极创造条

件 ，为他们展示才华 、实现理想提供更多机会 。

（三） 体现吸引政策的特殊性

西部地区共有 １２个省市区 ，各自情况千差万别 ，因此 ，人才吸引政策

措施也应当各具特色 ，体现特殊性 。

１ ．体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

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集居区 ，特别是有五个民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民

族文化丰富 、民族特色鲜明 ，西部各地区又有各自的个性民族文化和独特的

风俗习惯 ，因此 ，人才吸引政策应充分考虑民族特色 ，体现其个性民族文

化 。同时 ，也要发挥中央对民族地区人才工作的重大支持作用 ，加大对民族

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 ，多给特殊政策 ，尤其要进一步加大对西藏自治区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才支持力度 。

２ ．体现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西部地区十二个省市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财政实力 、产业重点 、行业特

点等差别较大 。重庆市 、四川省属西部经济较发达地区 ，接近甚至超过中部

的某些省份 ；而西藏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２００３年） 之和不足四川省的五分之一 。西部各地区经济状况的差异性决定

了各自的人才吸引政策的力度 、方向和重点 ，直接影响到引进人才的数量 、

类型 、结构 、能级等 ，因此 ，在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自身的经济

状况 ，不要一刀切和盲目跟从 。

（四） 突出吸引政策措施的实效性

完善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的重点应当放在政策措施的实效性上 。具体

来说 ，主要是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１ ．加强政策措施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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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才吸引政策措施的宣传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和基础 。在宣传途

径上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 、人才交流会 、人才招聘会等 ，加强对人才吸引

政策的宣传 ，为人才吸引政策造势 ，使其深入人心 ，扩大政策的社会影响 ；

在宣传范围上 ，不仅要加大对内的宣传 ，而且还要加强对省外甚至是海外的

宣传 ；在宣传内容上 ，不仅要加强人才吸引政策本身的宣传 ，而且还要加强

一些单位 、地区人才吸引政策良好效果的宣传 。

２ ．加强政策措施的执行监督和效果评估

政策措施的执行需要完善的监督机制来保证 ，政策措施本身和政策措施

执行怎样需要科学评估才能衡量 。因此 ，要建立健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的监

督检查机制和效果评估机制 。 一是要明确政策职能部门的职责 ，科学分工 ，

并制定相应的绩效标准 ，形成职能部门和人员职责分明的责任体系 。二是要

加强人才工作队伍建设 ，提高人才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程度 。三

是要建立健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 。明确人才吸引政

策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主体 ，界定监督检查的范围与职责 ，制定人才吸

引政策措施执行主体的考核评价体系 。四是加强人才吸引政策措施实施效果

的跟踪调查和评估 ，促进人才吸引政策措施运行更科学 、更有效 。对一些落

实情况和实施效果较好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 ；对那些效果不够

理想的政策措施 ，要分析原因 ，及时完善 。

３ ．加强政策措施的完善和创新

西部人才吸引政策措施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完善和修订 ，并要不

断推进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在政策内容上 ，要拓展到党政人才 、专业技术人

才 、经营管理人才 、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等各类人才 。在政策形式上 ，

要更加丰富 ，可采取灵活多样的人才吸引政策措施 ，不拘一格引才引智 。按

照 “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的原则 ，鼓励以短期服务 、承担委托项目 、合作

研究 、技术入股 、承包经营 、人才租赁等方式灵活引进国内外人才智力 。把

招商引资与引才引智捆绑进行运作 ，以项目吸引人才 ，以项目带来人才 。要

运用现代通信手段和网络技术等远程服务手段 ，使东部等地区的人才智力为

西部所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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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问卷

调查分析 　 　

一 、调查目的与调查分析方法

为了全面 、系统 、客观地了解西部大开发以来 ，我国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的实施状况 ，本课题组在认真进行文献调研 、数据统计 、座谈研讨 、实地考

察和专家访谈的基础上 ，专门开展了一次较为深入的问卷调查工作 。

本次问卷调查工作自 ２００５年 ９月起至 ２００６年 １月结束 ，历时 ４ 个月 ，

大体分为调查问卷设计 、进行问卷调查与数据统计分析三个阶段 。调查问卷

分党政机关卷和企事业单位卷两种 ，两问卷有部分题目交叉 ，其中党政机关

卷主要调查对象为西部党政机关的行政工作人员 ，企事业单位卷主要调查对

象为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经营管理人员和技能人才 。在国务院西部

办人才开发与法规组 、西部有关省市区委组织部 、人事厅 、社科院相关处室

以及云南省昆明市委组织部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白云区政府 、湖南省湘西

自治州人事局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西部办的大力支持下 ，共发出调查问卷

２２０７份 ，收回 １２６０份 ，回收率为 ５７ ．１％ ，获得有效数据 ８ 万多个 。其中 ，

发出党政机关卷 ８９０ 份 ，收回 ４５４ 份 ，回收率为 ５１％ ，获得有效数据 ２ ．９

万多个 ；发出企事业单位卷 １３１７份 ，收回 ８０６份 ，回收率为 ６１ ．２％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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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数据 ５ ．１万多个 。本次调查样本覆盖了西部 １２ 个省市区 、新疆建设兵

团以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吉林

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调查对象其他要素的分布比例也基本符合西部地区人

才政策措施受益者的整体情况 （详见表 １ 、表 ２） ，因此 ，对其统计结果进行

分析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我们运用最新的 SPSS 社会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
行量化分析 ，以期反映西部地区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现状 ，并对相关因

素和人才政策措施的完善建议作了初步探讨 。

表 ７ － １ 　党政机关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分布比例 （N ＝ ４５４）

变量 具体指标 ％ 变量 具体指标 ％

行政职务

文化程度

年龄结构

厅级

处级

科级

一般干部

硕士

本科

专科

中专 、 高中及以下

缺失值

３０ 岁以下

３１ － ４０ 岁

４１ － ５０ 岁

５０ 岁以上

缺失值

３ ．３ 谮
４４ ．１ 镲
４１ ．９ 镲
１０ ．８ 镲
１０ ．８ 镲
６５ ．６ 镲
１８ ．９ 镲
３ ．７ 谮
０ ．９ 谮
７ ．０ 谮
４１ ．２ 镲
３７ ．９ 镲
１３ ．４ 镲
０ ．４ 谮

工作地区

新疆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

青海

四川

重庆

贵州

广西

云南

西藏

延边

恩施

湘西

９ ．９ 殮
６ ．６ 殮
２ ．９ 殮
１０ ．８ �
１１ ．２ �
７ ．９ 殮
３ ．７ 殮
５ ．１ 殮
７ ．７ 殮
１０ ．８ �
７ ．０ 殮
７ ．３ 殮
．２ 唵

４ ．２ 殮
４ ．６

表 ７ － ２ 　企事业单位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的分布比例 （N ＝ ８０６）

变量 具体指标 ％ 变量 具体指标 ％

单位性质

学校 １６ ．０ 镲
医疗机构 １６ ．３ 镲
科研院所 ３３ ．１ 镲
企业 １９ ．９ 镲
其他 １４ ．８ 镲

税前月

收入

１０００ 元以下 １３ H． ５

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０ 元 ５９ H． ９

２００１ － ３０００ 元 １７ H． ４

３００１ － ４０００ 元 ７ 4． １

４００１ － ５０００ 元 ０ 4． ９

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１ 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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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变量 具体指标 ％ 变量 具体指标 ％

人员类型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文化程度

年龄结构

专业技术人员 ５４ ．１ 镲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１３ ．６ 镲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２９ ．２

高级技师 、 技师
或高级工

３ ．１

单位领导 １８ ．６ 镲
中层干部 ４０ ．８ 镲
无 ４０ ．６ 镲

高级职称 ３０ ．５ 镲
中级职称 ３６ ．７ 镲
初级职称 １９ ．７ 镲
无 １３ ．０ 镲

研究生 １３ ．８ 镲
本科 ５２ ．７ 镲
大专 ２３ ．８ 镲

中专 、 高中及以下 ９ ．７ 谮
３０ 岁以下 １５ ．９ 镲
３１ － ４０ 岁 ３６ ．２ 镲
４１ － ５０ 岁 ３３ ．９ 镲
５０ 岁以上 １４ ．０

工作地区

新疆 ６ ．７ 殮
甘肃 ４ ．８ 殮
宁夏 ４ ．８

内蒙古 ８ ．２

陕西 １２ ．９ �
青海 ９ ．７ 殮
四川 ５ ．８ 殮
重庆 ２ ．６ 殮
贵州 ９ ．１ 殮
广西 １０ ．２ �
云南 ４ ．３ 殮
西藏 ９ ．８ 殮
延边 １ ．２ 殮
恩施 ５ ．３ 殮
湘西 ４ ．５ 殮

二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情况

（一）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设计情况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体系 ，是西部人才开发的依据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 ，

西部人才资源开发政策措施体系基本形成了以中央政府为主导 、以西部各省

市为主体 、辅以东中部省市政策援助的网络体系 。

１ ．西部各类人才政策措施的完善程度

在西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 ，认为现行西部人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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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中比较完善的是选拔任用政策和培养政策 ，分别占调查对象总数的

３４ ．４％ 和 ３３ ．３％ 。最弱是激励政策 ，高居相对偏弱各选项榜首 ，占总频次

的 ５４ ．６％ 。

表 ７ － ３ 　关于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完善情况的调查 （N ＝ ４５４）

具体政策 实施较完善的频次 ％ 相对偏弱的频次 ％

培养政策 １５１  ３３ ．３ 煙１１８  ２６ ．０ �
选拔任用政策 １５６  ３４ ．４ 煙１２０  ２６ ．４ �
流动政策 ５６ 铑１２ ．３ 煙１０２  ２２ ．５ �
引进政策 １１５  ２５ ．３ 煙１１８  ２６ ．０ �
激励政策 ４９ 铑１０ ．８ 煙２４８  ５４ ．６ �
说不清 １０９  ２４ ．０ 煙３２ �７ ．０

　 　 ２ ．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惠及面

在西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的调查表明 ，有 ４４ ．３％ 的被调查者认

为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惠及现基本涵盖了各级各类人才 ，并有 １ ．５％ 的人认

为 “很好地涵盖” 。但总体上说 ，涵盖面还很不够 ，有待进一步加强 。

表 ７ － ４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惠及面是否涵盖各级
各类人才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涵盖情况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缺失值 １ 儋０ ．２ b０ ．２ 侣
很好地涵盖 ７ 儋１ ．５ b１ ．８ 侣
基本涵盖 ２０１  ４４ ．３ w４６ ．０ 鬃
没有涵盖 １９９  ４３ ．８ w８９ ．９ 鬃
说不清 ４６ 铑１０ ．１ w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４５４  １００ ．０

　 　 ３ ．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和民族人才政策措施的设计力度

对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设计力度以及对西部地区民族人才政策措施

的设计力度 ，看法基本一致 ，６５ ．９％ 和 ５１ ．１％ 的认为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和

西部地区民族政策措施的力度为 “一般” ；只有 ２０ ．５％ 和 ３５ ．０％ 的人认为力

度为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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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 １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 （N ＝ ４５４）

４ ．对各层级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满意度

在被调查的西部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 ，对现行各层级西部人才政策措

施的看法为 ：对国家层级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比较满意 ，占总数的 ５０ ．０％ ；

对西部省市区和东中部省市政策措施的满意度基本一致 ，分别为 ２６ ．０％ 和

２３ ．１％ 。

表 ７ － ５ 　对各层级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满意度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政策层级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缺失值 ４ 貂０ ．９ Ζ０ ．９ .
国家层级 ２２７  ５０ ．０ 换５０ ．９ C
西部省市区 １１８  ２６ ．０ 换７６ ．９ C

东中部省市的支援政策 １０５  ２３ ．１ 换１００ 耨． ０

总计 ４５４  １００ ．０

　 　 ５ ．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设计的总体评价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设计 ，总体上是比较合理的 。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两份调查问卷上 ，只有 ８ ．３％ 的被调查者认为西部人才政策 “较差” ，

５９ ．０％ 认为 “一般” ，有 ２９ ．４％ 的认为 “较好” ，并有 ３ ．１％ 的认为 “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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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 ２ 　对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总体评价 （N ＝ １２６０）

（二）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情况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情况直接关系到人才资源开发成效 。自西部大

开发以来 ，从中央到地方 、从西部到东中部 ，都十分重视对西部人才资源的

开发 ，积极推行各项政策措施 ，特别是西部各省市区尽可能地用好用足国家

及东中部地区的各项优惠或援助政策 ，促进了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状况以及人

才的生活 、工作 、成长环境的改善 ；但在某些地区或领域 ，由于对西部人才

政策的执行力度不足 ，政策落实不到位 ，实施效果欠佳 ，有待进一步加强 。

１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宣传情况

通过调查 ，我们了解到 ，西部人才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了解途径主要

是通过媒体 （电视 、广播 、报刊） 以及组织人事部门的宣传 ，这两个方面所

占比例分别为 ４７ ．８％ 和 ３５ ．４％ ，通过网络的只有 １２ ．４％ ，通过其他途径有

４ ．５％ 。

表 ７ － ６ 　人们了解人才政策措施的途径 （N ＝ ８０６） 　 （单位 ：次 、 ％ ）

了解途径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电视 、 广播 、 报刊 ３８５  ４７ ．８ w４７ ．８ 鬃
组织人事部门的宣传 ２８５  ３５ ．４ w８３ ．１ 鬃

网络 １００  １２ ．４ w９５ ．５ 鬃
其他 ３６ 铑４ ．５ b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８０６  １００ ．０ 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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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已经实施了五年有余 ，但宣传还远远不够 。在调查中

发现 ，人们对于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了解程度不高 ，只有 ５０％ 的被调查者

对人才政策措施 “比较了解” 或 “很了解” ，而仍有 ５０％ 的还 “不太了解”

或者 “不了解” 。这种现象说明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宣传任务依旧十分繁重 ，

要尽可能地利用现有各种手段和现代信息传输技术 ，使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深

入人心 ，为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

表 ７ － ７ 　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了解程度 （N ＝ ８０６） 　 （单位 ：次 、％ ）

了解程度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了解 ２６ 铑３ ．２ b３ ．２ 侣
比较了解 ３８３  ４７ ．５ w５０ ．７ 鬃
不太了解 ３６８  ４５ ．７ w９６ ．４ 鬃
不了解 ２９ 铑３ ．６ b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８０６  １００ ．０ 媼

　 　 ２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执行情况

（１） 分类人才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

通过对分类政策措施 “执行比较到位” 和 “执行不到位” 情况的综合调

查了解到 ，在西部的分类人才政策中 ，执行比较到位的为培养政策 、选拔任

用政策 ，比较欠缺的是激励政策 。

表 ７ － ８ 　各类人才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具体政策措施 比较到位的频次 百分比 还不到位的频次 百分比

培养政策 １５４  ３３ ．９ 煙１０５  ２３ ．１ �
选拔任用政策 １３８  ３０ ．４ 煙１２９  ２８ ．４ �
流动政策 ６９ 铑１５ ．２ 煙１０１  ２２ ．２ �
引进政策 １１３  ２４ ．９ 煙１１０  ２４ ．２ �
激励政策 ４５ 铑９ ．９ 妸２２６  ４９ ．８ �
说不清 ９２ 铑２０ ．３ 煙４４ �９ ．７

　 　 （２）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总体执行情况

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总体执行情况 ，党政机关的被调查者有 ５３ ．１％ 的

人认为 “一般” ，３９ ．５％ 的人认为 “基本满意” ，认为 “不太满意” 的只占

５ ．０％ ；而企事业单位的被调查则有 ７１ ．０％ 的人认为只有 “部分到位” ，

２２ ．２％ 的人认为 “执行不到位” ，只有 ６ ．８的认为 “执行到位” 。这反映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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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同人才对西部人才政策执行情况的不同感受和看法 。

表 ７ － ９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总体执行情况 （N ＝ ４５４／８０６） 　 （单位 ：次 、％ ）

变 　 　 量 具体指标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党政机关

很满意 １０  ２ ．２ Ζ２ ．２ .
基本满意 １７９  ３９ ．４ 换４１ ．６ C
一般 ２４４  ５３ ．７ 换９５ ．３ C

不太满意 ２０  ４ ．４ Ζ９９ ．７ C
缺失值 １ 貂０ ．２ Ζ１００ ．０ W
总计 ４５４  １００ ．０

企事业单位

执行到位 ５４  ６ ．７ Ζ６ ．７ .
部分到位 ５７４  ７１ ．２ 换７７ ．９ C
执行不到位 １７８  ２２ ．１ 换１００ ．０ W
总计 ８０６  １００ ．０ 舷

　 　上述分析表明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的总体情况较好 ，但仍然存在一

些执行不到位和不太满意的方面 。

３ ．西部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

（１） 在改善西部人才资源状况方面

近五年来 ，国家机关 、西部各省市区以及东中部地区西部人才政策措施

的实施对改善西部人才资源状况产生了积极作用 。从两份调查问卷的统计结

果看 ，有 ９０％ 以上的人员认为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或多或少地改善了

西部人才资源状况 ，认为 “没有改善” 的只占总数的 ５ ．２％ 。

表 ７ － １０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对西部人才资源状况的

改善程度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改善程度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很大改善 ４６ 铑３ ．７ b３ ．７ 侣
有所改善 ６０５  ４８ ．０ w５１ ．７ 鬃
不太明显 ５４４  ４３ ．２ w９４ ．８ 鬃
没有改善 ６５ 铑５ ．２ b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２） 在改善西部人才的工作生活条件方面

对于国家和西部以及东中部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不论作用的明

显程度如何 ，有 ９５％ 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西部人才的工作生活条件得到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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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而认为 “没有改善” 的只占 ４ ．８％ 。

表 ７ － １１ 　近五年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对改善西部
人才生活 、工作条件的作用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改善程度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很大改善 ４５ 铑３ ．６ b３ ．６ 侣
有所改善 ５５５  ４４ ．０ w４７ ．６ 鬃
不太明显 ５９７  ４７ ．４ w９５ ．０ 鬃
没有改善 ６１ 铑４ ．８ b９９ ．８ 鬃
缺失值 ２ 儋０ ．２ b１００ ．０ 腚
总 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近年来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 ，不仅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部人才的

工作生活条件 ，同时也较好地调动了西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调

查的情况上看 ，党政机关被调查者中有 ７１ ．８％ 的人员认为现行的西部人才

政策对调动人才工作的积极性 “很有作用” 或 “有一定的作用” ，只有１ ．８％

的人员认为 “没有作用” ；在企事业单位被调查者中也有 ３３ ．１％ 的人员认为

现行的西部人才激励政策对调动人才积极性的作用 “很大” 或 “比较大” ，

认为 “没有什么作用” 的人员只有 ７ ．４％ 。

表 ７ － １２ 　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对调动人才积极性
的作用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作用情况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有作用 １２ 铑２ ．６ b２ ．６ 侣
有一定作用 ３１４  ６９ ．２ w７１ ．８ 鬃
作用很小 １１９  ２６ ．２ w９８ ．０ 鬃
没有作用 ８ 儋１ ．８ b９９ ．８ 鬃
缺失值 １ 儋０ ．２ b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４５４  １００ ．０ 媼

表 ７ － １３ 　现行西部人才激励政策的实施对调动人才积极性的
作用 （N ＝ ８０６） 　 （单位 ：次 、％ ）

作用情况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大 ２４ 铑３ ．０ b３ ．０ 侣
比较大 ２４３  ３０ ．１ w３３ ．１



l156　　

（续 　 表）

作用情况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作用不太明显 ４７９  ５９ ．４ w９２ ．６ 鬃
没什么作用 ６０ 铑７ ．４ b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８０６  １００ ．０ 媼

　 　 （３） 在人才流动方面

人才资源的流动情况 ，是反映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指

标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 ，自实施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以来 ，西部人才流失情况

较之以前有所减缓 ，但 “出多入少 、高出低进” 现象没有得到很好扭转 。调

查显示 ，认为人才流失情况得到 “有效抑制” 和 “有所减缓” 的有５０ ．５％ ，

认为 “有加剧趋势” 的只有 １９ ．２％ 。西部人才 “流出大于流入” 的被调查

者有 ７１ ．０％ ，认为 “流入大于流出” 和 “基本持平” 的分别只为 ９ ．８％ 和

１８ ．９％ 。

表 ７ － １４ 　近五年西部地区人才流动情况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流动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流失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流入大于流出 １２４ *９ ．８ 谮得到有效抑制 ４８ 种３ ．８ 殮
流出大于流入 ８９５ *７１ ．０ 镲有所减缓 ５８９ 觋４６ ．７ �
基本持平 ２３８ *１８ ．９ 镲基本没变化 ３７８ 觋３０ ．０ �
缺失值 ３  ０ ．２ 谮有加剧趋势 ２４２ 觋１９ ．２ �

缺失值 ３ 亮０ ．２ 殮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在引进和流出的人才能级和年龄结构方面 。有 ５２ ．２％ 的被调查者认为

西部引进的主要是初 、中级人才 ，而流出的绝大多数是高级 、骨干人才 （见

表 １５） 。这说明 ，挽留高级 、 骨干人才仍是目前西部人才工作的难点和重

点 。在年龄方面 ，６８ ．９％ 的被调查者认为流出的都是年龄在 ３１ － ４５岁之间

年富力强的人才群体 ，这部分人才正是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掌握了一定技能

的人才 ，也是当前西部建设的主力军 ；而引进的人才年龄绝大多数在 ３０岁

以下 ，这部分人中许多是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才 ，需要进行大量的教育培

训和社会实践锻炼 。同时 ，调查表明 ，有高达 ６６ ．７％ 的被调查者认为西部

人才队伍中最不稳定的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见表 １６） ，这是西部地区人才

资源开发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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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 １４ 　近五年西部地区人才流动情况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变 　 量
引进人才结构 流出人才结构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层级

高级 、 骨干人才较多 ２０９  １６ ．６ A７７９ H６１ ．８ y
中级人才较多 ６５８  ５２ ．２ A４０８ H３２ ．４ y
初级人才较多 ３７７  ２９ ．９ A６３ 4５ ．０ ．８ 崓
缺失值 １６ �１ ．３ ,１０ 4０ ．８ d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U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年龄

３０ 岁以下的人才较多 ５３０  ４２ ．１ A２９８ H２３ ．７ y
３１ 至 ４４ 岁的人才较多 ６２１  ４９ ．３ A８６８ H６８ ．９ y
４５ 岁以上的人才较多 ８７ �６ ．９ ,８２ 4６ ．５ d

缺失值 ２２ �１ ．７ ,１２ 4１ ．０ d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U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表 ７ － １６ 　西部人才队伍不稳定情况比较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人才类型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公务员 ４７ �３ ．７  ３ ．７ �
专业技术人才 ８４０  ６６ ．７  ７０ ．４  
经营管理人才 １５２  １２ ．１  ８２ ．５  

事业单位管理人才 ５０ �４ ．０  ８６ ．５  
技能人才 １２５  ９ ．９  ９６ ．４  

农村实用人才 ３７ �２ ．９  ９９ ．３  
缺失值 ９ 珑０ ．７  １００ ．０ !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

　 　 （４） 在教育培训方面

近年来 ，西部各省市区紧紧结合本地人才队伍建设实际 ，充分利用各种

教育培训资源 ，加强了人才的教育培训工作 ，提升人才素质水平 。中央国家

机关和东中部省市按照中央部署 ，积极发挥各自优势 ，帮助西部地区培养各

类人才 ，取得一定效果 。通过调查了解到 ，有 ９０％ 以上的被调查者 ，在近

五年内都经常参加或偶尔参加过单位组织的各类业务或专业培训 （见表

１７） 。从西部地区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效果的调查看 ，有 ５２ ．７％ 的被调查者认

为继续教育培训中学到的东西全部或大部分都可以应用到工作中去 ，而有

３７ ．２％ 的认为部分可以应用到工作中 。当然 ，也有 １０ ．１％ 的认为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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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内容和实际工作关系不大 （见表 １８） 。因此 ，要结合西部实际 ，切实

加强继续教育培训的学科设置和内容选择 ，使继续教育培训与西部人才的工

作实际相符合 ，做到 “学有所用” 。

表 ７ － １７ 　近五年 ，是否参加过单位组织的业务或专业
培训情况 （N ＝ ８０６） 　 （单位 ：次 ％ ）

培训情况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经常参加 １６７  ２０ ．７ w２０ ．７ 鬃
偶尔参加 ４１７  ５１ ．７ w７２ ．５ 鬃

几乎没有参加 １４４  １７ ．９ w９０ ．３ 鬃
从来没参加 ７８ 铑９ ．７ b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８０６  １００ ．０ 媼

表 ７ － １８ 　西部地区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效果的
调查情况 （N ＝ ８０６） 　 （单位 ：次 、％ ）

效 　 　 果 频次 百分比

很好 ，能全部应用到工作中 ９５ 拻７ ．５ .
较好 ，大部分可以应用到工作中 ５６９ Ζ４５ ．２ C
一般 ，部分可以应用到工作中 ４６９ Ζ３７ ．２ C
不好 ，内容和实际工作关系不大 １２７ Ζ１０ ．１

图 ７ － ３ 　西部地区当务之急应优先发展的重要选项 （N ＝ ４５４）

另一方面 ，教育事业一直是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薄弱环节 ，是制约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 ，在中央 、东中部省市给予了大

力支持下 ，西部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但仍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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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被普遍认识是制约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主

要瓶颈 。

（５） 在人才开发工程方面

近年来 ，中央 、东中部与西部地区相配合 ，实施了 “博士服务团” 、 “院

士专家西部行” 、 “西部之光” 、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人才开发工

程 ，通过调查 ，有 ７２ ．３％ 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些人才开发工程的实施 “有一

定成效” 或 “成效显著” ，只有 １ ．３％ 的认为 “没有效果” 。 认为实施效果

“比较好” 的主要为 ：东中部省市的对口支援 、干部交流 、大学生自愿服务

西部计划 。

表 ７ － １９ 　若干西部具体人才政策措施的
实施效果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博士服务团” 、 “院士专家西部行” 、 “西部之光” 、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措施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成效显著 ２４ 痧５ ．３ ~５ ．３ d
有一定成效 ３０４  ６７ ．０ 摀７２ ．３ y
成效不明显 １１９  ２６ ．２ 摀９８ ．５ y
没有效果 ６ 圹１ ．３ ~９９ ．８ y
缺省值 １ 圹０ ．２ ~１００ d
总计 ４５４  １００ ~

图 ７ － ４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比较 （N ＝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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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

（一） 人才意识问题

西部地区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与人才观念还处于过渡期的 “一般”

状态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的现代人才观念在西部地区某些用人单位更

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或文件上 ，在工作上仍然沿用着传统人事管理制度 ，制

约了西部人才开发事业的发展 。在对 “西部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与人才

观念” 的评价中 ，有 ５３ ．７％ 的人认为 “一般” ，而认为 “很强” 的只有 ４ ．

０％ 。在 “和东 、中部比较 ，西部人才开发最欠缺的” 因素调查结果表明 ，

西部人才开发最欠缺的主要是观念 、体制机制和资金 。

表 ７ － ２０ ：当地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与
人才观念的评价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评价层次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强 ５０ 铑４ ．０ b４ ．０ 侣
较强 ４２６  ３３ ．８ w３７ ．８ 鬃
一般 ６７７  ５３ ．７ w９１ ．５ 鬃
较差 １０４  ８ ．３ b９９ ．８ 鬃
缺失值 ３ 儋０ ．２ b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过卡方检验 ，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和该单位员工接受培训的次数的

相关系数为 ０ ．３６８ ，表示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通过对用人单位领导

的人才意识与人才观念和本单位人才接受培训的频率进行交互分析 ，我们可

以看出 ，领导的人才意识与观念很强的用人单位 ，其员工经常参加培训的比

例为 ５２ ．９％ ，领导人才意识较差的用人单位只有 ３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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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 ５ 　和东 、中部比较 ，西部人才开发最欠缺的因素 （N ＝ ４５４）

表 ７ － ２１ 　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和员工参加
培训的相关分析 （N ＝ ８０６） 　 （单位 ：％ ）

参加单位组织的业务或专业培训次数
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和人才观念

很强 较强 一般 较差

经常参加 ５１ ．３ 煙２５ ．６ O１６ ．８ �３ ．５ 殮
偶尔参加 ４３ ．６ 煙５３ ．９ O５２ ．５ �４０ ．４ �

几乎没有参加 ２ ．６ 妸１５ ．４ O１９ ．２ �３１ ．６ �
从来没参加 ２ ．６ 妸５ ．１ :１１ ．５ �２４ ．６ �
样本数 （个） ３９ v２９３ :４１７ 觋５７

　 　注 ：卡方检验 significance ＝ ０ ．０００ ， P ＜ ０ ．００５ （two tailed） ，Gamma ＝ ０ ．３６８

另外 ，通过比较 ，我们也发现本地区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对本地人

才政策的执行情况影响也十分显著 。领导的人才意识与观念强的单位 ，其人

才政策的执行情况也远远好于人才意识较差的单位 。在表 ２２中 ，领导人才

意识 “很强” 的单位 ，政策的执行情况主要集中在 “执行到位” 和 “部分到

位” ，分别为 ４３ ．６％ 和 ５２ ．３％ ；而领导人才意识较差的单位 ，政策的执行情

况主要集中在执行不到位 ，占 ６３ ．２％ ，且其执行到位所占比例为 ０ ．０％ 。另

外 ，从卡方检验中获得的相关系数为 ０ ．６２１ ，这就更加说明单位人才意识和

人才政策的执行情况有很强的相关性 。所以 ，进行西部人才开发 ，首先是当

地和用人单位领导必须更新人才观念 ，增强人才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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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 ２２ 　领导的人才意识与政策执行到位情况的
比较分析 （N ＝ ８０６） 　 （单位 ：％ 次）

人才政策执行情况
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和人才观念

很强 较强 一般 较差

执行到位 ４３ ．６ 煙９ ．６ :２ ．２ 觋０ ．０ 殮
部分到位 ５１ ．３ 煙７９ ．２ O７２ ．２ �３６ ．８ �
执行不到位 ５ ．１ 妸１１ ．３ O２５ ．７ �６３ ．２ �
样本数 （个） ３９ v２９３ :４１７ 觋５７

　 　注 ：卡方检验 significance ＝ ０ ．０００ ， P ＜ ０ ．００５ （two tailed） ，Gamma ＝ ０ ．６２１

（二） 人才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也是困扰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重要因素 。调查对象普遍认为 ：

总体而言 ，西部的社会氛围对于人才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认为 “很有利” 和

“有利” 的所占被调查者总量比例为 ３１ ．３％ ，认为 “一般” 的占５５ ．１％ ，但

认为 “不太有利” 的比例仍占 １３ ．６％ 。另外 ，当前西部综合环境对人才成

长的作用只表现为 “一般” ，所占比重为 ５７ ．８％ ，认为 “很好” 和 “较好”

的只占 ２５ ．５％ ，还有 １６ ．７％ 的被调查者认为 “较差” （见图 ６） 。所以 ，加

强治理西部人才的综合环境对于西部人才队伍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表 ７ － ２３ 　西部社会氛围对人才开发的
影响情况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影响情况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有利 ３６ 铑２ ．９ b２ ．９ 侣
有利 ３５８  ２８ ．４ w３１ ．３ 鬃
一般 ６９４  ５５ ．１ w８６ ．４ 鬃

不太有利 １７１  １３ ．６ w９９ ．９ 鬃
缺失值 １ 儋０ ．１ b１００ ．０ 腚
总计 １２６０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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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 ６ 　当前西部人才成长的综合环境分析 （N ＝ ４５４）

在 “影响西部地区人才稳定 、引进和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调查中 ，认

为最主要原因是 ：“工资待遇低” 、 “发挥作用的舞台不够” 、 “缺乏公平竞争

的环境” 。可见 ，西部地区人才队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除了地理位置外 ，

更重要的是经济 、政策 、制度机制 、人文环境等因素 。

表 ７ － ２４ 　影响西部地区人才稳定 、引进和发挥作用的
主要原因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

影响西部地区人才稳定 、

引进和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频 　 　 次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发挥作用的舞台不够 ２４６ b２１ ．９３ 腚
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 ２１９ b１９ ．５２ 腚

工资待遇低 ３１６ b２８ ．１６ 腚
分配制度不合理 １４３ b１２ ．７５ 腚
领导不重视 ８４ N７ ．４９ 鬃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１１４ b１０ ．１６

　 　另外 ，通过对人才成长的综合环境与调动人才积极性的相关分析 ，我们

可以看出当前西部地区人才成长的综合环境对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有着很重要

的作用 ，其相关系数为 ０ ．７０６ ，呈现高度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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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 ２５ 　西部人才成长综合环境和调动人才
积极性的相关分析 （N ＝ ４５４） 　 （单位 ：％ ）

对调动人才积极性的作用
当前西部地区人才成长的综合环境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很有作用 ３３ ．３ %６ ．４ ,１ ．１ H０ ．０ d
有一定作用 ５０ ．０ %８４ ．５ A７４ ．７ ]３０ ．３ y
作用很小 ０ ．０  ９ ．１ ,２３ ．８ ]６１ ．８ y
没什么作用 １６ ．７ %０ ．０ ,０ ．４ H７ ．９ d
样本数 （个） ６ 珑１１０ ,２６１ H７６

　 　注 ：卡方检验 significance ＝ ０ ．０００ ， P ＜ ０ ．００５ （two tailed） ，Gamma ＝ ０ ．７０６

（三） 人才开发机制问题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 、多角度 、多侧面的复杂

体系 ，要充分实现其系统效应 ，要求具备相应的人才开发机制 。目前 ，西部

人才开发仍然受到传统机制的束缚 ，严重影响了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效

果 。

据调查 ，在企事业单位问卷中 ，有 ３５ ．８５％ 的被调查者认为 ，西部人才

政策执行不到位 ，主要不是政策自身问题 ，主要是由于执行操作层面的因素

（见表 ２６） ，这是西部人才机制不活的突出表现 ；在表 ２７中 ，有 ５９ ．７％ 的认

为 ，现行人才培养机制在人才培养方面 “作用不太明显” ；５９ ．４％ 的认为 ，现

行人才激励机制对调动人才的积极性的 “作用不太明显” ；还有 ５８ ．６％ 的认

为 ，现行人才选择任用机制对促进人事相宜的作用 “有时能 、有时不能” 。

表 ７ － ２６ 　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执行不到位原因的
分析 （N ＝ ８０６） 　 （单位 ：次 、％ ）

变量 频数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政策本身不切合实际 ，尤其是缺乏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 ，难以执行落实

２３０ b２０ ．４１ 腚
政策本身没有问题 ，但领导重视不够 ，导致
执行不到位

２７７ b２４ ．５８ 腚
政策本身没有问题 ，领导也很重视 ，但由于
执行操作层面的原因 ，导致落实不到位

４０４ b３５ ．８５

其 　 　 他 ２１６ b１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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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 ２７ 　西部人才机制对人才开发的作用 （N ＝ ８０６） 　 （单位 ：次 、％ ）

具体指标

作用很大

或完全能

作用比较大

或多时能

作用不太明显或

有时能有时不能

没有作用

或不能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培养机制对人才培养 ４２ 噜５ ．２ 8２５６ |３１ ．８ 照４８１  ５９ ．７ ]２７ x３ ．３

激励机制对调动
人才的积极性

１５ 噜１ ．９ 8２２１ |２７ ．４ 照４７２  ５８ ．６ ]９８ x１２ ．２ 邋
选择任用机制对
促进人事相宜

２４ 噜３ ．０ 8２４３ |３０ ．１ 照４７９  ５９ ．４ ]６０ x７ ．４

　 　同时 ，在对导致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调查 ，认为西部人流失最主要原因

是 “体制机制不活” 的被调查者占 ４９ ．２％ ，排在 “待遇较低” 之后 ，居第

二位 。 “体制机制不活” 是下一步西部人才开发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

表 ７ － ２８ 　西部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待遇较低 自然环境较差 体制机制不活 发展平台不够 其他

频数 ２８２ 趑１２１  ２１８ ,１６６ H４ ;
百分比 ６２ ．１  ２６ ．７ %４８ ．０ A３６ ．６ ]０ ．９

（四） 人才市场问题

总体而言 ，西部人才市场还处于初步的构建过程之中 ，市场配置人才资

源的功能还没能充分发挥 ，作用有限 。调查发现 ，５８ ．６％ 的被调查者认为西

部人才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只是 “一般” ；只有 ３ ．７％ 的认为

作用 “很大” ；另外有 １４ ．５％ 的被调查者认为人才市场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 “较小” 或 “很小” 。

表 ７ － ２９ 　人才市场在西部人才配置中的作用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作用情况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很大 １７ 铑３ ．７ b３ ．７ 侣
较大 １０４  ２２ ．９ w２６ ．６ 鬃
一般 ２６６  ５８ ．６ w８５ ．２ 鬃
较小 ５４ 铑１１ ．９ w９７ ．１ 鬃
很小 １２ 铑２ ．６ b９９ ．７ 鬃
缺失值 １ 儋０ ．２ b１００ ．０ 腚
总 　 计 ４５４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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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在党政机关问卷中 ，对 “制约市场对人才配置基础性作用发挥

的主要因素” 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 “主要制约因素” 依次为 “人才市场

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 、 “人才市场行政化管理问题突出 、服务意识不强” 、

“人才服务的专业性不强 、层次较低 、类别单一 、且集中在企业” 、 “人才市

场配置理念还没有形成” 、“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 和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

善” 。因此 ，总体来说 ，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市场化进程明显落后于东中部 ，

甚至一些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人事政策措施仍在生效 ，导致人才资源配置具

有较浓重的行政色彩 ，制约了西部人才事业的发展 。

表 ７ － ３０ 　制约市场对人才配置发挥作用的
主要因素分析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具体指标 频次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人才市场配置理念还没有形成 １８４ :１７ ．５２ 腚
人才市场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 ２６５ :２５ ．２４ 腚

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 １１６ :１１ ．０５ 腚
人才服务的专业性不强 ，层次较低 ，类别单一 ，且集中在企业 １８９ :１８ ．００ 腚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１０６ :１０ ．１０ 腚
人才市场行政化管理问题突出 ，服务意识不强 １９０ :１８ ．１０

四 、对完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建议

（一） 关于加强教育培训的建议

人才大开发 ，教育是基础 。对于如何发展西部教育事业 ，被调查者认关

键是要 “加大教育投入” （占 ２９ ．４７％ ）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占２１ ．２１％ ）。

表 ７ － ３１ 　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因素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因素 频次 百分比

强化教育意识 ２９０ :１１ ．０４ 腚
加大教育投入 ７７４ :２９ ．４７ 腚

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 ４８５ :１８ ．４７ 腚
增强专业学科设置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４８２ :１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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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因素 频次 百分比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５５７ :２１ ．２１ 腚
其 　 　 他 ３８ &１ ．４５

　 　了解西部人才对培训方式 、内容 、频次 、地点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对更

好地利用教育培训资源 ，提高人才培训的效果很有帮助 。在培训方面 ，有

４１ ．０％ 的被调查者认为 “脱产培训” 相对较好 ，认为这种方式便于参加培训

人员系统学习理论 、掌握知识 ，提高素质 。有 ６８ ．５％ 的认为到 “东部发达

地区” 培训效果较好 。东部发达地区 ，观念新颖 、技术先进 ，是西部人才接

受强化培训的良好基地 。并相对较多的被调查者认为 “一年一次” 的培训频

次 、为期一个月的培训时间 ，比较切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 。对培训内容的

要求 ，相对较多的被调查者认为最需要的是 “更新观念 、拓宽视野” 和 “工

作业务知识” 方面的培训 。

表 ７ － ３２ 　西部人才对培训的一些具体要求 （N ＝ １２６０） 　 （单位 ：％ ）

变量 具体指标 百分比 变量 具体指标 百分比

培训方式

脱产培训 ４１ ．０ 镲
半脱产培训 ３０ 垐． ６

在职培训 ２８ 垐． ４

培训地点

本地 １５ H． １

东部发达地区 ６８ H． ５

出国出境 １６ H． ２

培训频次

培训时间

三个月一次 ５ t． ５

半年一次 ２３ 垐． ６

一年一次 ４６ 垐． ５

两年一次 ２０ 垐． ３

三年一次 ４ t． ０

一周以内 ７ t． ５

半个月以内 ２２ 垐． ０

一个月以内 ３７ 垐． ０

三个月以内 ２３ 垐． ８

三个月以上 ９ t． ５

培训内容

法律知识 １２ H． ３

外语 ９ 4． ２

计算机 １０ H． ２

相关政策 １３ H． ６

更新观念 、 拓宽视
野方面的内容

３０ H． １

工作业务知识 ２３ H． ６

其 　 他 １ 4． １

（二） 关于改善人才环境的建议

针对改善人才环境的问题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 ，最重要的是 “创建发

展平台” 、 “建设好人才培养选拔机制” 、 “制定优惠政策” 。西部地区人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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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要特别重视改善西部人才成长的综合环境 ，而人才环境建设是一个系统

工程 ，要针对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逐步寻找突破口 。

表 ７ － ３３ 　改善人才环境的关键因素分析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具体指标 频次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制定优惠政策 ５９６ 鲻２５ ．５ k
创建发展平台 ７１６ 鲻３０ ．６ k
营造良好氛围 ３５３ 鲻１５ ．１ k

建好人才培养选拔机制 ６５０ 鲻２７ ．８ k
其 　 　 他 ２５ 忖１ ．１

　 　西部人才资源开发 ，必须逐步地改善西部地区人才工作的自然条件 、政

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努力争取事业留人 、待遇留人 、感情留人 ，使西部人才

能安心 、乐心 、尽心地工作 ，为西部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在对 “西部人才建

设的当务之急” 是什么的调查时 ，了解到 ，有占频次总量 ２２ ．８％ 的认为 ：

最主要的是 “提高人才收入水平” ，有 １５ ．６％ 的被调查者认为是 “盘活用好

现有人才” ，在 “落实好已制定的人才政策” 、 “国家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

度” 、 “做好在职培训工作” 、 “吸引优秀人才” 和 “加强领军人才和人才团队

建设” 等方面都占了一定的比例 ，分别为 １４ ．６％ 、 １４ ．０％ 、 １３ ．１％ 、

１１ ．５％ 、 ８ ．３％ 。可见 ，人才环境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各个方面

都是相互作用 、缺一不可 ，要求多主体 、宽领域 、多层次 、全方位地极力推

进 ，才有利于西部人才环境迅速建构 。

表 ７ － ３４ 　西部人才建设的当务之急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西部人才建设的当务之急 频次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提高人才收入水平 ７６６ 鲻２２ ．８ k
做好在职培训工作 ４３９ 鲻１３ ．１ k

加强领军人才和人才团队建设 ２８０ 鲻８ ．３ V
国家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度 ４７１ 鲻１４ ．０ k
落实好已制定的人才政策 ４８９ 鲻１４ ．６ k
稳住用好现有人才 ５２３ 鲻１５ ．６ k
吸引优秀人才 ３８６ 鲻１１ ．５

（三） 关于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据调查 ，认为 “加强西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最切合实际的做法是自己培养



l169　　

人才” 的占 ５９ ．８％ ；居第二位的是引进人才 ，占 ２２ ．８％ 。这也就是说 ，西

部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全部依赖于东中各省市的引进 ，必须把重点放在

自身人才的培养上 。

表 ７ － ３５ 　加强西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切合实际的
做法 （N ＝ ８０６） 　 （单位 ：次 、％ ）

加强西部人才队伍建设切合实际的做法 频次 百分比

自己培养人才 ４８２ 鲻５９ ．８ k
引进人才 １８４ 鲻２２ ．８ k
引进智力 １２６ 鲻１５ ．６ k
其 　 他 １４ 忖１ ．７ V
总 　 计 ８０６ 鲻１００ ．０

　 　另外 ，据表 ３６中 “单项选择频次” 或 “选择频次总量” 的百分比分析 ，

当前西部最紧缺的是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和高层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值得

注意的是 “农村实用人才” 开 ，列 “当前西部最紧缺的人才” 第三位 。

表 ７ － ３６ 　当前西部最紧缺的人才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

当前西部最紧缺的人才 频次 单项选择频次百分比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党政领导人才 ２２１ 谮１７ ．５ w９ ．４ 侣
高层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７７０ 谮６１ ．１ w３２ ．８ 鬃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８２５ 谮６５ ．５ w３５ ．１ 鬃

高技能人才 ２３８ 谮１８ ．９ w１０ ．１ 鬃
农村实用人才 ２９６ 谮２３ ．５ w１２ ．６

（四） 关于西部人才开发工作的建议

认为西部人才开发的主要措施 ：首先是 “加大对西部人才资源开发的投

入” ，特别是 “国家加大对西部经济建设项目的投入” ，两者占单项选择频次

的百分比分别为 ７０ ．３％ 和 ５９ ．０％ ；其次是要充分 “发挥西部用人单位人才

开发的主体作用” ，占被调查者单项选择频次的 ４０ ．５％ 。

表 ７ － ３７ 　作好西部人才工作应采取的
主要措施 （N ＝ １２６０） 　 （单位 ：次 、％ ）

主要措施 频次 单项选择百分比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加大对西部人才开发的投入 ８８６ 膊７０ ．３  ２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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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主要措施 频次 单项选择百分比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加大选派人才到西部参加建设的力度 ４０４ 膊３２ ．１  １２ ．５  
创新西部人才开发思路 ４３６ 膊３４ ．６  １３ ．５  

加强对西部人才开发的宏观指导 ２４６ 膊１９ ．５  ７ ．６ �
发挥西部用人单位人才开发的主体作用 ５１０ 膊４０ ．５  １５ ．８  
国家加大对西部经济建设项目的投入 ７４４ 膊５９ ．０  ２３ ．１

　 　工作重点 ：首先是 “盘活用好现有人才” ，占被调查者单项选择频次的

５２ ．１％ ，只有 “用足用好用活” 西部地区现有人才 ，充分地调动他们工作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 ，才能实现人才效用的最大化 ；其次是改革 “分配激励制

度” ；第三是 “更新人才观念” 。

表 ７ － ３８ ：当前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重点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当前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重点 频次 单项选择百分比 占频次总量百分比

更新观念 ５３８ 膊４２ ．７  １９ ．３  
加大引才引智力度 ３３５ 膊２６ ．６  １２ ．１  
改革分配激励制度 ６４１ 膊５０ ．９  ２３ ．１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２９２ 膊２３ ．２  １０ ．５  

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３１５ 膊２５ ．０  １１ ．３  
盘活用好现有人才 ６５６ 膊５２ ．１  ２３ ．６

　 　开发政策差异化 ：“国家应该加大实施差别化西部人才政策的力度” ，给

西部人才提供政策保障 ，持这种观点的占被调查者的 ７２ ．７％ 。这种差别应

体现在高海拔地区与低海拔地区 、靠近东部的地区与远离东部的地区 、大中

城市与边远山区以及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差异上 。

表 ７ － ３９ 　国家实施差别化西部人才政策应当 （N ＝ ４５４） 　 （单位 ：次 、％ ）

差别化政策应当 频次 百分比

加大力度 ３３０ b７２ ．７ 鬃
维持现状 ４５ N９ ．９ 侣
取消差别 ７３ N１６ ．１ 鬃
缺省值 ６ 9１ ．３ 侣
总 　 　 计 ４５４ b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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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 　结

本次调查显示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 ，中央国家机关 、西部各省区市以及

东中部各省市实施的多方面 、多层次的西部人才开发政策措施 ，已经取得了

积极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状况和西部地区人才的生

活工作条件 ，缓解了西部人才大量流失的被动局面 ，激发了西部人才的工作

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另一方面 ，由于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体系自身处在逐渐完

善的过程之中 ，由于西部人才开发体制和机制性障碍尚未完全消除 ，一些部

门和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与观念还不是十分强烈 ，人才成长的综合环境还不

是十分有利 ，人才市场配置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加上西部人才大开发

的时间并不长和人才培养与成才 、人才开发与见效之间还存在 “时间差” ，

因而西部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 。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西

部人才开发是一项历史空前 、规模宏大 、时间漫长 、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 ，

需要中央政府和东中部各省市的大力支持 ，更需要西部各省区市作长期艰巨

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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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湖南援藏援疆干部座谈会综述

为了深入研究西部人才发展状况 ，为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完善西部人才政

策提供参考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６日 ，湖南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援藏援疆办

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人才学研究所联合召集了湖南省部分援藏援疆干部座谈

会 ，专门就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人才资源开发情况进行座谈 。参加会议的主

要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１９９９至 ２００５年期间） 的湖南省援藏援疆干部 ，也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援藏援疆干部代表 。会上 ，与会人员结合援藏援疆的亲

身感受 ，带着对西部的深厚情谊 ，运用东西比较的独特视角 ，针对目前西部

人才资源总体状况 、面临的问题 ，就完善西部人才政策等发表了见解与建

议 。

一 、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概况与建议

（一） 人才资源开发的概况

与会代表从自己在西部地区几年的亲身工作和所见所闻出发 ，深切感受

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几年来 ，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西部地区人才开发

上 ，都加大了力度 ，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取得了可喜成果 ：不论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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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数量 、质量 ，还是人才资源的结构 ，与以前相比都有了较大改观 ，推

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西部人才资源开发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要求相比 ，与东中部人才资源发展状况相比 ，还有相当的距离 ，主要表现在

以下一些方面 ：

１ ．人才意识急待加强

与会代表认为 ，在西部地区 ，人才观念 、人才意识淡薄 ，已经成为制约

西部人才资源开发的瓶颈 。不仅一些普通民众的人才观念 、人才意识不强 ，

甚至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也不够重视人才 ，导致中央和各级地方的人才政

策更多地停留在纸面上 ，难以落到实处 。同时 ，相当部分人才自身的人才意

识以及维权意识也不强 。作为一种资本 ，只有进入市场才能更好地体现其价

值 ，但在西部地区 ，铁饭碗至今仍是很多人终其一生的向往 ，不少大中专毕

业生宁愿长期闲在家里等铁饭碗 ，也不愿意进入人才市场应聘找工作 ，通过

市场实现价值 。

２ ．人才培养的水平低

人才培养是人才资源开发的基础 ，人才培养数量的多少与质量的高低 ，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才资源开发的成效 。与会代表认为 ，无论是基础教育 、

职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 ，都不同程度地落后于中东部 。一方面 ，培养数量较

少 ，层次较低 ，更严重的是质量普遍不高 。在每万人拥有大学生 、硕士 、博

士数量等指标方面 ，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东部 ，甚至有些民族学校培养的毕业

生 ，在日常生活中 ，还存在着用汉语交流的问题 ，有的甚至刚出校门就成了

“文盲” 、 “半文盲” 。另一方面 ， “文凭热” 、 “职称热” 在西部有的地区和单

位持续升温 ，各种课程班 、学历文凭有泛滥迹象 ，长学历不长知识 ，长职称

不长能力的现象比较严重 ，有的机关门卫也持有大专文凭 ，造成人才统计的

某些指标出现虚高 。

３ ．人才流入流出严重失衡

长期以来 ，西部人才流失现象从来没有停止过 。近年来西部有些地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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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流失状况甚至存在加剧趋势 。在流失的人才中 ，高层次人才 、骨干人才 、

中青年人才居多 。而引进的人才中 ，低层次的较多 ，且 “扎根率” 不高 。人

才流失严重 ，究其原因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自然环境恶劣 ，二是

物质待遇不高 ，三是人文环境欠佳 ，四是创业载体偏弱 。同时 ，西部地区引

进人才 ，缺少必要的用人信息发布平台 ，致使一些想去西部的中东部地区人

才无法获取相关信息 。

４ ．人才选拔使用与激励方式滞后

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与激励方面 ，与会者认为较东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也

比较滞后 ，有些地方和单位甚至还固守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 ，不需要的人

员退不出 ，需要的人才进不来 ，有关系要进来的人员堵不住 。用人方式方法

比较机械 ，唯上唯文 。如有的地方引进教师规定要本科以上学历 ，因而出现

宁愿要学数学的本科生改行教外语 ，也不要学外语专业的大专生 。这些都是

造成西部在整体人才短缺条件下人才使用效益偏低的重要因素 。

（三） 对改善西部人才资源开发状况的建议

会上 ，各位代表从不同的角度对改善目前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状况 ，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对完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有积极意义 。

１ ．在人才培养上 ，既要重视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 ，又要重

视继续教育 。要增加国家财政扶持 ，加大普及基础教育力度 ，提高办学质

量 ，改变目前低水平义务教育的局面 ；要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人才

为重点 ，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 ；加大在西部地区硕士点 、博士点 、重点学

科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布局力度 ，促进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同

时要推行终身教育理念 ，重视继续教育 ，整合培训资源 ，规范各种职业资格

认证 ，提高培训质量 。

２ ．对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 、引进与使用 ，应该充

分发挥各地的积极性 ，把中央的有关政策用好用足 。创新人才引进方式 ，加

大人才柔性引进的力度 ，突出智力和项目的引进 。

３ ．中央政府要加大对西部中心城市及周边城市重点大学 、重点学科的

扶持 ，充分发挥其人才集聚与辐射作用 ，形成比较稳定的人才群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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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加快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清理与调整 ，改进人才资源开发的体制与

机制 ，以减少人才开发与现行体制的碰撞 。

５ ．要重视西部特色人才的培养 ，如要加强藏医 、蒙医 、苗医 、藏戏歌

舞 、说唱艺人 、民族作家等的培养 。

６ ．西部地域辽阔 ，区域发展差别较大 ，因此 ，湖南省科协原副主席 、

援藏干部杨敬东认为 ，在西部人才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 ，既要注意政策

的共同性与地区间的相似性 ，又要注意其间的差别性与特殊性 ，做到普适性

与针对性并重 。近五年来普适性政策出台了不少 ，今后要多在出台差别性与

特殊性政策措施方面多下功夫 。

７ ．加快西部地区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 。推进人事制度改革 ，是解放人

才 ，开发人才资源的强大动力 。西部地区人事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

区 ，必须加快步伐 ，当前要着重在竞争机制 、分配激励机制建设方面多下功

夫 。

８ ．扩大西部地区人才的有效需求 。经济发展和人才发展相互依赖 、相

互促进 。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西部经济开发的投入力度 ，增强西部吸引人

才 、留住人才 、造就人才的能力 。

二 、援疆援藏政策实施概况与建议

长期以来 ，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 ，按照中央部署 ，东中部地区一直实

行干部对口援藏援疆政策 ，一批又一批的援藏援疆干部为此贡献了青春与才

华 ，对推动这两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的过程中 ，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 。对此 ，

与会代表给予了高度关注 。

（一） 存在的问题

１ ．新派援助干部的民族工作经验问题

西部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集区 ，如何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 ，是新派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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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很多援助干部对此准备不足 ，对民族工作政策 、常

识缺乏基本的了解 ，有的因此造成工作被动 。

２ ．与当地干部工作理念与方式方法的差异与碰撞问题

援助干部多是经组织精心挑选的综合素质较高的专家型处级领导干部 ，

和当地有些干部相比 ，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比较先进 ，因此容易与当地有的

干部在工作中发生碰撞 。另外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援助干部在援助其

间往往占据当地的一些领导职位 ，有些当地干部对此不满 ，由此也容易产生

一些矛盾 。

３ ．人 、财 、物的援助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问题

作为一种援助 ，援助干部后援单位的人 、财 、物等资源是有限的 ，而西

部有些地方 、单位 “等 、靠 、要” 思想比较严重 ，在一定程度上其需求是无

限的 ，广谱的 ，有的由此也产生了一些矛盾 。

４ ．有些对口培训进修效果不佳问题

援助干部后援单位免费接受西部对口单位人员进行培训进修 ，应是一种

培养西部人才的很好方式 。虽然不少援助干部后援单位为了搞好这项工作费

了很大力气 ，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有不少派往东中部对口单位接受培训进

修的人员学习缺乏积极性 ，有的找种种理由提前结束培训进修 ，根源在于其

工作单位的用人竞争机制与分配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技术和素质

提高与否 ，对其个人在当地的发展帮助不大 。

５ ．有的援助干部工作效率不高问题

由于体制 、机制 、工作方式方法等原因 ，一些主管部门和单位对援助干

部工作的干预较多 ，较大程度上分散了他们的工作精力 ，导致效率 、效果不

如人意 。

６ ．前后期援助干部工作衔接问题

援助干部都是有援助年限的 ，常常由于前后援助干部在工作思路和工作

风格的差异 ，衔接不到位 ，前后脱节 ，致使总体效果不明显 。

７ ．到期援助干部的安置问题

援助干部是经组织考查认为年富力强并选拔出来的 ，他们响应党和政府

的号召奔赴西部民族地区 ，为西部发展贡献了才华 ，作出了牺牲 。但援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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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 ，有些并不能得到妥善安置 ，一些派出部门和单位在干部的使用上存在

“重出国培训经历 ，轻援藏援疆经历” 的问题 ，客观上对后续援助工作产生

了一些负面影响 。

（二） 对加强和改善援疆援藏工作的建议

１ ．选派援助干部要坚持高标准 ，注重业务能力与团队意识的考察 。对

同一岗位后期援助干部的选派要注意与前期援助干部的衔接 ，特别是要注意

领导风格与工作思路的衔接 ，不要全盘推倒重来 ，后者否定前者 ，另起炉

灶 ，要注意援助工作的连续性 。

２ ．派出前 ，对新派援助干部要进行民族政策 、民族工作方法 、风俗民

情等方面的培训 ，使援助干部能够更快地进入角色 。

３ ．援助干部要选准援助工作的突破口和重点 ，以提高援助成效 。注意

发挥和加强援助干部对当地人才的传帮带作用 ，使援助干部的先进管理理念

与技术在当地生根发芽 。

４ ．派出单位 ，特别是派入单位要努力为援助干部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

工作环境与较好的生活条件 。

５ ．派出派入部门要定期对援助干部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与督察 。同时

上级有关门也可组织即将期满的援助干部 ，对当地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进

行评价 ，为进一步改善当地的工作建言献策 。

６ ．妥善安置并继续培养援藏援疆期满干部 。援藏援疆干部是经组织精

心挑选的年富力强的优秀分子 ，他们为西部发展作出了牺牲 ，作出了贡献 。

特别是经过援藏援疆的磨炼之后 ，他们的素质又有了新的提高 。妥善安置并

继续培养援藏援疆期满干部 ，既是对这些干部的肯定 ，又能更好地推动后续

援助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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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调查问卷

（党政机关卷）

尊敬的女士 、先生 ：

我们正在进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 ，目的在于了

解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情况 ，为政府进一步完善西部人才

政策提供参考 。鉴于您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情况的关注 ，特向您征求建

设性的意见 。请您根据问卷要求回答每一个问题 ，您回答问题的真实性对我

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根据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枠 ，对您的回

答严格保密 。对于您的支持与合作 ，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填答说明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选项序号上划 “ √ ” ，未注明多项选择的

问题请您只选一个答案 。

（一）

1 ．您的工作地区 ：

①新疆 ②甘肃 ③宁夏 ④内蒙古 ⑤陕西 ⑥青海 ⑦四川 ⑧重庆 ⑨贵州

⑩广西 皕瑏瑡云南 皕瑏瑢西藏 皕瑏瑣延边 皕瑏瑤恩施 皕瑏瑥湘西

2 ．您的行政职务 ：

①厅级 ②处级 ③科级 ④一般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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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的文化程度 ：

①博士 ②硕士 ③本科 ④大专 ⑤中专 、高中及以下

4 ．您的年龄 ：

① ３０岁以下 ② ３１ － ４０岁 ③ ４１ －５０岁 ④ ５０岁以上

（二）

5 ．您认为国家和本地区的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中比较完善的是 （最

多选两项） ：

①培养政策 ②选拔任用政策 ③流动政策 ④引进政策 ⑤激励政策 ⑥说

不清

6 ．国家和本地区的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中相对偏弱的是 ： （最多选两

项）

①培养政策 ②选拔任用政策 ③流动政策 ④引进政策 ⑤激励政策 ⑥说

不清

7 ．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惠及面是不是涵盖了各级各类人才 ？

①很好地涵盖了 ②基本涵盖了 ③没有涵盖 ④说不清

8 ．您认为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力度 ：

①很大 ②较大 ③一般 ④较小

9 ．您对现行哪一层级的西部人才政策措施比较满意 ？

①国家 （包括国家部委） 层级的 ②西部省市区的 ③东中部省市的支援

政策

10 ．您认为西部地区民族人才政策措施的力度 ：

①很大 ②较大 ③一般 ④较小

11 ．国家和本地区的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对西部人才工作 ：

①很有促进作用 ②有一定促进作用 ③没有促进作用 ④说不清

12 ．您对国家和本地区的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总体评价是 ：

①很好 ②较好 ③一般 ④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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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3 ．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中执行得比较到位的是 ： （最多选两项）

①培养政策 ②选拔任用政策 ③流动政策 ④引进政策 ⑤激励政策 ⑥说

不清

14 ．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中执行得还不到位的是 ： （最多选两项）

①培养政策 ②选拔任用政策 ③流动政策 ④引进政策 ⑤激励政策 ⑥说

不清

15 ．您觉得西部民族人才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如何 ？

①很到位 ②比较到位 ③一般 ④不太到位

16 ．近五年来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对改善西部人才生活 、工作条

件的作用 ：

①很大 ②较大 ③不太明显 ④没有作用

17 ．近五年来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是否改善了西部人才资源状

况 ？

①有很大改善 ②有所改善 ③不太明显 ④没有改善

18 ．您对近五年来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总体执行情况 ：

①很满意 ②基本满意 ③一般 ④不太满意

19 ．您认为 “博士服务团” 、 “院士专家西部行” 、 “西部之光” 、 “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措施的实施效果 ：

①成效显著 ②有一定成效 ③成效不明显 ④没有效果

20 ．您认为以下哪些西部人才措施的实施效果比较好 ？ （最多选三项）

①博士服务团 ②院士专家西部行 ③西部之光 ④大学生自愿服务西部计

划 ⑤干部交流 ⑥东中部省市的对口支援

21 ．您觉得西部社会氛围对人才的发展 ：

①很有利 ②有利 ③一般 ④不太有利

22 ．您觉得当前西部地区人才成长的综合环境怎样 ？

①很好 ②较好 ③一般 ④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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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您认为现行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对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

①很有作用 ②有一定作用 ③作用很小 ④没什么作用

24 ．就您所了解的情况看 ，您认为各类培训的效果如何 ？

①很好 ，能够全部应用到工作中 ②较好 ，大部分可应用到工作中 ③一

般 ，部分可以应用到工作中 ④不好 ，内容和实际工作关系不大

25 ．您认为哪种培训方式比较好 ？

①脱产培训 ②半脱产培训 ③在职培训

26 ．您认为培训地点在哪里比较好 ？

①本地 ②东部发达地区 ③出国出境

27 ．您认为培训的频次应该 ：

①三个月一次 ②半年一次 ③一年一次 ④两年一次 ⑤三年一次

28 ．您认为每次培训时长以多久为宜 ？

①一周以内 ②半个月以内 ③一个月以内 ④三个月以内 ⑤三个月以上

29 ．您认为最需要培训的内容是 （不超过三项）

①法律知识 ②外语 ③计算机 ④ 相关政策 ⑤ 更新观念 、拓宽视野方面

的内容 ⑥工作业务知识 ⑦其他 （请注明）

30 ．您觉得人才市场在西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

①很大 ②较大 ③一般 ④较小 ⑤很小

31 ．就您观察和了解的情况看 ，近五年来西部地区人才流动情况是 ：

①流入大于流出 ②流出大于流入 ③基本持平

32 ．就您观察和了解的情况看 ，近五年来西部地区人才流失情况比以

前 ：

①得到有效抑制 ②有所减缓 ③基本没变化 ④有加剧趋势

33 ．就您观察和了解的情况看 ，近五年来在引进的人才中 ：

①高级 、骨干人才较多 ②中级人才较多 ③初级人才较多

34 ．近五年来在引进的人才中 ：

① ３０岁以下的人才较多 ② ３１至 ４４岁的人才较多 ③ ４５岁以上的人才较

多

35 ．就您观察和了解的情况看 ，近五年来在流出的人才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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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级 、骨干人才较多 ②中级人才较多 ③初级人才较多

36 ．近五年来在流出的人才中 ：

① ３０岁以下的人才较多 ② ３１至 ４４岁的人才较多 ③ ４５岁以上的人才较多

37 ．西部人才队伍中 ，最不稳定的是 ：

①公务员队伍 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③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④事业单位管

理人才队伍 ⑤技能人才队伍 ⑥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38 ．西部人才流失 ，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 ： （最多选两项）

①待遇较低 ②自然环境较差 ③体制机制不活 ④发展的平台不够 ⑤其他

（四）

39 ．您觉得本地区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与人才观念 ：

①很强 ②较强 ③一般 ④较差

40 ．和东 、中部比较 ，您认为西部人才开发最欠缺的是 ：

①观念 ②资金 ③体制机制 ④区位优势 ⑤自然环境 ⑥其它

41 ．加强西部人才队伍建设 ，您认为更加切合实际的做法是 ：

①自己培养人才 ②引进人才 ③引进智力 ④其他

42 ．就改善西部的人才环境而言 ，您觉得下列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 ：

（最多选两项）

①制定优惠政策 ②创建发展平台 ③营造良好氛围 ④建好人才培养选拔

机制 ⑤其他

43 ．关于教育 ，您认为西部地区当务之急应优先发展 ：

①基础教育 ②高等教育 ③职业教育 ④在职培训

44 ．您认为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是 ： （最多选三项）

①强化教育意识 ②加大教育投入 ③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 ④增强专业学

科设置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⑥其他

45 ．您认为影响西部地区人才稳定 、引进和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是 ：

（最多选三项）

①发挥作用的舞台不够 ②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 ③工资待遇低 ④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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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合理 ⑤领导不重视 ⑥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46 ．制约市场对人才配置基础性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有 ： （最多选三项）

①人才市场配置理念还没形成 ②人才市场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③人才供

需信息不对称 ④人才服务的专业性不强 ，层次较低 ，类别单一 ，且主要集

中在企业 ⑤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⑥人才市场行政化管理问题突出 ，服务意

识不强

47 ．您认为中央政府做好西部人才工作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 （最多选

三项）

①加大对西部人才开发的投入 ② 加大选派人才到西部参加建设的力度

③创新西部人才开发思路 ④加强对西部人才开发的宏观指导 ⑤发挥西部用

人单位人才开发的主体作用 ⑥国家加大对西部经济建设项目的投入

48 ．您认为国家实施差别化的西部人才政策应当 ：

①加大力度 ②维持现状 ③取消差别

49 ．您认为当前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重点是 ： （最多选三项）

①更新观念 ②加大引才引智力度 ③改革分配激励制度 ④加大教育培训

力度 ⑤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⑥盘活用好现有人才

50 ．您认为西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是 ： （最多选三项）

①提高人才收入水平 ②做好在职培训工作 ③加强领军人才和人才团队

建设 ④国家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度 ⑤落实好已制定的人才政策 ⑥稳住现有

人才 ⑦吸引优秀人才

51 ．您认为当前西部地区最紧缺的人才是 ： （最多选两项）

①党政领导人才 ②高层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③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④

高技能人才 ⑤农村实用人才

52 ．您认为近期内西部人才资源开发 ：

①会很有成效 ②有一定成效 ③不会有成效

53 ．对完善国家和本地区人才政策 ，您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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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调查问卷

（企事业单位卷）

尊敬的女士 、先生 ：

我们正在进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 ，目的在于了

解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情况 ，为政府进一步完善西部人才

政策措施提供参考 。鉴于您对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情况的关注 ，特向您征

求建设性的意见 。请您根据问卷要求回答每一个问题 ，您回答问题的真实性

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根据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枠 ，对您

的回答严格保密 。对于您的支持与合作 ，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填答说明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选项序号上划 “ √ ” ，未注明多项选择的

问题请您只选一个答案 。

（一）

1 ．您的工作地区 ：

①新疆 ②甘肃 ③宁夏 ④内蒙古 ⑤陕西 ⑥青海 ⑦四川 ⑧重庆 ⑨贵州

⑩广西 皕瑏瑡云南 皕瑏瑢西藏 皕瑏瑣延边 皕瑏瑤恩施 皕瑏瑥湘西

2 ．您的单位性质 ：

①学校 ②医疗机构 ③科研院所 ④企业 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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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属于下列哪一类人员 ：

①专业技术人员 ②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③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④ 高级技

师 、技师或高级工

4 ．您的职务 ：

①单位领导 ②中层干部 ③无

5 ．您的职称 ：

①高级职称 ②中级职称 ③初级职称 ④无

6 ．您的文化程度 ：

①研究生 ②本科 ③大专 ④中专 、高中及以下

7 ．您的年龄 ：

① ３０岁以下 ② ３１ － ４０岁 ③ ４１ －５０岁 ④ ５０岁以上

8 ．您的平均税前月收入 ：

① １０００元以下 ② １００１ ～ ２０００ 元 ③ ２００１ ～ ３０００元 ④ ３００１ ～ ４０００ 元 ⑤

４００１ ～ ５０００元 ⑥ ５０００元以上

（二）

9 ．您了解现行人才政策措施的主要途径是 ：

①电视 、广播 、报刊 ②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与宣传 ③网络 ④其他

10 ．您对现行人才政策措施的了解程度 ：

①很了解 ②比较了解 ③不太了解 ④不了解

11 ．您所在单位的人才资源能否满足单位发展的需要吗 ？

①完全能满足 ②基本能满足 ③不太能满足 ④不能满足

12 ．您认为现行人才培养机制在人才培养方面 ：

①作用很大 ②作用比较大 ③作用不太明显 ④没有作用

13 ．您觉得现行人才选拔任用机制能否做到人事相宜 ？

①完全能 ②大多数时候能 ③有时候能有时候不能 ④不能

14 ．现行人才激励机制对调动人才的积极性的作用 ：

①很大 ②比较大 ③作用不太明显 ④没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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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您对国家和当地的现行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的总体评价是 ：

①很好 ②较好 ③一般 ④较差

（三）

16 ．近五年来 ，国家和当地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使您的生存和发展状

况 ：

①全面得到改善 ②有些方面得到改善 ③基本没有变化

17 ．近五年来 ，国家和当地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是否改善了西部地区人

才的工作生活条件 ：

①有很大改善 ②有所改善 ③不太明显 ④没有改善

18 ．近五年来 ，国家和当地人才政策措施的实施是否改善了西部人才资

源状况 ：

①有很大改善 ②有所改善 ③不太明显 ④没有改善

19 ．您认为近五年来本地人才政策措施执行情况是 ：

①执行到位 ②部分到位 ③执行不到位

20 ．如果您认为执行不到位 ，那么原因是 ： （最多选两项）

①政策本身不切合实际 ，尤其是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难以执行落实

②政策本身没有问题 ，但领导重视不够 ，导致执行不到位 ③政策本身没有

问题 ，领导也很重视 ，但由于执行操作层面的原因 ，导致落实不到位 ④ 其

他

21 ．您认为本地区用人单位领导的人才意识和人才观念 ：

①很强 ②较强 ③一般 ④较差

22 ．近五年 ，您是否参加过单位组织的业务或专业培训 ？

①经常参加 ②偶尔参加 ③几乎没有参加 ④从来没参加

23 ．您认为接受继续教育 、培训的效果怎样 ？

①很好 ，能够全部应用到工作中 ②较好 ，大部分可应用到工作中 ③一

般 ，部分可以应用到工作中 ④不好 ，内容和实际工作关系不大

24 ．您认为哪种培训方式比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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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脱产培训 ②半脱产培训 ③在职培训

25 ．您认为培训地点在哪里比较好 ？

①本地 ②东部发达地区 ③出国出境

26 ．您认为培训的频次应该 ：

①三个月一次 ②半年一次 ③一年一次 ④两年一次 ⑤三年一次

27 ．您认为每次培训的时长以多久为宜 ？

①一周以内 ②半个月以内 ③一个月以内 ④三个月以内 ⑤三个月以上

28 ．您认为最需要培训的内容是 ： （最多选三项）

①法律知识 ②外语 ③计算机 ④ 相关政策 ⑤ 更新观念 、拓宽视野方面

的内容 ⑥工作业务知识 ⑦其他 （请注明）

29 ．您单位的领导或部门领导的任职方式是 ：

①组织任命 ②公开竞聘 ③民主推荐

30 ．在目前的选拔任用机制条件下 ，您认为优秀人才有多大可能走上关

键岗位 ？

①很有可能 ②有可能 ③没有什么可能

31 ．就您观察 、了解信息来看 ，近五年来本地区人才流动情况是 ：

①流入大于流出 ②流出大于流入 ③基本持平

32 ．就您观察 、了解信息来看 ，近五年来本地区人才流失情况比以前 ：

①得到有效抑制 ②有所减缓 ③基本没变化 ④有加剧趋势

33 ．就您观察和了解的情况看 ，近五年来在引进的人才中 ：

①高级 、骨干人才较多 ②中级人才较多 ③初级人才较多

34 ．近五年来在引进的人才中 ：

① ３０岁以下的人才较多 ② ３１至 ４４岁的人才较多 ③ ４５岁以上的人才较

多

35 ．就您观察和了解的情况看 ，近五年来在流出的人才中 ：

①高级 、骨干人才较多 ②中级人才较多 ③初级人才较多

36 ．近五年来在流出的人才中 ：

① ３０岁以下的人才较多 ② ３１至 ４４岁的人才较多 ③ ４５岁以上的人才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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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您认为引进和留住人才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 （最多选三项）

①分配制度 ②工资待遇 ③生活条件 ④工作环境 ⑤发展机会 ⑥自然条

件 ⑦社会保障 ⑧其它

38 ．您认为本地区引进人才的效果 ：

①很好 ②较好 ③一般 ④差

39 ．您认为哪些方式能提高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最多选三项）

①收入提高 ②福利改善 ③职位晋升 ④挑战性工作 ⑤培训机会 ⑥领导

认可 ⑦其它

40 ．影响您工作积极性的原因是 ： （最多选两项）

①虽能很好完成工作 ，但未得到肯定 ②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 ③自己的

意见不被采纳 ④现行体制与机制束缚人的积极性 ⑤激励措施不到位

41 ．在工作中您看重的是 ： （最多选三项）

①薪酬 ②能力的提高 ③好的工作环境 ④和谐的人际关系 ⑤成就感 ⑥

社会地位 ⑦其它

42 ．您认为您的能力发挥程度是 ：

① １００％ ② ８０％ 以上 ③ ６０％ 左右 ④ ５０％ 以下

43 ．您觉得西部社会氛围对人才的发展 ：

①很有利 ②有利 ③一般 ④不太有利

44 ．西部人才队伍中 ，最不稳定的是 ：

①公务员队伍 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③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④事业单

位管理人才队伍 ⑤技能人才队伍 ⑥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四）

45 ．关于教育 ，您认为西部地区当务之急应优先发展 ： （最多选两项）

①基础教育 ②高等教育 ③职业教育 ④在职培训

46 ．您认为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是 ： （最多选两项）

①强化教育意识 ②加大教育投入 ③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 ④增强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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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设置的针对性与实用性 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⑥其他

47 ．就改善西部的人才环境而言 ，您觉得下列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 ：

（最多选两项）

①制定优惠政策 ②创建发展平台 ③营造良好氛围 ④建好人才培养选拔

机制 ⑤其他

48 ．加强西部人才队伍建设 ，您觉得更加切合实际的做法是 ：

①自己培养人才 ②引进人才 ③引进智力 ④其他

49 ．您认为西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是 ： （最多选三项）

①提高人才收入水平 ②做好在职培训工作 ③加强领军人才和人才团队

建设 ④国家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度 ⑤落实好已制定的人才政策 ⑥稳住现有

人才 ⑦吸引优秀人才

50 ．当前西部地区最紧缺的人才是 ： （最多选两项）

①党政领导人才 ②高层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③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④

高技能人才 ⑤农村实用人才

51 ．您认为中央政府做好西部人才工作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 （最多选

三项）

①国家加大对西部人才开发的投入 ②加大选派人才到西部参加建设的

力度 ③创新西部人才开发思路 ④加强对西部人才开发的宏观指导 ⑤发挥西

部地区用人单位人才开发的主体作用 ⑥国家加大对西部经济建设项目的投

入

52 ．您认为当前西部地区人才工作的重点是 ： （最多选两项）

①更新思想观念 ②加大引才引智力度 ③改革分配激励机制 ④加大基础

教育力度 ⑤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⑥盘活用好现有人才

53 ．您对做好西部人才开发工作还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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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西部人才政策措施研究数据库

本数据库资料主要来源 ：

１ ．国家统计局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０至 ２００５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

２ ．国家统计局 ：枟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０至 ２００５年） ，中国统计出

版社出版

３ ．中共中央组织部 、国家人事部 ： 枟中国干部统计 ５０年 ： １９４９ — １９９８

年干部统计资料汇编枠 ，党建读物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９月出版

４ ．国家人事部 ：枟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５２ — ２００１）枠 ，党

建读物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９月出版

５ ．国家统计局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 枟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５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６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 ：枟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

国枠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 ２月出版

７ ．主要网站 ：

国家统计局 http ： ／／www ．stats ．gov ．cn
国家人事部 http ： ／www ．mop ．gov ．cn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http ： ／www ．molss ．gov ．cn
国家教育部 http ： ／www ．moe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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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部 http ： ／www ．most ．gov ．c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http ： ／www ．nsfc ．gov ．cn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http ： ／／www ．npopss － cn ．gov ．cn
中国工程院 http ： ／www ．cae ．cn
中国科学院 http ： ／www ．cas ．cn
国家科技成果 http ： ／www ．nast ．org ．cn
科研中国 http ： ／www ．sciei ．com
相关省市区统计局网站 。

（一） 基本情况

表 １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分地区人口发展状况统计表 　 （单位 ：万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部地区

广西 ４７１３ 7４４８９ 珑４７８８ 棗４８２２ G４８５７ 鼢４８８９ Ё
云南 ４１９２ 7４２８８ 珑４２８７ 棗４３３３ G４３７６ 鼢４４１５ Ё
贵州 ３７１０ 7３５２５ 珑３７９９ 棗３８３７ G３８７０ 鼢３９０４ Ё
重庆 ３０７５ 7３０９０ 珑３０９７ 棗３１０７ G３１３０ 鼢３１２２ Ё
四川 ８５５０ 7８３２９ 珑８６４０ 棗８６７３ G８７００ 鼢８７２５ Ё
西藏 ２５６ %２６２ 照２６３ 厖２５５ 5２７０ 邋２７４ 晻
青海 ５１０ %５１８ 照５２３ 厖５２９ 5５３４ 邋５３９ 晻
新疆 １７７４ 7１９２５ 珑１８７６ 棗１９０５ G１９３４ 鼢１９６３ Ё
甘肃 ２５４３ 7２５６２ 珑２５７５ 棗２５９３ G２６０３ 鼢２６１９ Ё
宁夏 ５４３ %５６２ 照５６３ 厖５７２ 5５８０ 邋５８８ 晻
陕西 ３６１８ 7３６０５ 珑３６５９ 棗３６７４ G３６９０ 鼢３７０５ Ё
内蒙古 ２３６２ 7２３７６ 珑２３７７ 棗２３７９ G２３８０ 鼢２３８４

小 　 计 ３５８４６ I３５５３１ �３６４４７ ┅３６６７９ Y３６９２４  ３７１２７

中部地区

江西 ４２３１ 7４１４０ 珑４１８６ 棗４２２２ G４２５４ 鼢４２８４ Ё
湖南 ６５３２ 7６４４０ 珑６５９６ 棗６６２７ G６６６３ 鼢６６９８ Ё
湖北 ５９３８ 7６０２８ 珑５９７５ 棗５９８８ G６００２ 鼢６０１６ Ё
安徽 ６２３７ 7５９８６ 珑６３２８ 棗６３６８ G６４１０ 鼢６４６１ Ё
河南 ９３８７ 7９２５６ 珑９５５５ 棗９６１３ G９６６７ 鼢９７１７ Ё
山西 ３２０４ 7３２９７ 珑３２７２ 棗３２９４ G３３１４ 鼢３３３５

小 　 计 ３５５２９ I３５１４７ �３５９１２ ┅３６１１２ Y３６３１０  ３６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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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东部地区

北京 １２５７ 7１３８２ 珑１３８３ 棗１４２３ G１４５６ 鼢１４９３ Ё
天津 ９５９ %１００１ 珑１００４ 棗１００７ G１０１１ 鼢１０２４ Ё
上海 １４７４ 7１６７４ 珑１６１４ 棗１３４４ G１７１１ 鼢１７４２ Ё
河北 ６６１４ 7６７４４ 珑６６９９ 棗６７３４ G６７６９ 鼢６８０９ Ё
山东 ８８８３ 7９０７９ 珑９０４１ 棗９０８２ G９１２５ 鼢９１８０ Ё
江苏 ７２１３ 7７４３８ 珑７３５５ 棗７３８１ G７４０６ 鼢７４３３ Ё
浙江 ４４７５ 7４６７７ 珑４６１３ 棗４６４７ G４６８０ 鼢４７２０ Ё
福建 ３３１６ 7３４７１ 珑３４４０ 棗３４６６ G３４８８ 鼢３５１１ Ё
广东 ７２７０ 7８６４２ 珑７７８３ 棗７８５９ G７９５４ 鼢８３０４ Ё
海南 ７６２ %７８７ 照７９６ 厖８０３ 5８１１ 邋８１８

小 　 计 ４２２２３ I４４８９５ �４３７２８ ┅４３７４６ Y４４４１１  ４５０３４

东北三省

黑龙江 ３７９２ 7３６８９ 珑３８１１ 棗３８１３ G３８１５ 鼢３８１７ Ё
吉林 ２６５８ 7２７２８ 珑２６９１ 棗２６９９ G２７０４ 鼢２７０９ Ё
辽宁 ４１７１ 7４２３８ 珑４１９４ 棗４２０３ G４２１０ 鼢４２１７

小 　 计 １０６２１ I１０６５５ �１０６９６ ┅１０７１５ Y１０７２９  １０７４３

全国人口总量 １２５９０９ [１２６５８３  １２７６２７ 换１２８４５３ k１２９２２７  １２９９８８

表 １ ．２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分地区 GDP发展状况统计表 　 （单位 ：亿元）
本表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部地区

广西 １９５３ ．２７ m２０５０ ．１４  ２２３１ ．１９ 屯２４５５ ．３６ }２７３５ ．１３ -３３２０ ．１０ 葺
云南 １８５５ ．７４ m１９５５ ．０９  ２０７４ ．７１ 屯２２３２ ．３２ }２４６５ ．２９ -２９５９ ．４８ 葺
贵州 ９１１ ．８６ [９９３ ．５３  １０８４ ．９０ 屯１１８５ ．０４ }１３５６ ．１１ -１５９１ ．９０ 葺
重庆 １４７９ ．７１ m１５８９ ．３４  １７４９ ．７７ 屯１９７１ ．３０ }２２５０ ．５６ -２６６５ ．３９ 葺
四川 ３７１１ ．６１ m４０１０ ．２５  ４４２１ ．７６ 屯４８７５ ．１２ }５４５６ ．３２ -６５５６ ．０１ 葺
西藏 １０５ ．６１ [１１７ ．４６  １３８ ．７３ 换１６１ ．４２ k１８４ ．５０  ２１１ ．５４ 怂
青海 ２３８ ．３９ [２６３ ．５９  ３００ ．９５ 换３４１ ．１１ k３９０ ．２１  ４６５ ．７３ 怂
新疆 １１６８ ．５５ m１３６４ ．３６  １４８５ ．４８ 屯１５９８ ．２８ }１８７７ ．６１ -２２００ ．１５ 葺
甘肃 ９３１ ．９８ [９８３ ．３６  １０７２ ．５１ 屯１１６１ ．４３ }１３０４ ．６０ -１５５８ ．９３ 葺
宁夏 ２４１ ．４９ [２６５ ．５７  ２９８ ．３８ 换３２９ ．２８ k３８５ ．３４  ４６０ ．３５ 怂
陕西 １４８７ ．６１ m１６６０ ．９２  １８４４ ．２７ 屯２１０１ ．６０ }２３９８ ．５８ -２８８３ ．５１ 葺
内蒙古 １２６８ ．２０ m１４０１ ．０１  １５４５ ．７９ 屯１７５６ ．２９ }２１５０ ．４１ -２７１２ ．０８

小 　 计 １５３５４ ．０２ �１６６５４ ．６２ /１８２４８ ．４４ 哌２０１６８ ．５５ 弿２２９５４ ．６６ ?２７５８５ ．１７

中部地区

江西 １９６２ ．９８ m２００３ ．０７  ２１７５ ．６８ 屯２４５０ ．４８ }２８３０ ．４６ -３４９５ ．９４ 葺
湖南 ３３２６ ．７５ m３６９１ ．８８  ３９８３ ．００ 屯４１４０ ．９４ }４６３８ ．７３ -５６１２ ．２６ 葺
湖北 ３８５７ ．９９ m４２７６ ．３２  ４６６２ ．２８ 屯４８３０ ．９８ }５４０１ ．７１ -６３０９ ．９２ 葺
安徽 ２９０８ ．５９ m３０３８ ．２４  ３２９０ ．１３ 屯３５５３ ．５６ }３９７２ ．３８ -４８１２ ．６８ 葺
河南 ４５７６ ．１０ m５１３７ ．６６  ５６４０ ．１１ 屯６１６８ ．７３ }７０４８ ．５９ -８８１５ ．０９ 葺
山西 １５０６ ．７８ m１６４３ ．８１  １７７９ ．９７ 屯２０１７ ．５４ }２４５６ ．５９ -３０４２ ．４１



l193　　

（续 　 表）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小 　 计 １８１３９ ．１９ �１９７９０ ．９８ /２１５３１ ．１７ 哌２３１６２ ．２３ 弿２６３４８ ．４６ ?３２０８８ ．３

东部地区

北京 ２１７４ ．４６ m２４７８ ．７６  ２８４５ ．６５ 屯３２１２ ．７１ }３６６３ ．１０ -４２８３ ．３１ 葺
天津 １４５０ ．０６ m１６３９ ．３６  １８４０ ．１０ 屯２０５１ ．１６ }２４４７ ．６６ -２９３１ ．８８ 葺
上海 ４０３４ ．９６ m４５５１ ．１５  ４９５０ ．８４ 屯５４０８ ．７６ }６２５０ ．８１ -７４５０ ．２７ 葺
河北 ４５６９ ．１９ m５０８８ ．９６  ５５７７ ．７８ 屯６１２２ ．５３ }７０９８ ．５６ -８７６８ ．７９ 葺
山东 ７６６２ ．１０ m８５４２ ．４４  ９４３８ ．３１ 屯１０５５２ ．０６ 弿１２４３５ ．９３ ?１５４９０ ．７３ 镲
江苏 ７６９７ ．８２ m８５８２ ．７３  ９５１１ ．９１ 屯１０６３１ ．７５ 弿１２４６０ ．８３ ?１５４０３ ．１６ 镲
浙江 ５３６４ ．８９ m６０３６ ．３４  ６７４８ ．１５ 屯７７９６ ．００ }９３９５ ．００ -１１２４３ ．００ 镲
福建 ３５５０ ．２４ m３９２０ ．０７  ４２５３ ．６８ 屯４６８２ ．０１ }５２３２ ．１７ -６０５３ ．１４ 葺
广东 ８４６４ ．３１ m９６６２ ．２３  １０６４７ ．７１ 哌１１７３５ ．６４ 弿１３６２５ ．８７ ?１６０３９ ．４６ 镲
海南 ４７１ ．２３ [５１８ ．４８  ５４５ ．９６ 换５９７ ．５０ k６７０ ．９３  ７６９ ．３６

小 　 计 ４５４３９ ．２６ �５１０２０ ．５２ /５６３６０ ．０９ 哌６２７９０ ．１２ 弿７３２８０ ．８６ ?８８４３３ ．１

东北三省

黑龙江 ２８９７ ．４１ m３２５３ ．００  ３５６１ ．００ 屯３８８２ ．１６ }４４３０ ．００ -５３０３ ．００ 葺
吉林 １６６９ ．５６ m１８２１ ．１９  ２０３２ ．４８ 屯２２４６ ．１２ }２５２２ ．６２ -２９５８ ．２１ 葺
辽宁 ４１７１ ．６９ m４６６９ ．０６  ５０３３ ．０８ 屯５２６５ ．６６ }６００２ ．５４ -６８７２ ．６５

小 　 计 ８７３８ ．６６ m９７４３ ．２５  １０６２６ ．５６ 哌１１３９３ ．９４ 弿１２９５５ ．１６ ?１５１３３ ．８６ 镲
全国合计 ８７６７１ ．１３ �９７２０９ ．３７ /１０６７６６ ．２６ 耨１１７５１４ ．８４ 　１３５５３９ ．１４ Q１６３２４０ ．４３

表 １ ．３ 　全国分地区城乡居民年收入和消费情况统计表 　 （单位 ：元）

地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城镇居民每人

平均全年

农村居民每人

平均全年

城镇居民每人

平均全年

农村居民每人

平均全年

实际收入 生活支出 实际收入 生活支出 实际收入 生活支出 实际收入 生活支出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５６４８ ．４６ ⅱ４５８７ ．２２  ２０４８ ．３３ 枛１４５７ ．４３  ９３２４ T６４４５ ．７３  ２３０５ ．２２ ~１９２８ ．６ 骀
云南 ６２３４ ．５９ ⅱ４９４１ ．２６  １４３７ ．６３ 枛１２６９ ．３３  ９５４６ ．２９ 妸６８３７ ．０１  １８６４ ．１９ ~１５７１ ．０４ �
贵州 ４９５３ ．１７ ⅱ３９６４ ．３５  １３６３ ．０７ 枛１０６９ ．８１  ７５１８ ．７２ 妸５４９４ ．４５  １７２１ ．５５ ~１２９６ ．３４ �
重庆 ５９１５ ．５５ ⅱ５４４４ ．２３  １７３６ ．６３ 枛１３２９ ．２１  ９９１０ ．０９ 妸７９７３ ．０５  ２５１０ ．４１ ~１８５３ ．９４ �
四川 ５５１０ ．００ ⅱ４４９９ ．１９  １８４３ ．４７ 枛１４２６ ．０７  ８２６１ ．４４ 妸６３７１ ．１４  ２５１８ ．９３ ~２０１５ ．７２ �
西藏 ６９５５ ．６２ ⅱ５３０９ ．１２  １３０９ ．４６ 枛７６７ ．１４ �１０３９５ ．８６ 湝８３３８ ．２１  １８６１ ．３１ ~１４７０ ．７ 骀
青海 ４７２７ ．４２ ⅱ３９０３ ．７６  １４６６ ．６７ 枛１１３３ ．６３  ７７８５ ．０９ 妸５７５８ ．９５  １９５７ ．６５ ~１６７６ ．４４ �
新疆 ５３５９ ．７０ ⅱ４１６３ ．９８  １４７３ ．１７ 枛１２８２ ．４９  ８２０１ ．８２ 妸５７７３ ．６２  ２２４４ ．９３ ~１６８９ ．９１ �
甘肃 ４５０２ ．２６ ⅱ３６８１ ．５  １３５７ ．２８ 枛８８０ ．６５ �７９９０ ．６５ 妸５９３７ ．３ 蝌１８５２ ．２２ ~１４６４ ．３４ �
宁夏 ４５０８ ．８８ ⅱ３５４７ ．９９  １７５４ ．１５ 枛１２６９ ．６８  ７７４８ ．５３ 妸５８２１ ．３８  ２３２０ ．０５ ~１９２６ ．８２ �
陕西 ４６７８ ．８１ ⅱ３９５３ ．２５  １４５５ ．８６ 枛１１６１ ．１ �８０４３ ．２３ 妸６２３３ ．０７  １８６６ ．５２ ~１６１８ ．０５ �
内蒙 ４７９８ ．５２ ⅱ３４６８ ．９９  ２００２ ．９３ 枛１５３３ ．７２  ８４８８ ．１３ 妸６２１９ ．２６  ２６０６ ．３７ ~２０８２ ．５７

小 　 　 计 ５３１６ ．０８ ⅱ４２８８ ．７４  １６０４ ．０５ 枛１２１５ ．０２  ８６０１ ．１５ 妸６４３３ ．６０  ２１３５ ．７８ ~１７１６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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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城镇居民每人

平均全年

农村居民每人

平均全年

城镇居民每人

平均全年

农村居民每人

平均全年

实际收入 生活支出 实际收入 生活支出 实际收入 生活支出 实际收入 生活支出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４７４６ ．３０ ⅱ３４８２ ．３３  ２１２９ ．４５ 枛１６０７ ．４３  ７８７６ ．７ x５３３７ ．８４  ２７８６ ．７８ ~２０９５ ．４８ �
湖南 ５８５５ ．８１ ⅱ４７９９ ．５１  ２１２７ ．４６ 枛１９０３ ．８１  ９１９０ ．２１ 妸６８８４ ．６１  ２８３７ ．７６ ~２４７２ ．２９ �
湖北 ５２３４ ．５４ ⅱ４３４０ ．５５  ２２１７ ．０８ 枛１５７２ ．９ �８５２２ ．０６ 妸６３９８ ．５２  ２８９０ ．０１ ~２０８８ ．９８ �
安徽 ５１０１ ．７７ ⅱ３９０１ ．８１  １９００ ．２９ 枛１３０２ ．４８  ７９９３ ．５５ 妸５７１１ ．３３  ２４９９ ．３３ ~１８１３ ．７１ �
河南 ４５５３ ．７４ ⅱ３４９７ ．５３  １９４８ ．３６ 枛１１６３ ．９８  ８０７３ ．３６ 妸５２９４ ．１９  ２５５３ ．１５ ~１６６４ ．０９ �
山西 ４３６２ ．１３ ⅱ３４９２ ．９８  １７７２ ．６２ 枛１０４７ ．１８  ８４２８ ．８１ 妸５６５４ ．１５  ２５８９ ．６ l１６３６ ．４６

小 　 计 ５８６１ ．７３ ⅱ４６３３ ．９１  ２２８３ ．２２ 枛１６３５ ．４７  ８３４７ ．４５ 妸５８８０ ．１１  ２６９２ ．７７ ~１９６１ ．８４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９２３８ ．８０ ⅱ７４９８ ．４８  ４２２６ ．５９ 枛３１２２ ．１３  １７１１６ ．４６ 湝１２２００ ．４  ６１７０ ．３３ ~４６１６ ．９４ �
天津 ７６７０ ．９４ ⅱ５８５１ ．５３  ３４１１ ．１１ 枛１９０５ ．１８  １２２７９ ．７３ 湝８８０２ ．４４  ５０１９ ．５３ ~２６４２ ．１１ �
上海 １０９８８ ．９ ⅱ８２４７ ．６９  ５４０９ ．１１ 枛３８６６ ．７６  １８５０１ ．６６ 湝１２６３１ ．０３  ７０６６ ．３３ ~６３２８ ．８５ �
河北 ５３９４ ．６１ ⅱ４０２６ ．３  ２４４１ ．５０ 枛１３３８ ．３７  ８３８１ ．４２ 妸５８１９ ．１８  ３１７１ ．０６ ~１８３４ ．９２ �
山东 ５８４０ ．５４ ⅱ４５１５ ．０５  ２５４９ ．５８ 枛１６７９ ．７５  １０１８７ ．１２ 湝６６７３ ．７５  ３５０７ ．４３ ~２３８９ ．２７ �
江苏 ６５８７ ．３５ ⅱ５０１０ ．９１  ３４９５ ．２０ 枛２２９３ ．５７  １１２３６ ．６８ 湝７３３２ ．２６  ４７５３ ．８５ ~２９９２ ．５５ �
浙江 ８４７６ ．４１ ⅱ６５２１ ．５４  ３９４８ ．３９ 枛２８０６ ．６２  １５８８１ ．６３ 湝１０６３６ ．１４  ５９４４ ．０６ ~４６５９ ．１１ �
福建 ６９１３ ．９１ ⅱ５２６６ ．６９  ３０９１ ．３９ 枛２０３８ ．５７  １２１１７ ．９３ 湝８１６１ ．１５  ４０８９ ．３８ ~３０１５ ．５８ �
广东 ９２０５ ．６０ ⅱ７５１７ ．８１  ３６２８ ．９５ 枛２６４５ ．８６  １４９５３ ．３９ 湝１０６９４ ．７９  ４３６５ ．８７ ~３２４０ ．７８ �
海南 ５３８４ ．９６ ⅱ４０１７ ．７５  ２０８７ ．４６ 枛１２６０ ．９３  ８１２１ ．８５ 妸５８０２ ．４ 蝌２８１７ ．６２ ~１７４５ ．３５

小 　 计 ７５７０ ．２０ ⅱ５８４７ ．３８  ３４２８ ．９３ 枛２２９５ ．７７  １２８７７ ．７９ 湝８８７５ ．３５  ４６９０ ．５５ ~３３４６ ．５５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４６１９ ．５１ ⅱ３４８１ ．７４  ２１６５ ．９３ 枛１３７１ ．６１  ７８０３ ．４１ 妸５５６７ ．５３  ３００５ ．１８ ~１８３７ ．３７ �
吉林 ４４９９ ．１０ ⅱ３６６１ ．６８  ２２６０ ．５９ 枛１３４７ ．９１  ８２２６ ．７８ 妸６０６８ ．９９  ２９９９ ．６２ ~１９７１ ．２１ �
辽宁 ４９２４ ．５５ ⅱ３９８９ ．９３  ２５０１ ．０４ 枛１６１７ ．６４  ８７０６ ．４６ 妸６５４３ ．２８  ３３０７ ．１４ ~２０７２ ．９５

小 　 计 ４６８１ ．０５ ⅱ３７１１ ．１２  ２３０９ ．１９ 枛１４４５ ．７２  ８２４５ ．５５ 妸６０５９ ．９３  ３１０３ ．９８ ~１９６０ ．５１ �
全国合计 ５８８８ ．７７ ⅱ４６１５ ．９１  ２２１０ ．３４ 枛１５７７ ．４２  １０１２８ ．５１ 湝７１８２ ．１０  ２９３６ ．４０ ~２１８４ ．６５

表 １ ．４ 　全国各大地区国土面积情况

地 　 　 区 国土面积 （万平方千米） 占全国总面积比例 （％ ）

西部地区 ６８７  ７１ ．５３％

中部地区 １０２ ．８ =１０ ．７０％

东部地区 ９１ ．８ +９ ．５６ ％

东北三省 ７８ ．９ +８ ．２１ ％

全 　 　 国 ９６０ ．５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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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５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卫生机构 、人员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个或万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牟 ２００４ 年

机构

（个）

人员

（万人）

机构

（个）

人员

（万人）

机构

（个）

人员

（万人）

机构

（个）

人员

（万人）

机构

（个）

人员

（万人）

机构

（个）

人员

（万人）

西
部
地
区

广 西 １３３１９ 5１５ ．７ !１３７０７ -１５ ．９  １３３６３ %１５ ．９  １０１０７  １４ ．９３  ６６１０  １４ ．７  ９０３４ �１５ ．４ �
云 南 １１８７５ 5１４ ．８ !１３３５６ -１５ ．２  １２５５２ %１５ 耨８７９８  １３ ．３１  ３００６  １３ ．５  ９４３６ �１３ ．７ �
贵 州 ９７０３ %１０ ．２ !８９９２  １０ �８７９１  １０ ．２  ７０２２  ９ ．１２  １３１７８  ９ ．１ 耨６６６４ �９ ．０ 殚
重 庆 ９６２５ %１０ ．９ !９３７５  １０ ．８  ９０９６  １０ ．６  ５９４８  ９ ．６１  ３７３０  ９ ．３ 耨６５３９ �９ ．３ 殚
四 川 ３２６３３ 5３１ ．１ !３３３５１ -３１ ．０  ３３４１２ %３０ ．３  ２８２０４  ２９ ．２６  １６７５６  ２８ ．８  ２４６０５  ２８ ．２ �
西 藏 １２５４ %１ ．１  １２３７  １ ．１  １２８４  １ ．１  １３４８  １ ．０３  ５１６６  １ ．０ 耨１３２６ �１ ．０ 殚
青 海 ２４０６ %２ ．７  １８４７  ２ ．６  １４３７  ２ ．５  １４５０  ２ ．３５  ９５５９  ２ ．３ 耨１４３９ �２ ．３ 殚
新 疆 ６６０８ %１２ ．２ !６７０５  １２ ．１  ５２７９  １１ ．８  １０２９６  １１ ．０８  ９６１８  １１ ．７  ９０８６ �１２ ．１ �
甘 肃 ８９７６ %１０ ．０ !７１９１  ９ ．５  ７２２５  ９ ．６  １１０６２  ９ ．５５  ８０３７  ９ ．７ 耨１１４０４  ９ ．６ 殚
宁 夏 １４３８ %２ ．８  １３６１  ２ ．７  １２６１  ２ ．８  １３７０  ２ ．５６  ８９９０  ２ ．８ 耨１４８３ �２ ．７ 殚
陕 西 １０５６３ 5１６ ．３ !１０７３７ -１６ ．４  １１３６５ %１６ ．５  １２４６２  １６ ．５７  １４３６９  １６ ．４  １１７０３  １６ ．４ �
内蒙古 ７５３５ %１３ ．１ !７８５２  １３ ．１  ８５５９  １３ ．２  ６５７４  １２ ．０６  ４０３６  １２ ．０  ７４１６ �１２ ．０

小 　计 １１５９３５ E１４０ ．９ 1１１５７１１ =１４０ ．５ )１１３６２４ 5１３９ ．５ !１０４６４１ -１３１ ．４３ )１０３０５５ %１３１ ．３  １００１３５  １３１ ．７

中
部
地
区

江 西 ８０２２ %１５ ．２ !８０４８  １５ ．２  ７５８１  １５ 耨１１２８６  １４ ．２７  ３３４８  １３ ．８  １２０８０  １４ ．１ �
湖 南 １７８１３ 5２６ ．１ !２４６７８ -２７ ．２  ２８４２１ %２７ ．７  １５１４９  ２４ ．５６  １４５３９  ２５ ．５  １４８８５  ２５ ．０ �
湖 北 １１３１１ 5３０ ．３ !１１０６５ -３０ ．０  １０９４１ %２９ ．３  １０１９２  ２５ ．６９  ９４９８  ２５ ．６  ９９０９ �２６ ．１ �
安 徽 ６７７８ %１８ ．８ !６７０５  １８ ．８  ７０３８  １９ 耨８８２７  １８ ．３８  １５６８８  １８ ．６  ８９７３ �１９ ．１ �
河 南 １１６４３ 5３３ ．２ !１０７６４ -３３ ．５  １０７１９ %３３ ．８  １３２９１  ３３ ．３９  １３６２１  ３４ ．９  １３８２１  ３５ ．７ �
山 西 ８５９１ %１８ ．１ !１３７３６ -１９ ．５  １６２９３ %２０ ．１  ９６０３  １６ ．６７  １２９６０  １７ ．０  ９５１０ �１７ ．５

小 　计 ６４１５８ 5１４１ ．７ 1７４９９６ -１４４ ．２ )８０９９３ %１４４ ．９ !６８３４８  １３２ ．９６ )６９６５４  １３５ ．４  ６９１７８  １３７ ．５

东
部
地
区

北 京 ５９９０ %１６ ．２ !６１７６  １６ ．０  ５９６９  １５ ．８  ４９９８  １４ ．３９  ５０７３  １４ ．８  ４８３５ �１５ ．３ �
天 津 ２９６９ %８ ．５  ２９８３  ８ ．５  ２８０３  ８ ．２  ２６４１  ７ ．８１  ７１３２  ７ ．８ 耨２５６０ �７ ．８ 殚
上 海 ５３６２ %１４ ．７ !５１３６  １４ ．６  ４５３６  １４ ．１  ２３０８  １３ ．２９  ７５００  １３ ．３  ２５５１ �１３ ．１ �
河 北 ２００２３ 5２７ ．２ !２０６６３ -２７ ．７  ２０１１６ %２８ 耨１８７０１  ２６ ．２２  ９０１８  ２６ ．２  １７７６０  ２６ ．８ �
山 东 １４６１１ 5３７ ．９ !１７１１８ -３８ ．３  １７３４８ %３８ ．７  １６５７１  ３６ ．６８  ４８５５  ３６ ．７  １６５２６  ３７ ．８ �
江 苏 １３６９９ 5３２ ．６ !１２８１３ -３２ ．２  １３２０８ %３２ ．１  １２３６７  ３０ ．１４  ８８７０  ３０ ．２  １３４００  ３０ ．７ �
浙 江 １６７１２ 5１９ ．６ !１７０３４ -２０ ．０  １６５３６ %２０ ．２  １０７０８  １９ ．９１  ６２６１  ２０ ．８  １１９３７  ２２ ．２ �
福 建 １０１５４ 5１１ ．８ !９８０７  １１ ．８  ９７６５  １１ ．９  １６９４１  １２ ．４  ８５２５  １１ ．５  ８６７２ �１１ ．８ �
广 东 １２６８０ 5３２ ．０ !１３４９９ -３２ ．７  １４１６７ %３３ 耨１５５０１  ３２ ．３４  １３２１３  ３３ ．６  １５７４４  ３４ ．８ �
海 南 ２４６０ %３ ．９  ２６８９  ３ ．９  ２６８５  ３ ．８  ２８４０  ３ ．６２  １９４７０  ３ ．６ 耨２５１５ �３ ．７

小 　计 １０４６６０ E２０４ ．４ 1１０７９１８ =２０５ ．７ )１０７１３３ 5２０５ ．８ !１０３５７６ -１９６ ．８  ８９９１７  １９８ ．５  ９６５００  ２０４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７５７３ %２２ ．５ !８０３８  ２２ ．２  ７９４４  ２２ 耨８７５５  １９ ．８５  ８４６９  １９ ．３  ８２３０ �１９ ．１ �
吉 林 ６６７４ %１７ ．５ !５５４４  １６ ．８  ７４１７  １７ 耨７５５６  １６ ．０４  ７６９５  １６ ．１  ８２１９ �１６ ．２ �
辽 宁 １１９９４ 5２９ ．８ !１２５６４ -２９ ．６  １３２３７ %２９ ．４  １３１６２  ２６ ．７２  １２５３３  ２６ ．９  １４２３０  ２７ ．０

小 　计 ２６２４１ 5６９ ．８ !２６１４６ -６８ ．７  ２８５９８ ．０ E６８ ．４  ２９４７３ ．０ =６２ ．６  ２８６９７  ６２ ．３  ３０６７９  ６２ ．３ �
全国合计 ３１０９９６ E５５７ ．０ 1３２４７７１ =５５９ ．１ )３３０３４８ 5５５８ ．４ !３０６０３８ -５２３ ．８１ )２９１３２３ %５２７ ．５  ２９６４９２  ５３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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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劳动力情况

表 ２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各地区从业人员发展情况 　 （单位 ：万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部地区

广西 ２４８１ ．５ [２５３０ ．４  ２５４３ ．４ 换２５７０ ．５ k２６０１ ．４  ２６４９ ．１ 怂
云南 ２２７３ ．４ [２２９５ ．４  ２３２２ ．５ 换２３４１ ．０ k２３４９ ．６  ２４０１ ．４ 怂
贵州 １９７５ ．９ [２０４５ ．９  ２０６８ ．２ 换２０８１ ．４ k２１１８ ．４  ２１６８ ．８ 怂
重庆 １６３９ ．４ [１６３６ ．５  １６２４ ．０ 换１６４０ ．２ k１６５９ ．５  １６８９ ．５ 怂
四川 ４４８２ ．３ [４４３５ ．８  ４４１４ ．６ 换４４０８ ．８ k４４４９ ．６  ４５０３ ．４ 怂
西藏 １２２ ．２ I１２３ ．４ �１２４ ．６ ┅１２８ ．８ Y１３０ ．７  １３４ ．８ 构
青海 ２４１ ．２ I２３８ ．６ �２４０ ．３ ┅２４７ ．３ Y２５４ ．３  ２６３ ．１ 构
新疆 ６６９ ．６ I６７２ ．５ �６８５ ．４ ┅７０１ ．５ Y７２１ ．３  ７４４ ．５ 构
甘肃 １１８５ ．６ [１１８２ ．１  １１８７ ．２ 换１２５４ ．９ k１３０４ ．０  １３２１ ．７ 怂
宁夏 ２７０ ．８ I２７４ ．４ �２７８ ．０ ┅２８１ ．５ Y２９０ ．６  ２９８ ．１ 构
陕西 １７８０ ．９ [１８１２ ．８  １７８４ ．６ 换１８７３ ．１ k１９１１ ．３  １８８４ ．７ 怂
内蒙古 １０１７ ．０ [１０１６ ．６  １０１３ ．３ 换１０１０ ．１ k１００５ ．２  １０１９ ．１

小 　 计 １８１３９ ．８ m１８２６４ ．４  １８２８６ ．１ 屯１８５３９ ．１ }１８７９５ ．９ -１９０７８ ．２

中部地区

江西 １９６１ ．３ [１９３５ ．３  １９３３ ．１ 换１９５５ ．１ k１９７２ ．３  ２０３９ ．８ 怂
湖南 ３４９６ ．１ [３４６２ ．１  ３４３８ ．８ 换３４６８ ．７ k３５１５ ．９  ３５９９ ．６ 怂
湖北 ２５７２ ．４ [２５０７ ．８  ２４５２ ．５ 换２４６７ ．５ k２５３７ ．３  ２５８８ ．６ 怂
安徽 ３３１２ ．５ [３３７２ ．９  ３３８９ ．７ 换３４０３ ．８ k３４１６ ．０  ３４５３ ．２ 怂
河南 ５２０５ ．０ [５５７１ ．７  ５５１６ ．６ 换５５２２ ．０ k５５３５ ．７  ５５８７ ．４ 怂
山西 １４３４ ．３ [１４１９ ．１  １４１２ ．９ 换１４１７ ．３ k１４６９ ．５  １４７４ ．６

小 　 计 １７９８１ ．６ m１８２６８ ．９  １８１４３ ．６ 屯１８２３４ ．４ }１８４４６ ．７ -１８７４３ ．２

东部地区

北京 ６２１ ．９ I６２２ ．１ �６２９ ．５ ┅７９８ ．９ Y８５８ ．６  ８９５ ．０ 构
天津 ４２１ ．１ I４０６ ．７ �４１０ ．５ ┅４０３ ．１ Y４１９ ．７  ４２２ ．０ 构
上海 ６７７ ．３ I６７３ ．１ �６９２ ．４ ┅７４２ ．８ Y７７１ ．５  ８１２ ．３ 构
河北 ３３９９ ．９ [３４４１ ．２  ３３７９ ．６ 换３３８５ ．６ k３３８９ ．５  ３４１６ ．４ 怂
山东 ４６９８ ．６ [４６６１ ．８  ４６７１ ．６ 换４７５１ ．９ k４８５０ ．６  ４９３９ ．７ 怂
江苏 ３５９５ ．８ [３５５８ ．８  ３５６５ ．４ 换３５０５ ．６ k３６１０ ．３  ３７１９ ．７ 怂
浙江 ２６６０ ．９ [２７００ ．５  ２７７２ ．０ 换２８３４ ．７ k２９６１ ．９  ３０９２ ．０ 怂
福建 １６３０ ．９ [１６６０ ．２  １６７７ ．８ 换１７１１ ．３ k１７５６ ．７  １８１７ ．５ 怂
广东 ３７６０ ．５ [３８６１ ．０  ３９６２ ．９ 换３９６６ ．７ k４１１９ ．５  ４３１６ ．０ 怂
海南 ３２６ ．２ I３３３ ．７ �３３９ ．７ ┅３４１ ．７ Y３５３ ．８  ３６６ ．５

小 　 计 ２１７９３ ．１ m２１９１９ ．１  ２２１０１ ．４ 屯２２４４２ ．３ }２３０９２ ．１ -２３７９７ ．１

东北三省

黑龙江 １６７９ ．９ [１６３５ ．０  １６３１ ．０ 换１６２６ ．５ k１６２２ ．４  １６２３ ．３ 怂
吉林 １１０２ ．８ [１０７８ ．９  １０５７ ．２ 换１０９５ ．３ k１０４４ ．６  １１１５ ．６ 怂
辽宁 １７９６ ．４ [１８１２ ．６  １８３３ ．４ 换１８４２ ．０ k１８６１ ．３  １９５１ ．６

小 　 计 ４５７９ ．１ [４５２６ ．５  ４５２１ ．６ 换４５６３ ．８ k４５２８ ．３  ４６９０ ．５ 怂
全国总数 ７０５８６ ．０ m７１１５０ ．０  ７３０２５ ．０ 屯７３７４０ ．０ }７４４３２ ．０ -７５２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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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各地区从业人员产业分布
构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 ：％ ）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西
部
地
区

广 西 ６５ ．４ 鼢１０ ．３ 煙２４ ．３ G６２ ．２ 镲１０ ．２ 棗２７ ．６ ?６１ ．８ 珑１０ ．１ 弿２８ ．０ 7６１ ．２ 哌１０ ．２ 噰２８ ．６ /５９ ．８ 鬃１０ ．７ �２９ ．４ '５７ ．８ 舷１０ ．８ w３１ ．３  
云 南 ７３ ．８ 鼢９ ．３ 悙１６ ．９ G７３ ．９ 镲９ ．２ 垐１７ ．０ ?７３ ．６ 珑９ ．０ �１７ ．４ 7７３ ．３ 哌８ ．８ x１７ ．９ /４９ ．１ 鬃２１ ．６ �２９ ．３ '７１ ．３ 舷９ ．１ h１９ ．６  
贵 州 ７２ ．５ 鼢９ ．４ 悙１８ ．１ G６７ ．３ 镲９ ．３ 垐２３ ．４ ?６６ ．４ 珑９ ．４ �２４ ．２ 7６５ ．３ 哌９ ．５ x２５ ．２ /６２ ．６ 鬃９ ．６ p２７ ．７ '５９ ．６ 舷９ ．８ h３０ ．６  
重 庆 ５８ ．５ 鼢１５ ．２ 煙２６ ．３ G５６ ．５ 镲１５ ．３ 棗２８ ．１ ?５４ ．７ 珑１５ ．４ 弿３０ ．０ 7５２ ．２ 哌１７ ．２ 噰３０ ．６ /４９ ．２ 鬃１８ ．７ �３２ ．１ '４７ ．６ 舷２０ ．１ w３２ ．３  
四 川 ６１ ．３ 鼢１４ ．１ 煙２４ ．６ G５９ ．６ 镲１４ ．５ 棗２５ ．９ ?５８ ．８ 珑１４ ．６ 弿２６ ．６ 7５７ ．１ 哌１５ ．６ 噰２７ ．３ /５４ ．５ 鬃１６ ．８ �２８ ．６ '５２ ．８ 舷１７ ．５ w２９ ．６  
西 藏 ７５ ．９ 鼢４ ．９ 悙１９ ．２ G７３ ．８ 镲５ ．８ 垐２０ ．４ ?７１ ．８ 珑６ ．５ �２１ ．７ 7６９ ．６ 哌６ ．２ x２４ ．２ /７ ．８ 热３２ ．６ �５９ ．６ '６３ ．７ 舷９ ．４ h２６ ．９  
青 海 ６０ ．９ 鼢１４ ．０ 煙２５ ．１ G６０ ．９ 镲１３ ．４ 棗２５ ．７ ?６０ ．０ 珑１３ ．０ 弿２７ ．０ 7５６ ．４ 哌１３ ．８ 噰２９ ．８ /４４ ．３ 鬃２４ ．５ �３１ ．２ '５１ ．２ 舷１６ ．５ w３２ ．３  
新 疆 ５７ ．５ 鼢１４ ．８ 煙２７ ．７ G５７ ．７ 镲１３ ．８ 棗２８ ．５ ?５６ ．６ 珑１３ ．４ 弿２９ ．９ 7５５ ．９ 哌１３ ．６ 噰３０ ．５ /３７ ．４ 鬃２４ ．６ �３８ ．０ '５４ ．２ 舷１３ ．２ w３２ ．６  
甘 肃 ５８ ．９ 鼢１４ ．３ 煙２６ ．８ G５９ ．７ 镲１３ ．８ 棗２６ ．５ ?５９ ．４ 珑１３ ．４ 弿２７ ．２ 7５９ ．５ 哌１３ ．４ 噰２７ ．１ /４９ ．３ 鬃２７ ．６ �２３ ．１ '５８ ．５ 舷１３ ．８ w２７ ．７  
宁 夏 ５８ ．５ 鼢１７ ．１ 煙２４ ．３ G５７ ．８ 镲１８ ．１ 棗２４ ．１ ?５６ ．５ 珑１８ ．２ 弿２５ ．２ 7５５ ．４ 哌１９ ．４ 噰２５ ．２ /５４ ．６ 鬃１５ ．２ �３０ ．２ '４９ ．９ 舷２１ ．４ w２８ ．７  
陕 西 ５７ ．１ 鼢１７ ．１ 煙２５ ．９ G５５ ．７ 镲１６ ．５ 棗２７ ．８ ?５５ ．７ 珑１６ ．７ 弿２７ ．６ 7５３ ．５ 哌１６ ．５ 噰３０ ．０ /１９ ．６ 鬃４０ ．０ �４０ ．４ '５１ ．２ 舷１７ ．３ w３１ ．５  
内蒙古 ５４ ．６ 鼢１７ ．０ 煙２８ ．４ G５４ ．５ 镲１６ ．５ 棗２９ ．１ ?５３ ．９ 珑１６ ．０ 弿３０ ．１ 7５５ ．８ 哌１５ ．４ 噰２８ ．８ /５４ ．６ 鬃１５ ．２ �３０ ．２ '５４ ．５ 舷１４ ．９ w３０ ．６

小 　计 ６２ ．９１ １３ ．１３ ２３ ．９７ ６１ ．６３ １３ ．０３ ２５ ．３４ ６０ ．７７ １２ ．９８ ２６ ．２４ ５９ ．６０ １３ ．３０ ２７ ．１０ ４５ ．２３ ２１ ．４３ ３３ ．３２ ５６ ．０３ １４ ．４８ ２９ ．４８

中
部
地
区

江 西 ５５ ．２ 鼢１４ ．９ 煙２９ ．９ G５１ ．９ 镲１４ ．４ 棗３３ ．７ ?５１ ．６ 珑１４ ．３ 弿３４ ．１ 7５１ ．３ 哌１５ ．６ 噰３３ ．１ /５０ ．１ 鬃１７ ．８ �３２ ．１ '４８ ．０ 舷２０ ．３ w３１ ．８  
湖 南 ６０ ．４ 鼢１４ ．６ 煙２５ ．０ G６０ ．８ 镲１４ ．７ 棗２４ ．６ ?６０ ．５ 珑１４ ．４ 弿２５ ．１ 7５８ ．８ 哌１５ ．３ 噰２５ ．９ /５７ ．４ 鬃１５ ．５ �２７ ．１ '５５ ．２ 舷１５ ．９ w２８ ．８  
湖 北 ４８ ．９ 鼢１９ ．３ 煙３１ ．８ G４８ ．０ 镲１８ ．３ 棗３３ ．６ ?４８ ．４ 珑１８ ．１ 弿３３ ．５ 7４７ ．４ 哌１８ ．１ 噰３４ ．５ /４５ ．１ 鬃１８ ．７ �３６ ．２ '４４ ．０ 舷１８ ．９ w３７ ．１  
安 徽 ６０ ．６ 鼢１５ ．４ 煙２４ ．０ G５９ ．８ 镲１５ ．８ 棗２４ ．４ ?５８ ．７ 珑１６ ．３ 弿２５ ．０ 7５７ ．２ 哌１７ ．２ 噰２５ ．６ /５４ ．９ 鬃１９ ．０ �２６ ．２ '５２ ．３ 舷２０ ．２ w２７ ．５  
河 南 ６３ ．６ 鼢１７ ．５ 煙１８ ．９ G６４ ．１ 镲１７ ．５ 棗１８ ．４ ?６３ ．１ 珑１８ ．１ 弿１８ ．８ 7６１ ．６ 哌１８ ．８ 噰１９ ．６ /６０ ．２ 鬃１９ ．６ �２０ ．２ '５８ ．１ 舷２０ ．４ w２１ ．５  
山 西 ４６ ．０ 鼢２５ ．３ 煙２８ ．７ G４６ ．７ 镲２４ ．９ 棗２８ ．４ ?４６ ．９ 珑２４ ．５ 弿２８ ．６ 7４６ ．８ 哌２４ ．５ 噰２８ ．７ /４４ ．３ 鬃２４ ．５ �３１ ．２ '４３ ．８ 舷２５ ．４ w３０ ．８

小 　计 ５５ ．７８ １７ ．８３ ２６ ．３８ ５５ ．２２ １７ ．６０ ２７ ．１８ ５４ ．８７ １７ ．６２ ２７ ．５２ ５３ ．８５ １８ ．２５ ２７ ．９０ ５２ ．００ １９ ．１８ ２８ ．８３ ５０ ．２３ ２０ ．１８ ２９ ．５８

东
部
地
区

北 京 １１ ．９ 鼢３３ ．７ 煙５４ ．４ G１１ ．７ 镲３２ ．４ 棗５５ ．９ ?１１ ．２ 珑３３ ．５ 弿５５ ．３ 7８ ．５ 行３０ ．８ 噰６０ ．７ /７ ．８ 热３２ ．６ �５９ ．６ '６ ．９ 览２６ ．４ w６６ ．７  
天 津 １９ ．６ 鼢４０ ．８ 煙３９ ．６ G１９ ．９ 镲４１ ．０ 棗３９ ．１ ?２０ ．０ 珑３９ ．３ 弿４０ ．７ 7２０ ．２ 哌３８ ．５ 噰４１ ．３ /１９ ．６ 鬃４０ ．０ �４０ ．４ '１９ ．３ 舷４０ ．１ w４０ ．６  
上 海 １３ ．８ 鼢４４ ．３ 煙４１ ．９ G１３ ．１ 镲４２ ．８ 棗４４ ．１ ?１２ ．５ 珑４１ ．７ 弿４５ ．８ 7１１ ．３ 哌４１ ．２ 噰４７ ．５ /９ ．６ 热４１ ．０ �４９ ．４ '８ ．３ 览３９ ．５ w５２ ．２  
河 北 ４８ ．６ 鼢２５ ．８ 煙２５ ．６ G４８ ．８ 镲２５ ．４ 棗２５ ．８ ?４９ ．６ 珑２５ ．４ 弿２５ ．０ 7４９ ．１ 哌２５ ．８ 噰２５ ．１ /４９ ．３ 鬃２７ ．６ �２３ ．１ '４７ ．１ 舷２８ ．９ w２４ ．０  
山 东 ５２ ．９ 鼢２３ ．４ 煙２３ ．７ G５３ ．１ 镲２３ ．６ 棗２３ ．３ ?５２ ．３ 珑２３ ．９ 弿２３ ．８ 7５０ ．１ 哌２４ ．９ 噰２５ ．０ /４６ ．９ 鬃２６ ．２ �２６ ．８ '４４ ．４ 舷２７ ．６ w２８ ．０  
江 苏 ４２ ．５ 鼢２９ ．９ 煙２７ ．６ G４２ ．２ 镲２９ ．７ 棗２８ ．１ ?４１ ．４ 珑３０ ．１ 弿２８ ．６ 7３９ ．２ 哌３０ ．８ 噰３０ ．０ /３４ ．６ 鬃３４ ．３ �３１ ．０ '３１ ．０ 舷３６ ．２ w３２ ．７  
浙 江 ４０ ．６ 鼢２９ ．７ 煙２９ ．７ G３７ ．８ 镲３０ ．９ 棗３１ ．３ ?３５ ．７ 珑３２ ．２ 弿３２ ．０ 7３３ ．０ 哌３４ ．１ 噰３２ ．９ /２９ ．６ 鬃３６ ．９ �３３ ．５ '２６ ．９ 舷３９ ．７ w３３ ．４  
福 建 ４８ ．４ 鼢２３ ．９ 煙２７ ．６ G４６ ．９ 镲２４ ．５ 棗２８ ．６ ?４５ ．８ 珑２５ ．１ 弿２９ ．１ 7４４ ．７ 哌２６ ．１ 噰２９ ．２ /４２ ．５ 鬃２７ ．８ �２９ ．８ '４０ ．３ 舷２９ ．４ w３０ ．３  
广 东 ４１ ．２ 鼢２６ ．２ 煙３２ ．６ G４１ ．１ 镲２６ ．２ 棗３２ ．７ ?４０ ．０ 珑２７ ．３ 弿３２ ．７ 7３９ ．６ 哌２６ ．７ 噰３３ ．７ /３７ ．９ 鬃２７ ．９ �３４ ．２ '３５ ．７ 舷２９ ．１ w３５ ．２  
海 南 ６０ ．９ 鼢９ ．７ 悙２９ ．３ G６１ ．３ 镲９ ．６ 垐２９ ．１ ?６０ ．３ 珑９ ．７ �３０ ．０ 7６０ ．１ 哌９ ．６ x３０ ．３ /５９ ．５ 鬃９ ．８ p３０ ．７ '５８ ．０ 舷１０ ．１ w３１ ．９

小 　计 ３８ ．０４  ２８ ．７４ �３３ ．２ G３７ ．５９ �２８ ．６１ Ζ３３ ．８ ?３６ ．８８ 鲻２８ ．８２ 灋３４ ．３ 7３５ ．５８ 铑２８ ．８５ 枛３５ ．５７ >３３ ．７３ 骀３０ ．４１ 帋３５ ．８５ 6３１ ．７９ 揶３０ ．７ w３７ ．５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４８ ．４ 鼢２２ ．４ 煙２９ ．３ G４９ ．５ 镲２１ ．２ 棗２９ ．３ ?４９ ．６ 珑２０ ．８ 弿２９ ．７ 7４９ ．９ 哌２０ ．８ 噰２９ ．３ /５１ ．０ 鬃１９ ．５ �２９ ．４ '４９ ．１ 舷２０ ．４ w３０ ．５  
吉林 ４９ ．４ 鼢２０ ．３ 煙３０ ．４ G５０ ．２ 镲１９ ．１ 棗３０ ．７ ?５０ ．７ 珑１８ ．６ 弿３０ ．８ 7４７ ．９ 哌１７ ．５ 噰３４ ．６ /５０ ．１ 鬃１７ ．４ �３２ ．４ '４６ ．５ 舷１８ ．６ w３４ ．９  
辽宁 ３７ ．６ 鼢２７ ．４ 煙３５ ．０ G３７ ．７ 镲２６ ．３ 棗３６ ．０ ?３７ ．２ 珑２５ ．２ 弿３７ ．７ 7３７ ．６ 哌２４ ．５ 噰３７ ．９ /３７ ．４ 鬃２４ ．６ �３８ ．０ '３６ ．８ 舷２４ ．８ w３８ ．４

小 　计 ４５ ．１３ ２３ ．３７ ３１ ．５７ ４５ ．８０ ２２ ．２０ ３２ ．００ ４５ ．８３ ２１ ．５３ ３２ ．７３ ４５ ．１３ ２０ ．９３ ３３ ．９３ ４６ ．１７ ２０ ．５０ ３３ 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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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３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从业人员城乡分布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城镇 乡村

西
部
地
区

广 西 ４０１ ．２ 5２０８０ ．３ A３８５ ．０ -２１４５ ．４ 9３８３ ．９ %２１５９ ．６ 1３８１ ．６  ２１８９ ．０ )３８５ ．１  ２２１６ ．３ !４０３ ．８  ２２４５ ．４  
云 南 ３６２ ．２ 5１９１１ ．３ A３４６ ．５ -１９４８ ．９ 9３５１ ．５ %１９７１ ．０ 1３５０ ．５  １９９０ ．４ )３４６ ．９  ２００２ ．７ !３７１ ．４  ２０３０ ．０  
贵 州 ２４７ ．７ 5１７２８ ．２ A２４３ ．３ -１８０２ ．６ 9２４６ ．８ %１８２１ ．５ 1２３９ ．６  １８４１ ．８ )２４３ ．５  １８７４ ．９ !２６５ ．８  １９０３ ．０  
重 庆 ２９６ ．５ 5１３４３ ．０ A２８３ ．９ -１３５２ ．６ 9２７８ ．９ %１３４５ ．２ 1２９８ ．０  １３４２ ．２ )３１９ ．３  １３４０ ．３ !３２７ ．９  １３６１ ．５  
四 川 ６８４ ．１ 5３７９８ ．２ A６４６ ．８ -３７８９ ．０ 9６３５ ．８ %３７７８ ．８ 1６４６ ．５  ３７６２ ．３ )６９０ ．０  ３７５９ ．６ !７２９ ．５  ３７７４ ．０  
西 藏 ２１ ．３ %１００ ．９ 1２２ ．６  １００ ．８ )２３ ．９  １００ ．７ !２５ ．３  １０３ ．５  ２７ ．１  １０３ ．６  ２９ ．１ �１０５ ．７  
青 海 ６７ ．９ %１７３ ．３ 1６６ ．６  １７２ ．０ )６６ ．３  １７４ ．０ !７０ ．０  １７７ ．３  ７３ ．７  １８０ ．６  ７８ ．５ �１８４ ．６  
新 疆 ３２６ ．９ 5３４２ ．７ 1３１８ ．４ -３５４ ．１ )３２０ ．０ %３６５ ．４ !３２８ ．０  ３７３ ．４  ３３９ ．０  ３８２ ．３  ３４９ ．４  ３９５ ．１  
甘 肃 ２６６ ．４ 5９１９ ．４ 1２４７ ．６ -９３４ ．５ )２４５ ．０ %９４２ ．２ !２４６ ．７  １００８ ．２ )２５３ ．５  １０５０ ．５ !２６３ ．８  １０５７ ．９  
宁 夏 ７８ ．８ %１９２ ．１ 1７６ ．５  １９７ ．９ )７７ ．６  ２００ ．４ !７８ ．３  ２０３ ．２  ８２ ．２  ２０８ ．５  ８８ ．２ �２０９ ．９  
陕 西 ４５５ ．０ 5１３２６ ．０ A４６９ ．６ -１３４３ ．２ 9４５１ ．５ %１３３３ ．１ 1５１０ ．５  １３６２ ．６ )５１５ ．１  １３９６ ．２ !４５９ ．２  １４２５ ．５  
内蒙古 ３９６ ．０ 5６２１ ．０ 1３８５ ．１ -６３１ ．５ )３８０ ．８ %６３２ ．５ !３５９ ．６  ６５０ ．５  ３５２ ．９  ６５２ ．３  ３４３ ．４  ６７５ ．８

小 　计 ３６０４ %１４５３６ ．４ Q３４９１ ．９ =１４７７２ ．５ I３４６２  １４８２４ ．４ A３５３４ ．６ -１５００４ ．４ 9３６２８ ．３ %１５１６７ ．８ 1３７１０ �１５３６８ ．４

中
部
地
区

江 西 ４１５ ．７ 5１５４５ ．８ A３８８ ．１ -１５４７ ．２ 9３８０ ．８ %１５５２ ．２ 1３７７ ．７  １５７７ ．４ )３８３ ．９  １５８８ ．４ !４３４ ．４  １６０５ ．４  
湖 南 ６８５ ．９ 5２８１０ ．１ A６０６ ．０ -２８５６ ．１ 9５６１ ．３ %２８７７ ．６ 1５７０ ．５  ２８９８ ．２ )６０１ ．５  ２９１４ ．４ !６４８ ．１  ２９５１ ．６  
湖 北 ８０２ ．５ 5１７６９ ．８ A７２６ ．１ -１７８１ ．７ 9６７０ ．８ %１７８１ ．７ 1６６９ ．９  １７９７ ．６ )７０４ ．８  １８３２ ．５ !７１１ ．５  １８７７ ．０  
安 徽 ５８８ ．２ 5２７２４ ．３ A５７５ ．１ -２７９７ ．８ 9５６８ ．２ %２８２１ ．５ 1５６２ ．４  ２８４１ ．４ )５５４ ．２  ２８６１ ．７ !５４２ ．４  ２９１０ ．８  
河 南 ８９３ ．９ 5４３１１ ．２ A８５９ ．３ -４７１２ ．４ 9８２８ ．８ %４６８７ ．８ 1８３１ ．１  ４６９０ ．９ )８４０ ．７  ４６９５ ．０ !８６９ ．５  ４７１８ ．０  
山 西 ４５５ ．７ 5９７８ ．６ 1４３０ ．５ -９８８ ．６ )４２４ ．３ %９８８ ．６ !４１７ ．１  １０００ ．３ )４５６ ．７  １０１２ ．８ !４５３ ．１  １０２１ ．５

小 　计 ３８４１ ．９ E１４１３９ ．８ Q３５８５ ．１ =１４６８３ ．８ I３４３４ ．２ 5１４７０９ ．４ A３４２８ ．７ -１４８０５ ．８ 9３５４１ ．８ %１４９０４ ．８ 1３６５９ �１５０８４ ．３

东
部
地
区

北 京 ４５６ ．６ 5１６５ ．３ 1４５６ ．３ -１６５ ．８ )４６４ ．２ %１６５ ．３ !６３３ ．３  １６５ ．６  ６８９ ．０  １６９ ．６  ７２３ ．６  １７１ ．４  
天 津 ２５１ ．８ 5１６９ ．３ 1２３８ ．６ -１６８ ．１ )２４１ ．３ %１６９ ．２ !２３４ ．４  １６８ ．７  ２４５ ．９  １７３ ．８  ２４６ ．２  １７５ ．７  
上 海 ４１９ ．７ 5２５７ ．７ 1４１７ ．５ -２５５ ．６ )４３７ ．４ %２５５ ．０ !４８９ ．３  ２５３ ．５  ５２１ ．５  ２５０ ．１  ５６４ ．３  ２４８ ．１  
河 北 ７４５ ．６ 5２６５４ ．３ A７３４ ．１ -２７０７ ．１ 9６６１ ．７ %２７１７ ．９ 1６５３ ．９  ２７３１ ．８ )６４１ ．４  ２７４８ ．０ !６４４ ．４  ２７７２ ．０  
山 东 １０７９ ．０ E３６１９ ．５ A１０２２ ．２ =３６３９ ．６ 9１０１８ ．０ 5３６５３ ．７ 1１０５６ ．７ -３６９５ ．２ )１１３２ ．３ %３７１８ ．４ !１１８５ ．５  ３７５４ ．２  
江 苏 ８８６ ．３ 5２７０９ ．４ A８７０ ．８ -２６８８ ．０ 9８８１ ．０ %２６８４ ．４ 1８５６ ．３  ２６４９ ．３ )９６１ ．２  ２６４９ ．１ !１０５４ ．９  ２６６４ ．８  
浙 江 ５７０ ．７ 5２０９０ ．１ A５９２ ．１ -２１０８ ．４ 9６０１ ．９ %２１７０ ．１ 1６４９ ．２  ２１８５ ．６ )７４２ ．０  ２２１９ ．９ !８３９ ．７  ２２５２ ．３  
福 建 ４１７ ．１ 5１２１３ ．９ A４１６ ．１ -１２４４ ．１ 9４２２ ．６ %１２５５ ．２ 1４３６ ．８  １２７４ ．５ )４７３ ．０  １２８３ ．７ !５０６ ．０  １３１１ ．５  
广 东 １０９５ ．７ E２６６４ ．７ A１０７５ ．９ =２７８５ ．１ 9１１０４ ．１ 5２８５８ ．７ 1１１８６ ．４ -２７８０ ．３ )１２９５ ．０ %２８２４ ．５ !１３７１ ．４  ２９４４ ．６  
海 南 １１０ ．９ 5２１５ ．１ 1１０９ ．７ -２２４ ．０ )１１０ ．２ %２２９ ．５ !１０８ ．２  ２３３ ．５  １１３ ．５  ２４０ ．３  １１６ ．５  ２５０ ．１

小计 ６０３３ ．４ E１５７５９ ．３ Q５９３３ ．３ =１５９８５ ．８ I５９４２ ．４ 5１６１５９ !６３０４ ．５ -１６１３８  ６８１４ ．８ %１６２７７ ．４ 1７２５２ ．５  １６５４４ ．７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７８４ ．９ 5８９４ ．９ 1７２１ ．８ -９１３ ．２ )７１２ ．２ %９１８ ．８ !６９７ ．２  ９２９ ．２  ６８６ ．３  ９３６ ．１  ６８０ ．０  ９４３ ．３  
吉 林 ４７５ ．４ 5６２７ ．４ 1４３７ ．９ -６４１ ．０ )４１７ ．２ %６４０ ．０ !４３９ ．４  ６５６ ．０  ３７５ ．６  ６６９ ．０  ４４４ ．６  ６７０ ．９  
辽 宁 ８５７ ．５ 5９３８ ．８ 1８４６ ．６ -９６６ ．０ )８５５ ．９ %９７７ ．５ !８４８ ．５  ９９３ ．５  ８４５ ．０  １０１６ ．３ !８６７ ．８  １０８３ ．９

小 　计 ２１１７ ．８ E２４６１ ．１ A２００６ ．３ =２５２０ ．２ 9１９８５ ．３ 5２５３６ ．３ 1１９８５ ．１ -２５７８ ．７ )１９０６ ．９ %２６２１ ．４ !１９９２ ．４  ２６９８ ．１  
全国人数 ２１０１４ 5４９５７２ 1２１２７４ -４９８７６ )２３９４０ %４９０８５ !２４７８０  ４８９６０  ２５６３９  ４８７９３  ２６４７６  ４８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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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４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劳动力资源发展及抚养比
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人或％ ）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年

总量 抚养比 总量 抚养比 总量 抚养比 总量 抚养比 总量 抚养比

西
部
地
区

广 西 ３０５３ ．１８ n５４ ．２３ |２９９１ 殮３３ ．３６ 儋３３３１ ．３８ '４４ ．３３ 5３３６４ ．３６ 剟４４ ．２６ 拻３４６５ ．３２ 後４１ ．６２ 镲
云 南 ２７４０ ．５７ n５２ ．３０ |２９１５ 殮３２ ．０２ 儋２９４９ ．８０ '４５ ．９３ 5２９８１ ．０６ 剟４６ ．３２ 拻３０８６ ．７５ 後４３ ．２７ 镲
贵 州 ２４２５ ．１０ n５１ ．９２ |２２５３ 殮３６ ．０８ 儋２５２１ ．２６ '５１ ．２９ 5２５６９ ．５５ 剟５０ ．３３ 拻２６１８ ．３２ 後４９ ．３７ 镲
重庆 ２０９８ ．９８ n４６ ．８５ |２１６８ 殮２９ ．８３ 儋２２１５ ．０８ '４０ ．３９ 5２２５１ ．８３ 剟３８ ．８９ 拻２１４０ ．５８ 後４７ ．７５ 镲
四 川 ５８２７ ．３６ n４６ ．７９ |５８２２ 殮３０ ．１０ 儋６１０３ ．７４ '４２ ．１２ 5６２２４ ．９５ 剟４０ ．２６ 拻６２９５ ．５５ 後３９ ．６３ 镲
西 藏 １５４ ．００ ^６４ ．４９ |１６８ 妸３５ ．７０ 儋１８０ ．３６  ４６ ．３８ 5１７９ ．９４ t４９ ．３１ 拻１８７ ．６８ 蜒４５ ．３８ 镲
青 海 ３３９ ．８６ ^４９ ．０２ |３５８ 妸３０ ．９５ 儋３６１ ．０３  ４５ ．４７ 5３６９ ．６５ t４３ ．９２ 拻３８２ ．０９ 蜒４１ ．２６ 镲
新 疆 １２００ ．３１ n４６ ．６４ |１３１２ 殮３１ ．８３ 儋１３８４ ．６２ '４４ ．７３ 5１３３９ ．６１ 剟４３ ．１７ 拻１４００ ．７２ 後３９ ．５３ 镲
甘 肃 １７０１ ．９５ n４９ ．１１ |１７４２ 殮３２ ．００ 儋１７９８ ．１８ '４３ ．７９ 5１８３５ ．９５ 剟４２ ．１５ 拻１８７５ ．５７ 後４０ ．２４ 镲
宁 夏 ３６１ ．５８ ^４９ ．７４ |３７７ 妸３２ ．８５ 儋３８７ ．３５  ４５ ．９５ 5３９１ ．１４ t４７ ．１０ 拻４０１ ．５５ 蜒４５ ．９７ 镲
陕 西 ２４１１ ．２７ n５０ ．２０ |２４９０ 殮３０ ．９４ 儋２５５８ ．４０ '４３ ．６０ 5２６３８ ．５９ 剟４０ ．１５ 拻２７０５ ．０７ 後３７ ．８５ 镲
内蒙古 １６９９ ．１８ n３９ ．００ |１７４３ 殮２６ ．６３ 儋１７５１ ．６２ '３６ ．２９ 5１７７４ ．６４ 剟３４ ．９１ 拻１８１３ ．６６ 後３２ ．６１

小 　计 ２４０１３ ．３４ ~５０ ．０２９ 寣２４３３９ *３１ ．８６ 儋２５５４２ ．８２ 7４４ ．１９ 5２５９２１ ．２７ 敂４３ ．４０ 拻２６３７２ ．８６ 耨４２ ．０４

中
部
地
区

江 西 ２８１５ ．３７ n４９ ．９４ |２８１１ 殮３２ ．１０ 儋２８６１ ．７４ '４６ ．８５ 5２９６７ ．４１ 剟４３ ．２４ 拻３０２５ ．７８ 後４２ ．０７ 镲
湖 南 ４５０７ ．８９ n４５ ．２８ |４５４３ 殮２９ ．４６ 儋４７０６ ．３８ '４０ ．７２ 5４７８１ ．０６ 剟３９ ．５６ 拻４８９３ ．７９ 後３７ ．５８ 镲
湖 北 ４０２７ ．０５ n４７ ．７５ |４２６９ 殮２９ ．１８ 儋４０８５ ．９３ '４６ ．８２ 5４２７７ ．１９ 剟４０ ．９１ 拻４３９３ ．５８ 後３７ ．８６ 镲
安 徽 ４１９４ ．６７ n４８ ．５０ |４０１２ 殮３２ ．９７ 儋４２９３ ．６２ '４８ ．００ 5４４６５ ．６８ 剟４２ ．８７ 拻４５２０ ．７０ 後４３ ．２９ 镲
河 南 ６２６６ ．６０ n４９ ．７４ |６２１１ 殮３２ ．９０ 儋６５９２ ．６１ '４５ ．５３ 5６７１２ ．８３ 剟４４ ．１６ 拻６９０１ ．０４ 後４１ ．５６ 镲
山 西 ２１３９ ．９６ n４９ ．３１ |２２４２ 殮３２ ．００ 儋２２８６ ．７４ '４３ ．６５ 5２３１８ ．６４ 剟４２ ．９９ 拻２４０３ ．５２ 後３９ ．３４

小 　计 ２３９５１ ．５４ ~４８ ．４２ |２４０８８ *３１ ．４４ 儋２４８２７ ．０２ 7４５ ．２６ 5２５５２２ ．８１ 敂４２ ．２９ 拻２６１３８ ．４１ 耨４０ ．２８

东
部
地
区

北 京 ９３８ ．１１ ^３３ ．７３ |１０７８ 殮２１ ．９６ 儋１０８０ ．４７ '２８ ．５６ 5１１２０ ．９８ 剟２７ ．８２ 拻１１６１ ．１８ 後２６ ．７１ 镲
天 津 ６９３ ．９５ ^３８ ．８７ |７５０ 妸２５ ．０８ 儋７５３ ．１４  ３３ ．８７ 5７６１ ．５１ t３３ ．１５ 拻７７７ ．４３ 蜒３１ ．４０ 镲
上 海 １０７３ ．４６ n３７ ．３８ |１２７７ 殮２３ ．７２ 儋１２２９ ．１５ '３１ ．８５ 5１２２３ ．７３ 剟３３ ．６６ 拻１３１０ ．６６ 後３１ ．９２ 镲
河 北 ４５７９ ．２０ n４４ ．５０ |４７４２ 殮２９ ．６８ 儋４７８９ ．１７ '４０ ．４６ 5４９６５ ．３８ 剟３６ ．５２ 拻５１００ ．４１ 後３４ ．１１ 镲
山 东 ６２２９ ．４１ n４２ ．９２ |６４５７ 殮２８ ．８８ 儋６５９６ ．７６ '３７ ．６３ 5６６３５ ．８５ 剟３７ ．７７ 拻６７９１ ．７２ 後３５ ．７７ 镲
江 苏 ５０７７ ．７７ n４２ ．４８ |５３２５ 殮２８ ．４１ 儋５２６６ ．９０ '４０ ．２２ 5５３２２ ．９１ 剟３９ ．５９ 拻５４５９ ．５２ 後３７ ．０８ 镲
浙 江 ３２０８ ．４０ n３９ ．８９ |３４１８ 殮２６ ．９１ 儋３３５４ ．６６ '３８ ．０９ 5３３８６ ．３５ 剟３８ ．１３ 拻３５２８ ．１６ 後３４ ．０４ 镲
福 建 ２２０１ ．３３ n５０ ．９５ |２４４５ 殮２９ ．５６ 儋２４６３ ．１６ '４０ ．２３ 5２４６５ ．４８ 剟４１ ．５１ 拻２５４５ ．６５ 後３８ ．４６ 镲
广 东 ４６２７ ．９７ n５５ ．４７ |６０３０ 殮３０ ．２２ 儋５２３９ ．９８ '４９ ．１５ 5５１７３ ．０１ 剟５２ ．９１ 拻５３８０ ．２３ 後４９ ．３９ 镲
海 南 ４９１ ．９１ ^５４ ．１５ |５１９ 妸３４ ．０５ 儋５３２ ．５９  ４９ ．９９ 5５５０ ．４１ t４６ ．８８ 拻５６２ ．０１ 蜒４５ ．８１

小 　计 ２９１２１ ．５１ ~４４ ．０３ |３２０４１ *２７ ．８５ 儋３１３０５ ．９８ 7３９ ．０１ 5３１６０５ ．６１ 敂３８ ．７９ 拻３２６１６ ．９７ 耨３６ ．４７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２８１０ ．９６ n３５ ．２０ |２７９２ 殮２４ ．３２ 儋２９３２ ．７９ '３０ ．４７ 5２９７５ ．２５ 剟２９ ．０１ 拻３０３２ ．８２ 後２７ ．１１ 镲
吉 林 １９８７ ．０９ n３４ ．０１ |２０５１ 殮２４ ．８１ 儋２０８１ ．３８ '２９ ．８０ 5２１１１ ．６１ 剟２８ ．６８ 拻２１４９ ．２８ 後２７ ．１４ 镲
辽 宁 ３０８６ ．１７ n３５ ．６８ |３１５７ 殮２５ ．５１ 儋３２０９ ．３１ '３１ ．２２ 5３１９８ ．４７ 剟３２ ．２８ 拻３２６０ ．５６ 後３０ ．４９

小 　计 ７８８４ ．２２ n３４ ．９６ |８０００ 殮２４ ．８８ 儋８２２３ ．４８ '３０ ．５０ 5８２８５ ．３３ 剟２９ ．９９ 拻８４４２ ．６６ 後２８ ．２５ 镲
全国统计数 ８４９７０ ．４９ ~４６ ．１４ |８８７９３ *２９ ．８５ 儋８９８９９ ．３９ 7４１ ．７４ 5９１３３４ ．８３ 敂４０ ．５４ 拻９３５７１ ．１２ 耨３８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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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５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各地区职工人数
发展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吵２０００ 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洓２００３ 摀２００４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２９５ ．２ 浇２８３ ．１ 档２７４ ．３ �２５９ ．３ ゥ２５５ ．７ 潩２６０ ．８ 晻
云南 ２８４ ．５ 浇２７３ ．４ 档２６１ ．６ �２４９ ．３ ゥ２４４ ．０ 潩２３５ ．４ 晻
贵州 １９７ ．８ 浇１９４ ．０ 档１８９ ．２ �１８８ ．５ ゥ１８８ ．７ 潩１９２ ．７ 晻
重庆 ２２２ ．３ 浇２０８ ．９ 档２０１ ．２ �１９９ ．９ ゥ２０５ ．６ 潩２０８ ．０ 晻
四川 ５４７ ．２ 浇５１５ ．４ 档４８６ ．７ �４８１ ．２ ゥ４８６ ．７ 潩４８０ ．７ 晻
西藏 １５ ．８ ǐ１６ ．２ ＃１６ ．０ 洓１４ ．８ 摀１４ ．５ 媼１４ ．５ 儍
青海 ５２ ．４ ǐ４６ ．９ ＃４３ ．５ 洓４２ ．２ 摀４１ ．１ 媼４０ ．５ 儍
新疆 ２７０ ．９ 浇２５５ ．８ 档２４７ ．０ �２４２ ．３ ゥ２３７ ．９ 潩２３６ ．０ 晻
甘肃 ２０５ ．４ 浇２０１ ．２ 档１９３ ．０ �１９０ ．２ ゥ１８９ ．０ 潩１８７ ．０ 晻
宁夏 ６４ ．１ ǐ６２ ．７ ＃６０ ．４ 洓５９ ．６ 摀５９ ．４ 媼５８ ．５ 儍
陕西 ３３５ ．４ 浇３２７ ．６ 档３２３ ．８ �３２１ ．８ ゥ３１９ ．４ 潩３１８ ．５ 晻
内蒙古 ２７８ ．２ 浇２６３ ．９ 档２５１ ．０ �２４３ ．２ ゥ２４０ ．３ 潩２３８ ．７

小 　 计 ２７６９ ．２ 舷２６４９ ．１ 乔２５４７ ．７ 靠２４９２ ．３ 贩２４８２ ．３ �２４７１ ．３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３０５ ．９ 浇２９１ ．６ 档２７９ ．３ �２６１ ．９ ゥ２５６ ．７ 潩２５８ ．４ 晻
湖南 ４５９ ．４ 浇４４１ ．３ 档３９７ ．９ �３９３ ．５ ゥ３７９ ．４ 潩３６７ ．４ 晻
湖北 ５６８ ．０ 浇５２９ ．４ 档５０１ ．６ �４８３ ．４ ゥ４８６ ．１ 潩４８８ ．７ 晻
安徽 ４０８ ．９ 浇３９２ ．７ 档３７２ ．０ �３５８ ．７ ゥ３３７ ．８ 潩３２４ ．８ 晻
河南 ７２３ ．２ 浇７１８ ．２ 档７０４ ．４ �６９３ ．９ ゥ６８２ ．５ 潩６７６ ．９ 晻
山西 ３７９ ．４ 浇３７０ ．２ 档３６３ ．０ �３５１ ．６ ゥ３４７ ．９ 潩３５２ ．０

小 　 计 ２８４４ ．８ 舷２７４３ ．４ 乔２６１８ ．２ 靠２５４３ 摀２４９０ ．４ �２４６８ ．２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４０３ ．０ 浇３９７ ．９ 档４００ ．３ �４３４ ．２ ゥ４３６ ．３ 潩４４６ ．４ 晻
天津 ２０２ ．７ 浇１９３ ．３ 档１８４ ．０ �１７７ ．０ ゥ１７４ ．９ 潩１７２ ．６ 晻
上海 ３２７ ．１ 浇３０７ ．０ 档２９０ ．０ �２９０ ．６ ゥ２７９ ．２ 潩２６４ ．４ 晻
河北 ５６３ ．８ 浇５３９ ．４ 档５１９ ．２ �４９４ ．７ ゥ４８６ ．８ 潩４８０ ．０ 晻
山东 ８０９ ．１ 浇７９０ ．１ 档７７０ ．５ �７６４ ．８ ゥ７６２ ．３ 潩７７６ ．１ 晻
江苏 ７１７ ．１ 浇６７３ ．３ 档６２５ ．８ �５９０ ．３ ゥ５７９ ．１ 潩５７５ ．１ 晻
浙江 ３９６ ．８ 浇３７３ ．０ 档３５３ ．２ �３５０ ．６ ゥ３７３ ．２ 潩４３４ ．６ 晻
福建 ３２０ ．４ 浇３１８ ．０ 档３１４ ．３ �３１５ ．３ ゥ３３４ ．１ 潩３６５ ．６ 晻
广东 ７８０ ．９ 浇７４７ ．７ 档７２４ ．６ �７３５ ．１ ゥ７６３ ．５ 潩８１１ ．８ 晻
海南 ８０ ．４ ǐ７７ ．８ ＃７４ ．７ 洓７３ ．１ 摀７１ ．６ 媼７２ ．５

小 　 计 ４６０１ ．３ 舷４４１７ ．５ 乔４２５６ ．６ 靠４２２５ ．７ 贩４２６１ 媼４３９９ ．１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５７４ ．７ 浇５３１ ．５ 档５１０ ．９ �４９６ ．５ ゥ４８７ ．８ 潩４７６ ．９ 晻
吉林 ３５２ ．６ 浇３２９ ．９ 档３１３ ．３ �２９８ ．３ ゥ２８６ ．８ 潩２７９ ．４ 晻
辽宁 ６３１ ．０ 浇５８７ ．０ 档５４５ ．３ �５０２ ．０ ゥ４８３ ．５ 潩４８１ ．１

小计 １５５８ ．３ 舷１４４８ ．４ 乔１３６９ ．５ 靠１２９６ ．８ 贩１２５８ ．１ �１２３７ ．４ Ё
全国合计 １１７７３ ．６ 後１１２５８ ．４ 儋１０７９２ �１０５５７ ．８ 缮１０４９１ ．８ 亮１０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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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党政人才情况

表 ３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各地区国家机关 、

党政群单位职工总数统计表 　 （单位 ：万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３５ ．０ ǐ３４ ．０ ＃３３ ．８ 洓２７ ．５ 摀３１ ．１ 媼３２ ．４ 儍
云南 ３７ ．５ ǐ３５ ．５ ＃３５ ．５ 洓３４ ．４ 摀３６ ．１ 媼３７ ．１ 儍
贵州 ２６ ．４ ǐ２６ ．７ ＃２７ ．９ 洓２７ ．１ 摀２８ ．２ 媼２９ ．６ 儍
重庆 １９ ．６ ǐ１９ ．７ ＃１７ ．９ 洓１７ ．７ 摀１９ ．２ 媼１９ ．１ 儍
四川 ５８ ．９ ǐ５９ ．３ ＃５７ ．２ 洓５５ ．０ 摀６０ ．７ 媼６１ ．２ 儍
西藏 ４ ．４ 櫃５ ．４ 憫５ ．５ 墘５ ．２ 亖５ ．４ y５ ．５ q
青海 ６ ．１ 櫃６ ．１ 憫６ ．１ 墘６ ．１ 亖６ ．５ y６ ．７ q
新疆 ２４ ．５ ǐ２５ ．１ ＃２５ ．７ 洓２６ ．０ 摀２７ ．３ 媼２８ ．５ 儍
甘肃 ２２ ．２ ǐ２２ ．９ ＃２３ ．１ 洓２３ ．５ 摀２５ ．７ 媼２４ ．２ 儍
宁夏 ６ ．３ 櫃６ ．２ 憫６ ．２ 墘６ ．３ 亖６ ．８ y６ ．９ q
陕西 ３７ ．２ ǐ３７ ．９ ＃３８ ．２ 洓３８ ．９ 摀３９ ．９ 媼４０ ．８ 儍
内蒙古 ２９ ．５ ǐ２９ ．４ ＃２９ ．４ 洓２７ ．７ 摀２９ ．１ 媼３０ ．５

小 　 计 ３０７ ．６ 浇３０８ ．２ 档３０６ ．５ �２９５ ．４ ゥ３１６ y３２２ ．５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３４ ．５ ǐ３４ ．２ ＃３３ ．９ 洓３２ ．９ 摀３５ ．８ 媼３５ ．０ 儍
湖南 ５１ ．８ ǐ５２ ．９ ＃５７ ．５ 洓５５ ．８ 摀５９ ．７ 媼６０ ．８ 儍
湖北 ５２ ．８ ǐ５２ ．４ ＃５１ ．２ 洓４７ ．７ 摀５１ ．２ 媼５３ ．９ 儍
安徽 ３８ ．９ ǐ４０ ．２ ＃３９ ．８ 洓３９ ．７ 摀４０ ．７ 媼４０ ．５ 儍
河南 ７８ ．０ ǐ８０ ．１ ＃８２ ．０ 洓８０ ．０ 摀９０ ．７ 媼９４ ．６ 儍
山西 ４１ ．３ ǐ４１ ．８ ＃４１ ．５ 洓３９ ．６ 摀４０ ．２ 媼４１ ．２

小 　 计 ２９７ ．３ 浇３０１ ．６ 档３０５ ．９ �２９５ ．７ ゥ３１８ ．３ 潩３２６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２９ ．６ ǐ２４ ．３ ＃２４ ．２ 洓２２ ．４ 摀２５ ．５ 媼２６ ．７ 儍
天津 １１ ．６ ǐ１１ ．６ ＃１１ ．６ 洓１１ ．３ 摀１１ ．８ 媼１１ ．８ 儍
上海 １３ ．６ ǐ１３ ．４ ＃１３ ．２ 洓１４ ．６ 摀１４ ．８ 媼１５ ．０ 儍
河北 ６３ ．１ ǐ６４ ．２ ＃６４ ．２ 洓６０ ．９ 摀６５ ．７ 媼６７ ．３ 儍
山东 ７６ ．０ ǐ７７ ．９ ＃７８ ．７ 洓７８ ．９ 摀８４ ．８ 媼８７ ．２ 儍
江苏 ４４ ．２ ǐ４５ ．５ ＃４４ ．７ 洓４４ ．７ 摀４９ ．３ 媼５１ ．８ 儍
浙江 ３３ ．７ ǐ３４ ．０ ＃３３ ．１ 洓３３ ．３ 摀３６ ．８ 媼３７ ．７ 儍
福建 ２８ ．０ ǐ２８ ．７ ＃２８ ．４ 洓２７ ．３ 摀２８ ．２ 媼２８ ．０ 儍
广东 ６７ ．９ ǐ６９ ．４ ＃６７ ．０ 洓６６ ．５ 摀７３ ．２ 媼７５ ．９ 儍
海南 ７ ．９ 櫃８ ．７ 憫７ ．８ 墘７ ．７ 亖７ ．９ y８ ．１

小 　 计 ３７５ ．６ 浇３７７ ．７ 档３７２ ．９ �３６７ ．６ ゥ３９８ y４０９ ．５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３８ ．９ ǐ３８ ．８ ＃３７ ．７ 洓３４ ．５ 摀３７ ．３ 媼３８ ．３ 儍
吉林 ２５ ．０ ǐ２５ ．０ ＃２４ ．５ 洓２３ ．９ 摀２７ ．４ 媼２８ ．３ 儍
辽宁 ３９ ．５ ǐ３９ ．７ ＃４０ ．２ 洓３９ ．０ 摀４４ ．０ 媼４５ ．６

小 　 计 １０３ ．４ 浇１０３ ．５ 档１０２ ．４ �９７ ．４ 摀１０８ ．７ 潩１１２ ．２ 晻
全国合计 １０８３ ．９ 舷１０９１ ＃１０８７ ．７ 靠１０５６ ．１ 贩１１４１ 媼１１７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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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基本情况

表 ４ ．１ 　全国分地区工业 、建筑业企业情况统计表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工业企业 建筑企业 工业企业 建筑企业

单位数

（万个）

总产值

（亿元）

单位数

（个）

建从业人

员（万人）

单位数

（万个）

工业增加

值（亿元）

从业人员

（万人）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数（万人）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３１４２ W９１１ ．００ 怂１０２１ 鼢３５ ．１０ Y３２０９ 棗５９５ ．６ �８５ ．５９ I１０４１ 噰３４ ．０３ 殚
云南 ２１３３ W９８８ ．５３ 怂１３６５ 鼢５９ ．７２ Y１９８７ 棗８８１ ．２ �６３ ．５０ I１４０３ 噰５３ ．１１ 殚
贵州 ２１１９ W５５１ ．９３ 怂５８６ 邋２２ ．６２ Y２３２９ 棗４３８ ．４ �６６ ．８０ I５２３ u２８ ．３９ 殚
重庆 １９７５ W８５８ ．５５ 怂１７２１ 鼢７５ ．４３ Y２６００ 棗５７９ ．７ �８８ ．８６ I１７８６ 噰７８ ．８９ 殚
四川 ４５３８ W１８９５ ．８２ 葺３０１７ 鼢１７０ ．９５ k６４８１ 棗１５４６ ．５  ２０７ ．９５ [３７８６ 噰２５７ ．２８ �
西藏 ３２９ E１４ ．９８ 构１３４ 邋２ ．０６ G１６４ 厖１４ ．４ 珑１ ．８３ 7１３７ u２ ．５３ 鬃
青海 ５５９ E１６０ ．７７ 怂２１１ 邋８ ．１３ G４３２ 厖１３２ ．４ �１３ ．７７ I４１８ u９ ．５１ 鬃
新疆 １６２５ W６３１ ．８４ 怂７０８ 邋１９ ．３４ Y１２３１ 棗６１６ ．９ �３８ ．４５ I７６６ u２１ ．３４ 殚
甘肃 ２２４５ W６６７ ．５３ 怂５３３ 邋３２ ．１７ Y２９１８ 棗５０５ ．１ �７７ ．０７ I８３８ u４５ ．５４ 殚
宁夏 ４９６ E１９７ ．６６ 怂４７８ 邋８ ．３９ G４８２ 厖１４７ ．０ �２３ ．９２ I４６３ u８ ．５７ 鬃
陕西 ２５８７ W１０３５ ．８８ 葺８６９ 邋４０ ．８５ Y２５４７ 棗８７０ ．７ �１１５ ．３９ [７３８ u６４ ．７５ 殚
内蒙古 １３９２ W６４０ ．６８ 怂８９３ 邋２６ ．７４ Y２０１４ 棗７７６ ．８ �７８ ．６２ I６５５ u２８ ．０５

小 　 计 ２３１４０ i８５５５ ．１７ 葺１１５３６  ５０１ ．５ Y２６３９４ ┅７１０４ ．７  ８６１ ．７５ [１２５５４ 櫃６３１ ．９９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３７３０ W８５４ ．６５ 怂１０２８ 鼢３０ ．８７ Y３４４５ 棗６１７ ．８ �９９ ．７３ I１３０６ 噰５５ ．６３ 殚
湖南 ４７９０ W１４１４ ．１２ 葺１７９７ 鼢８１ ．５４ Y６５２９ 棗１１９８ ．１  １５８ ．６６ [１６１６ 噰１１５ ．４０ �
湖北 ６８７４ W２８３４ ．３５ 葺２０５５ 鼢９１ ．８０ Y６５４２ 棗１６６４ ．７  １９６ ．９７ [１９１０ 噰１１２ ．５６ �
安徽 ３７８４ W１５３３ ．９０ 葺１５２０ 鼢７３ ．４０ Y４４５６ 棗１０８２ ．２  １５４ ．０１ [１９３３ 噰９２ ．０１ 殚
河南 ９９２２ W３１０９ ．１８ 葺１８９３ 鼢７９ ．６４ Y９６２０ 棗２３３２ ．７  ３２６ ．９２ [２２３０ 噰９２ ．３６ 殚
山西 ３３４５ W１０９６ ．８３ 葺８２８ 邋３５ ．２８ Y３３５５ 棗１２４２ ．８  １８５ ．９９ [１３３２ 噰４９ ．６３

小 　 计 ３２４４５ i１０８４３ ．０ 葺９１２１ 鼢３９２ ．５３ k３３９４７ ┅８１３８ ．３  １１２２ ．２８ m１０３２７ 櫃５１７ ．５９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５２２５ W１９９９ ．９７ 葺１５８８ 鼢６１ ．９６ Y４３２４ 棗１２５９ ．５  ９９ ．９３ I２１０７ 噰５１ ．９５ 殚
天津 ５２１３ W２２６１ ．４９ 葺４８８ 邋２４ ．３９ Y５０７６ 棗１３９５ ．６  １１７ ．９７ [９２２ u２４ ．７０ 殚
上海 ９３２３ W５４５２ ．９１ 葺１５１４ 鼢３８ ．５３ Y１２５５７ ┅３４２７ ．０  ２３８ ．９３ [２００９ 噰５４ ．８１ 殚
河北 ７４１８ W２９９４ ．５８ 葺１７１８ 鼢８６ ．１７ Y８００６ 棗２４５９ ．２  ２７３ ．５５ [１４７４ 噰１０５ ．７４ �
山东 １１３９１ i６９４４ ．５２ 葺４２８６ 鼢１６３ ．９０ k２０３０４ ┅６４９８ ．３  ６４７ ．８１ [５２６１ 噰２１７ ．９７ �
江苏 １８００４ i８９１５ ．０４ 葺３９４６ 鼢２１９ ．９７ k２７１２３ ┅６４４７ ．５  ６２３ ．１０ [４８０２ 噰２８０ ．６５ �
浙江 １３３０１ i５１９１ ．５６ 葺３６１３ 鼢１５６ ．

３

２ k

�„

��

１ ６

kk

３

４

７７

��

１

��

２

．

� ０

i

��

８

��

２８

０． ０

０

．浙

８

１１

８ ９９９

． 葺

６

９ １

６

．

３ 鼢

１ ６８

３６ 鼢

５２

． 葺

８

┅

１

．

鼢

８

１

６

１

２ ┅

８

１

０

鼢

４８． ┅７

浙

４

８

鼢

０

８

河

１

３

００

１

５

３

葺

．

１

０

６

４

６

．

３

０

１

５３

２

４

７．

．

８

．

１

葺

０

３

１

２０

．

８

┅４８

１

１

．

１

８

．

．

┅葺

浙

４１

１

５

４

３

００

６ ３

２

３

．

１

１

３

１

６

１

５

２

１

１

２

３３

葺． ２００

３

２

２

３３

２

４

３

２

１

８

２

８

００

２

１

８

３３

８

６

２

６

． ２

２

６

８

２８

３

．

２

１

０

１

１

２

１

６

１１

１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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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工业企业 建筑企业 工业企业 建筑企业

单位数

（万个）

总产值

（亿元）

单位数

（个）

建从业人

员（万人）

单位数

（万个）

工业增加

值（亿元）

从业人员

（万人）

单位数

（个）

从业人员

数（万人）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２９５７ W１８５４ ．５７ 葺１６６７ 鼢４７ ．５９ Y２６０７ 棗１６１９ ．６  １３２ ．５７ [１５３２ 噰４４ ．８１ 殚
吉林 ２７９３ W１３６６ ．９２ 葺７４２ 邋３０ ．２１ Y２４８６ 棗９９４ ．３ �１００ ．３７ [７８６ u３２ ．３１ 殚
辽宁 ５８１６ W３３９０ ．１４ 葺２４０９ 鼢１０２ ．５４ k７８３６ 棗２２５５ ．７  ２４７ ．７１ [２７７７ 噰１１６ ．１３

小 　 计 １１５６６ i６６１１ ．６３ 葺４８１８ 鼢１８０ ．３４ k１２９２９ ┅４８６９ ．６  ４８０ ．６５ [５０９５ 噰１９３ ．２５ �
全国合计 １６２０３３ {７２７０７ ．０ 葺４７２３４  ２０２０ ．１ k２１９４６３ 换５４８０８ �６０９８ ．６ [５３３０９ 櫃２５５７ ．９

表 ４ ．２ 　全国分地区私营企业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个或人）

地 　 　 区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年

私营企
业户数

就业
人数

投资者
私营企
业户数

就业
人数

投资者
私营企
业户数

就业
人数

投资者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１ ．９ E２８ ．６ Ё４ ．９ 邋３ ．５ 5４９ ．３ 棗９ ．２ 照４ ．３ %６６ ．４ 噰１１ ．９ 鬃
云南 １ ．７ E３１ ．７ Ё４ ．１ 邋４ ．４ 5５６ ．７ 棗１２ ．２ 珑５ ．２ %７６ ．８ 噰１４ ．４ 鬃
贵州 １ ．８ E２２ ．７ Ё４ ．８ 邋２ ．８ 5２９ ．５ 棗７ ．２ 照３ ．６ %３６ ．８ 噰９ ．２ 排
重庆 ２ ．６ E４３ ．１ Ё６ ．６ 邋５ ．５ 5８６ ．４ 棗１５ ．４ 珑６ ．８ %９９ ．５ 噰１８ ．６ 鬃
四川 ４ ．８ E７１ ．７ Ё１１ ．７ 鼢１１ ．０ G１５０ ．３ ┅２８ ．８ 珑１３ ．６ 7１８８ ．４ 櫃３６ ．６ 鬃
西藏 ０ ．１ E０ ．７ 晻０ ．１ 邋０ ．２ 5３ ．３ 厖０ ．４ 照０ ．２ %４ ．３ u０ ．５ 排
青海 ０ ．４ E６ ．２ 晻０ ．９ 邋０ ．９ 5２０ ．６ 棗２ ．３ 照１ ．０ %２４ ．５ 噰２ ．７ 排
新疆 １ ．５ E１７ ．４ Ё４ ．１ 邋３ ．７ 5４９ ．２ 棗１１ ．３ 珑４ ．３ %５７ ．３ 噰１３ ．０ 鬃
甘肃 １ ．５ E２０ ．８ Ё３ ．８ 邋２ ．６ 5３６ ．３ 棗６ ．８ 照３ ．３ %４２ ．４ 噰８ ．５ 排
宁夏 ０ ．５ E８ ．３ 晻１ ．４ 邋１ ．５ 5１８ ．６ 棗４ ．１ 照１ ．７ %２１ ．３ 噰４ ．８ 排
陕西 ４ ．７ E６２ ．８ Ё１１ ．０ 鼢８ ．１ 5１６０ ．２ ┅５０ ．５ 珑８ ．７ %１５２ ．２ 櫃５０ ．７ 鬃
内蒙古 ２ ．５ E３８ ．７ Ё６ ．６ 邋３ ．５ 5５１ ．４ 棗１０ ．３ 珑４ ．３ %６１ ．２ 噰１１ ．９

小 　 计 ２４ 3３５２ ．７ 构６０ 佑４７ ．７ G７１１ ．８ ┅１５８ ．５ �５７  ８３１ ．１ 櫃１８２ ．８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２ ．５ E４５ ．６ Ё６ ．５ 邋４ ．９ 5９３ ．３ 棗１１ ．３ 珑６ ．１ %１１４ ．２ 櫃１５ ．７ 鬃
湖南 ２ ．６ E５５ ．６ Ё８ ．２ 邋５ ．７ 5１０９ ．１ ┅２８ ．９ 珑６ ．９ %１７４ ．０ 櫃３０ ．０ 鬃
湖北 ５ ．３ E８３ ．７ Ё１１ ．７ 鼢８ ．６ 5１０５ ．３ ┅２０ ．５ 珑１１ ．４ 7１１０ ．３ 櫃２９ ．６ 鬃
安徽 ３ ．７ E５５ ．１ Ё９ ．１ 邋７ ．５ 5１１８ ．８ ┅１８ ．８ 珑８ ．９ %１４１ ．３ 櫃２２ ．９ 鬃
河南 ４ ．５ E６１ ．８ Ё１１ ．７ 鼢８ ．１ 5８０ ．５ 棗１９ ．１ 珑１０ ．８ 7１１９ ．５ 櫃２９ ．０ 鬃
山西 ２ ．５ E４２ ．１ Ё６ ．０ 邋４ ．３ 5１１０ ．４ ┅１０ ．６ 珑５ ．６ %９５ ．４ 噰１３ ．５

小 　 计 ２１ ．１ W３４３ ．９ 构５３ ．２ 鼢３９ ．１ G６１７ ．４ ┅１０９ ．２ �４９ ．７ 7７５４ ．７ 櫃１４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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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地 　 　 区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年

私营企

业户数

就业

人数
投资者

私营企

业户数

就业

人数
投资者

私营企

业户数

就业

人数
投资者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８ ．３ E８ ．４ 晻０ ．９ 邋１８ ．７ G２６７ ．３ ┅４８ ．１ 珑２２ ．５ 7２７２ ．８ 櫃５７ ．１ 鬃
天津 ３ ．１ E３４ ．４ Ё６ ．９ 邋５ ．９ 5６６ ．２ 棗１４ ．７ 珑７ ．０ %７６ ．７ 噰１７ ．２ 鬃
上海 １１ ．０ W１１６ ．３ 构２２ ．２ 鼢２９ ．２ G３１８ ．１ ┅６２ ．４ 珑３８ ．５ 7４０４ ．９ 櫃８２ ．６ 鬃
河北 ７ ．９ E１６９ ．８ 构１７ ．５ 鼢８ ．６ 5１８１ ．７ ┅２１ ．３ 珑１０ ．８ 7２２４ ．０ 櫃２９ ．９ 鬃
山东 １２ ．１ W１７４ ．３ 构２６ ．４ 鼢２２ ．９ G３６６ ．５ ┅６０ ．１ 珑２７ ．６ 7３９０ ．２ 櫃７８ ．２ 鬃
江苏 １３ ．６ W１７５ ．８ 构２６ ．８ 鼢３４ ．４ G４６８ ．０ ┅８１ ．４ 珑４１ ．８ 7５６２ ．１ 櫃９７ ．２ 鬃
浙江 １４ ．６ W１９１ ．９ 构３４ ．０ 鼢３０ ．２ G４８４ ．０ ┅６９ ．７ 珑３３ ．３ 7５１７ ．３ 櫃７６ ．２ 鬃
福建 ４ ．１ E５８ ．３ Ё１０ ．３ 鼢８ ．８ 5１０６ ．２ ┅１９ ．４ 珑１１ ．０ 7１１１ ．３ 櫃２３ ．２ 鬃
广东 １６ ．１ W１９５ ．４ 构３５ ．５ 鼢３２ ．３ G３５９ ．４ ┅７４ ．４ 珑３９ ．０ 7４３４ ．５ 櫃９８ ．８ 鬃
海南 ２ ．０ E１６ ．８ Ё４ ．８ 邋２ ．６ 5２８ ．３ 棗６ ．９ 照２ ．５ %２９ ．０ 噰６ ．１

小 　 计 ９２ ．８ W１１４１ ．４ 怂１８５ ．３  １９３ ．６ Y２６４５ ．７ 换４５８ ．４ �２３４ %３０２２ ．８ ǐ５６６ ．５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４ ．１ E５１ ．３ Ё７ ．７ 邋５ ．１ 5７６ ．２ 棗１３ ．５ 珑５ ．８ %８４ ．０ 噰１６ ．７ 鬃
吉林 ２ ．４ E２８ ．５ Ё４ ．５ 邋３ ．８ 5４１ ．２ 棗８ ．４ 照５ ．１ %９９ ．１ 噰８ ．８ 排
辽宁 ６ ．６ E１０３ ．９ 构１１ ．５ 鼢１１ ．４ G２０７ ．０ ┅２４ ．６ 珑１３ ．７ 7２２５ ．８ 櫃３３ ．１

小 　 计 １３ ．１ W１８３ ．７ 构２３ ．７ 鼢２０ ．３ G３２４ ．４ ┅４６ ．５ 珑２４ ．６ 7４０８ ．９ 櫃５８ ．６ 鬃
全国合计 １５１ E２０２１ ．７ 怂３２２ ．２  ３００ ．７ Y４２９９ ．３ 换７７２ ．６ �３６５ ．３ I５０１７ ．５ ǐ９４８ ．６

表 ４ ．３ 　 枟福布斯枠 中国民营企业家分布
情况统计表 　 （单位 ：人）

地 　 　 区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西部地区 １３ 铑１９ N２９ �
中部地区 ６ 儋１５ N３６ �
东部地区 ６５ 铑１３５ b２８１ 侣
东北三省 １０ 铑７ 9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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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情况

表 ５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分地区专业技术职务人才
发展状况统计表 　 （单位 ：万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８８ ．３５ 浇８８ ．７２ 档８８ ．７２ �９１ ．６ 摀９１ ．７ 媼９３ ．９ 儍
云南 ８２ ．９１ 浇８３ ．０５ 档８４ ．３３ �８７ ．２ 摀８６ ．０ 媼８５ _
贵州 ６３ ．５３ 浇６４ ．０８ 档６４ ．４０ �６１ ．３ 摀６２ ．５ 媼６５ _
重庆 ５８ ．２７ 浇５５ ．５０ 档５１ ．７８ �６０ ．４ 摀６２ ．１ 媼６１ ．７ 儍
四川 １５０ ．７２ 舷１５１ ．７９ 乔１４４ ．８６ 靠１５７ ．０ ゥ１５７ ．５ 潩１５６ ．７ 晻
西藏 ４ ．２７ ǐ４ ．３７ ＃４ ．４０ 洓４ ．２ 亖４ ．０ y３ ．６ q
青海 １４ ．４０ 浇１３ ．９４ 档１４ ．０２ �１４ ．１ 摀１３ ．８ 媼１３ ．７ 儍
新疆 ７０ ．８７ 浇６８ ．９８ 档６９ ．８５ �６９ ．４ 摀７０ ．１ 媼７０ ．２ 儍
甘肃 ５３ ．０４ 浇５１ ．２３ 档５２ ．１１ �５２ ．３ 摀５３ ．２ 媼５３ ．３ 儍
宁夏 １６ ．５７ 浇１６ ．５７ 档１６ ．８４ �１７ ．７ 摀１７ ．３ 媼１７ ．６ 儍
陕西 ８７ ．３７ 浇８９ ．１３ 档８９ ．２３ �９９ ．７ 摀１０１ ．９ 潩１０３ ．９ 晻
内蒙古 ６０ ．２９ 浇６１ ．９２ 档６０ ．６９ �７１ o７２ ．９ 媼７４ ．３

小 　 计 ７５０ ．５９ 舷７４９ ．２８ 乔７４１ ．２３ 靠７８５ ．９０ 贩７９３ ．００ �７９８ ．９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８０ ．４０ 浇８０ ．２３ 档７９ ．９７ �８４ ．４ 摀８３ ．３ 媼８３ ．６ 儍
湖南 １２４ ．０４ 舷１２４ ．１１ 乔１２５ ．５２ 靠１３０ ．０ ゥ１２９ ．３ 潩１２９ ．１ 晻
湖北 １５５ ．９６ 舷１４７ ．９２ 乔１４３ ．１４ 靠１１１ ．４ ゥ１３２ ．０ 潩１４８ ．８ 晻
安徽 ９４ ．４２ 浇９７ ．５５ 档９６ ．９６ �１０５ ．４ ゥ１０２ ．６ 潩９９ ．３ 儍
河南 １５４ ．５６ 舷１６０ ．６７ 乔１６６ ．４９ 靠１９２ ．３ ゥ１９１ ．５ 潩１９７ ．１ 晻
山西 ８５ ．５１ 浇８７ ．１１ 档８８ ．５３ �９１ ．１ 摀９３ ．４ 媼９５

小 　 计 ６９４ ．８９ 舷６９７ ．５９ 乔７００ ．６１ 靠７１４ ．６ ゥ７３２ ．１ 潩７５２ ．９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１０２ ．０１ 舷１００ ．７３ 乔９７ ．０１ �１４４ ．５ ゥ１４７ ．０ 潩１４３ ．２ 晻
天津 ５３ ．３３ 浇５１ ．５９ 档４９ ．４８ �４７ ．７ 摀４７ ．５ 媼４５ ．８ 儍
上海 ７４ ．３６ 浇７２ ．９７ 档７１ ．０３ �７９ ．９ 摀７６ ．７ 媼７２ ．５ 儍
河北 １３３ ．３５ 舷１３７ ．００ 乔１３７ ．２４ 靠１５９ ．８ ゥ１５９ ．４ 潩１５９ ．８ 晻
山东 ２１３ ．２８ 舷２１３ ．９２ 乔２１１ ．１７ 靠２３３ ．４ ゥ２３１ ．６ 潩２３２ ．９ 晻
江苏 １６８ ．７７ 舷１６７ ．９４ 乔１６２ ．２７ 靠１６４ ．８ ゥ１６５ ．４ 潩１６７ ．４ 晻
浙江 ９３ ．２１ 浇９２ ．６４ 档９０ ．２０ �１１１ ．５ ゥ１１４ ．６ 潩１２０ ．７ 晻
福建 ６８ ．０９ 浇６８ ．４７ 档６７ ．７７ �８５ ．４ 摀８８ ．０ 媼９４ ．２ 儍
广东 １５５ ．５０ 舷１５４ ．０４ 乔１５２ ．６１ 靠１９７ ．１ ゥ１９８ ．２ 潩２０９ ．４ 晻
海南 １４ ．００ 浇１４ ．０２ 档１３ ．７９ �１７ ．２ 摀１７ ．７ 媼１８ ．１

小 　 计 １０７５ ．９ 舷１０７３ ．３２ 儋１０５２ ．５７ 蜒１２４１ ．３ 贩１２４６ ．１ �１２６４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１２６ ．１３ 舷１２２ ．７１ 乔１２０ ．３４ 靠１１７ ．２ ゥ１１６ ．０ 潩１１１ ．７ 晻
吉林 ９６ ．４５ 浇９２ ．５５ 档８７ ．８８ �９０ ．６ 摀８８ ．６ 媼８９ ．１ 儍
辽宁 １６０ ．１１ 舷１５１ ．６１ 乔１４４ ．８６ 靠１３９ ．９ ゥ１３７ ．２ 潩１３６ ．５

小 　 计 ３８２ ．６９ 舷３６６ ．８７ 乔３５３ ．０８ 靠３４７ ．７ ゥ３４１ ．８ 潩３３７ ．３

全国合计 ２９０４ ．０７ 後２８８７ ．０６ 儋２８４７ ．４９ 蜒３０８９ ．５ 贩３１１３ ．００ 亮３１５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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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 　全国分地区专业技术人员高中级
职务比重情况 　 （单位 ：％ ）

地 　 　 区
２０００ 1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高级职务 中级职务 高级职务 中级职务 高级职务 中级职务 高级职务 中级职务

西
部
地
区

广 西 ３ ．８ Z３２ ．５ 骀４ ．０ N３３ ．４ 谮４ ．１ B３４ ．３ 挝４ ．２ 6３４ ．８ 侣
云 南 ３ ．２ Z２６ ．１ 骀３ ．６ N２７ ．４ 谮４ ．０ B２８ ．３ 挝４ ．６ 6３０ ．５ 侣
贵 州 ２ ．９ Z１９ ．２ 骀３ ．０ N１９ ．５ 谮３ ．２ B２０ ．１ 挝３ ．６ 6２１ ．３ 侣
重 庆 ４ ．３ Z２９ ．０ 骀４ ．８ N２９ ．２ 谮５ ．２ B２９ ．７ 挝５ ．６ 6２９ ．７ 侣
四 川 ４ ．０ Z３０ ．８ 骀４ ．４ N３２ ．１ 谮５ ．０ B３３ ．３ 挝５ ．３ 6３４ ．３ 侣
西 藏 ２ ．４ Z１８ ．３ 骀２ ．６ N１８ ．３ 谮２ ．５ B１７ ．６ 挝２ ．６ 6１７ ．０ 侣
青 海 ３ ．５ Z２３ ．９ 骀４ ．３ N２６ ．０ 谮４ ．９ B２９ ．８ 挝５ ．２ 6３０ ．７ 侣
新 疆 ３ ．９ Z２２ ．１ 骀４ ．２ N２３ ．０ 谮４ ．５ B２４ ．１ 挝５ ．１ 6２５ ．７ 侣
甘 肃 ３ ．３ Z２７ ．４ 骀３ ．６ N２８ ．３ 谮４ ．３ B２９ ．８ 挝４ ．７ 6３０ ．６ 侣
宁 夏 ６ ．５ Z２９ ．９ 骀７ ．０ N３０ ．０ 谮８ ．１ B３１ ．８ 挝８ ．３ 6３２ ．７ 侣
陕 西 ５ ．５ Z２８ ．２ 骀５ ．５ N２７ ．９ 谮５ ．６ B２８ ．１ 挝５ ．８ 6２８ ．３ 侣
内蒙古 ５ ．３ Z３０ ．９ 骀５ ．６ N３１ ．４ 谮６ ．１ B３２ ．６ 挝６ ．７ 6３４ ．５

小 　 计 ４ ．０５ l２６ ．５３ �４ ．３８ `２７ ．２１ 祆４ ．７９ T２８ ．２９ 噜５ ．１４ H２９ ．１８

中
部
地
区

江 西 ４ ．７ Z２６ ．２ 骀５ ．３ N２７ ．７ 谮５ ．８ B２９ ．０ 挝６ ．５ 6３０ ．７ 侣
湖 南 ４ ．１ Z３５ ．０ 骀４ ．３ N３５ ．７ 谮４ ．７ B３６ ．２ 挝５ ．２ 6３６ ．９ 侣
湖 北 ５ ．９ Z３７ ．２ 骀６ ．３ N３８ ．３ 谮６ ．５ B３９ ．９ 挝７ ．０ 6４１ ．９ 侣
安 徽 ５ ．８ Z３０ ．６ 骀６ ．０ N３０ ．８ 谮６ ．１ B３２ ．１ 挝６ ．５ 6３３ ．９ 侣
河 南 ５ ．２ Z３２ ．５ 骀５ ．２ N３２ ．６ 谮５ ．４ B３３ ．２ 挝５ ．８ 6３３ ．６ 侣
山 西 ４ ．７ Z３２ ．３ 骀４ ．９ N３２ ．３ 谮５ ．２ B３２ ．６ 挝５ ．５ 6３３ ．７

小 　 计 ５ ．０７ l３２ ．３０ �５ ．３３ `３２ ．９０ 祆５ ．６２ T３３ ．８３ 噜６ ．０８ H３５ ．１２

东
部
地
区

北 京 ８ ．２ Z３１ ．９ 骀８ ．９ N３２ ．８ 谮７ ．９ B３０ ．０ 挝８ ．３ 6３２ ．２ 侣
天 津 ８ ．３ Z２９ ．４ 骀８ ．９ N２９ ．５ 谮１０ ．６ T３３ ．３ 挝１１ ．０ H３５ ．１ 侣
上 海 ７ ．５ Z３６ ．５ 骀７ ．６ N３６ ．９ 谮７ ．９ B３８ ．２ 挝８ ．５ 6３９ ．３ 侣
河 北 ４ ．６ Z２６ ．８ 骀５ ．１ N２６ ．９ 谮５ ．８ B２８ ．４ 挝６ ．４ 6３０ ．５ 侣
山 东 ５ ．９ Z２８ ．６ 骀６ ．４ N２９ ．０ 谮７ ．１ B３０ ．３ 挝８ ．１ 6３２ ．６ 侣
江 苏 ５ ．４ Z３０ ．８ 骀５ ．７ N３１ ．５ 谮６ ．２ B３３ ．１ 挝６ ．９ 6３５ ．１ 侣
浙 江 ４ ．４ Z３０ ．５ 骀５ ．０ N３１ ．８ 谮５ ．７ B３２ ．８ 挝６ ．３ 6３３ ．４ 侣
福 建 ４ ．３ Z２４ ．４ 骀４ ．９ N２５ ．２ 谮５ ．４ B２６ ．６ 挝６ ．２ 6２８ ．７ 侣
广 东 ３ ．８ Z２７ ．０ 骀４ ．０ N２８ ．１ 谮４ ．３ B３０ ．０ 挝４ ．５ 6３１ ．７ 侣
海 南 ４ ．３ Z２７ ．４ 骀４ ．７ N２８ ．９ 谮４ ．６ B２８ ．４ 挝４ ．８ 6２９ ．０

小 　 计 ５ ．６７ l２９ ．３３ �６ ．１２ `３０ ．０６ 祆６ ．５５ T３１ ．１１ 噜７ ．１ 6３２ ．７６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７ ．３ Z３６ ．７ 骀８ ．０ N３７ ．６ 谮８ ．７ B３８ ．７ 挝９ ．４ 6３９ ．１ 侣
吉 林 ５ ．６ Z２９ ．４ 骀６ ．３ N３１ ．６ 谮７ ．２ B３３ ．０ 挝７ ．５ 6３３ ．６ 侣
辽 宁 ８ ．２ Z３６ ．４ 骀９ ．２ N３７ ．３ 谮１０ ．２ T３８ ．９ 挝１１ ．５ H４０ ．８

小 　 计 ７ ．０３ l３４ ．１７ �７ ．８３ `３５ ．５０ 祆８ ．７０ T３６ ．８７ 噜９ ．４７ H３７ ．８３ 栽
全国平均数 ５ ．９ Z３０ ．５ 骀６ ．３ N３１ ．３ 谮６ ．８ B３２ ．３ 挝７ ．３ 6３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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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３ 　全国分地区每万人口拥有的专业
技术人员数 　 （单位 ：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１８７ ．４６ 舷１９７ ．６４ 乔１８５ ．３０ 靠１８９ ．９６ 贩１８８ ．８０ �１９２ ．０６ Ё
云南 １９７ ．７８ 舷１９３ ．６８ 乔１９６ ．７１ 靠２０１ ．２５ 贩１９６ ．５３ �１９２ ．５３ Ё
贵州 １７１ ．２４ 舷１８１ ．７９ 乔１６９ ．５２ 靠１５９ ．７６ 贩１６１ ．５０ �１６６ ．５０ Ё
重庆 １８９ ．５０ 舷１７９ ．６１ 乔１６７ ．１９ 靠１９４ ．４０ 贩１９８ ．４０ �１９７ ．６３ Ё
四川 １７６ ．２８ 舷１８２ ．２４ 乔１６７ ．６６ 靠１８１ ．０２ 贩１８１ ．０３ �１７９ ．６０ Ё
西藏 １６６ ．８０ 舷１６６ ．７９ 乔１６７ ．３０ 靠１６４ ．７１ 贩１４８ ．１５ �１３１ ．３９ Ё
青海 ２８２ ．３５ 舷２６９ ．１１ 乔２６８ ．０７ 靠２６６ ．５４ 贩２５８ ．４３ �２５４ ．１７ Ё
新疆 ３９９ ．４９ 舷３５８ ．３４ 乔３７２ ．３３ 靠３６４ ．３０ 贩３６２ ．４６ �３５７ ．６２ Ё
甘肃 ２０８ ．５７ 舷１９９ ．９６ 乔２０２ ．３７ 靠２０１ ．７０ 贩２０４ ．３８ �２０３ ．５１ Ё
宁夏 ３０５ ．１６ 舷２９４ ．８４ 乔２９９ ．１１ 靠３０９ ．４４ 贩２９８ ．２８ �２９９ ．３２ Ё
陕西 ２４１ ．４９ 舷２４７ ．２４ 乔２４３ ．８６ 靠２７１ ．３７ 贩２７６ ．１５ �２８０ ．４３ Ё
内蒙古 ２５５ ．２５ 舷２６０ ．６１ 乔２５５ ．３２ 靠２９８ ．４４ 贩３０６ ．３０ �３１１ ．６６

小 　 计 ２０９ ．３９ 舷２１０ ．８８ 乔２０３ ．３７ 靠２１４ ．２６ 贩２１４ ．７７ �２１５ ．１８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１９０ ．０３ 舷１９３ ．７９ 乔１９１ ．０４ 靠１９９ ．９１ 贩１９５ ．８２ �１９５ ．１４ Ё
湖南 １８９ ．９０ 舷１９２ ．７２ 乔１９０ ．３０ 靠１９６ ．１７ 贩１９４ ．０６ �１９２ ．７４ Ё
湖北 ２６２ ．６５ 舷２４５ ．３９ 乔２３９ ．５６ 靠１８６ ．０４ 贩２１９ ．９３ �２４７ ．３４ Ё
安徽 １５１ ．３９ 舷１６２ ．９６ 乔１５３ ．２２ 靠１６５ ．５２ 贩１６０ ．０６ �１５３ ．６９ Ё
河南 １６４ ．６５ 舷１７３ ．５８ 乔１７４ ．２４ 靠２００ ．０４ 贩１９８ ．１０ �２０２ ．８４ Ё
山西 ２６６ ．８９ 舷２６４ ．２１ 乔２７０ ．５７ 靠２７６ ．５６ 贩２８１ ．８３ �２８４ ．８６

小 　 计 １９５ ．５８ 舷１９８ ．４８ 乔１９５ ．０９ 靠１９７ ．８８ 贩２０１ ．６２ �２０６ ．２１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８１１ ．５４ 舷７２８ ．８７ 乔７０１ ．４５ 靠１０１５ ．４６ 缮１００９ ．６２ 亮９５９ ．１４ Ё
天津 ５５６ ．１０ 舷５１５ ．３８ 乔４９２ ．８３ 靠４７３ ．６８ 贩４６９ ．８３ �４４７ ．２７ Ё
上海 ５０４ ．４８ 舷４３５ ．９０ 乔４４０ ．０９ 靠５９４ ．４９ 贩４４８ ．２８ �４１６ ．１９ Ё
河北 ２０１ ．６２ 舷２０３ ．１４ 乔２０４ ．８７ 靠２３７ ．３０ 贩２３５ ．４９ �２３４ ．６９ Ё
山东 ２４０ ．１０ 舷２３５ ．６２ 乔２３３ ．５７ 靠２５６ ．９９ 贩２５３ ．８１ �２５３ ．７０ Ё
江苏 ２３３ ．９８ 舷２２５ ．７９ 乔２２０ ．６３ 靠２２３ ．２８ 贩２２３ ．３３ �２２５ ．２１ Ё
浙江 ２０８ ．２９ 舷１９８ ．０８ 乔１９５ ．５３ 靠２３９ ．９４ 贩２４４ ．８７ �２５５ ．７２ Ё
福建 ２０５ ．３４ 舷１９７ ．２６ 乔１９７ ．０１ 靠２４６ ．３９ 贩２５２ ．２９ �２６８ ．３０ Ё
广东 ２１３ ．８９ 舷１７８ ．２５ 乔１９６ ．０８ 靠２５０ ．８０ 贩２４９ ．１８ �２５２ ．１７ Ё
海南 １８３ ．７３ 舷１７８ ．１４ 乔１７３ ．２４ 靠２１４ ．２０ 贩２１８ ．２５ �２２１ ．２７

小 　 计 ２５４ ．８１ 舷２３９ ．０７ 乔２４０ ．７１ 靠２８３ ．７５ 贩２８０ ．５８ �２８０ ．６８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３３２ ．６２ 舷３３２ ．６４ 乔３１５ ．７７ 靠３０７ ．３７ 贩３０４ ．０６ �２９２ ．６４ Ё
吉林 ３６２ ．８７ 舷３３９ ．２６ 乔３２６ ．５７ 靠３３５ ．６８ 贩３２７ ．６６ �３２８ ．９０ Ё
辽宁 ３８３ ．８６ 舷３５７ ．７４ 乔３４５ ．４０ 靠３３２ ．８６ 贩３２５ ．８９ �３２３ ．６９

小 　 计 ３６０ ．３１ 舷３４４ ．３２ 乔３３０ ．１０ 靠３２４ ．５０ 贩３１８ ．５８ �３１３ ．９７ Ё
全国平均数 ２３０ ．６５ 舷２２８ ．０８ 乔２２３ ．１１ 靠２４０ ．５２ 贩２４０ ．８９ �２４２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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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４ 　全国分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占
就业人员的比例 　 （单位 ：％ ）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３ ．５６ ǐ３ ．５１ ＃３ ．４９ 洓３ ．５６ 摀３ ．５３ 媼３ ．５４ 儍
云南 ３ ．６５ ǐ３ ．６２ ＃３ ．６３ 洓３ ．７２ 摀３ ．６６ 媼３ ．５４ 儍
贵州 ３ ．２２ ǐ３ ．１３ ＃３ ．１１ 洓２ ．９５ 摀２ ．９５ 媼３ ．００ 儍
重庆 ３ ．５５ ǐ３ ．３９ ＃３ ．１９ 洓３ ．６８ 摀３ ．７４ 媼３ ．６５ 儍
四川 ３ ．３６ ǐ３ ．４２ ＃３ ．２８ 洓３ ．５６ 摀３ ．５４ 媼３ ．４８ 儍
西藏 ３ ．４９ ǐ３ ．５４ ＃３ ．５３ 洓３ ．２６ 摀３ ．０６ 媼２ ．６７ 儍
青海 ５ ．９７ ǐ５ ．８４ ＃５ ．８３ 洓５ ．７０ 摀５ ．４３ 媼５ ．２１ 儍
新疆 １０ ．５８ 浇１０ ．２６ 档１０ ．１９ �９ ．８９ 摀９ ．７２ 媼９ ．４３ 儍
甘肃 ４ ．４７ ǐ４ ．３３ ＃４ ．３９ 洓４ ．１７ 摀４ ．０８ 媼４ ．０３ 儍
宁夏 ６ ．１２ ǐ６ ．０４ ＃６ ．０６ 洓６ ．２９ 摀５ ．９５ 媼５ ．９０ 儍
陕西 ４ ．９１ ǐ４ ．９２ ＃５ ．００ 洓５ ．３２ 摀５ ．３３ 媼５ ．５１ 儍
内蒙古 ５ ．９３ ǐ６ ．０９ ＃５ ．９９ 洓７ ．０３ 摀７ ．２５ 媼７ ．２９

小 　 计 ４ ．１１ ǐ４ ．１４ ＃４ ．１０ 洓４ ．０５ 摀４ ．２４ 媼４ ．２２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４ ．１０ ǐ４ ．１５ ＃４ ．１４ 洓４ ．３２ 摀４ ．２２ 媼４ ．１０ 儍
湖南 ３ ．５５ ǐ３ ．５８ ＃３ ．６５ 洓３ ．７５ 摀３ ．６８ 媼３ ．５９ 儍
湖北 ６ ．０６ ǐ５ ．９０ ＃５ ．８４ 洓４ ．５１ 摀５ ．２０ 媼５ ．７５ 儍
安徽 ２ ．８５ ǐ２ ．８９ ＃２ ．８６ 洓３ ．１０ 摀３ ．００ 媼２ ．８８ 儍
河南 ２ ．９７ ǐ２ ．８８ ＃３ ．０２ 洓３ ．４８ 摀３ ．４６ 媼３ ．５３ 儍
山西 ５ ．９６ ǐ６ ．１４ ＃６ ．２７ 洓６ ．４３ 摀６ ．３６ 媼６ ．４４

小 　 计 ３ ．７９ ǐ３ ．８６ ＃３ ．８２ 洓３ ．８６ 摀３ ．９２ 媼３ ．９７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１６ ．４０ 浇１６ ．１９ 档１５ ．４１ �１８ ．０９ ゥ１７ ．１２ 潩１６ ．００ 晻
天津 １２ ．６６ 浇１２ ．６９ 档１２ ．０５ �１１ ．８３ ゥ１１ ．３２ 潩１０ ．８５ 晻
上海 １０ ．９８ 浇１０ ．８４ 档１０ ．２６ �１０ ．７６ ゥ９ ．９４ 媼８ ．９３ 儍
河北 ３ ．９２ ǐ３ ．９８ ＃４ ．０６ 洓４ ．７２ 摀４ ．７０ 媼４ ．６８ 儍
山东 ４ ．５４ ǐ４ ．５９ ＃４ ．５２ 洓４ ．９１ 摀４ ．７７ 媼４ ．７１ 儍
江苏 ４ ．６９ ǐ４ ．７２ ＃４ ．５５ 洓４ ．７０ 摀４ ．５８ 媼４ ．５０ 儍
浙江 ３ ．５０ ǐ３ ．４３ ＃３ ．２５ 洓３ ．９３ 摀３ ．８７ 媼３ ．９０ 儍
福建 ４ ．１７ ǐ４ ．１２ ＃４ ．０４ 洓４ ．９９ 摀５ ．０１ 媼５ ．１８ 儍
广东 ４ ．１４ ǐ３ ．９９ ＃３ ．８５ 洓４ ．９７ 摀４ ．８１ 媼４ ．８５ 儍
海南 ４ ．２９ ǐ４ ．２０ ＃４ ．０６ 洓５ ．０３ 摀５ ．００ 媼４ ．９４

小 　 计 ４ ．９２ ǐ４ ．９４ ＃４ ．９０ 洓４ ．７６ 摀５ ．５３ 媼５ ．４０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７ ．５１ ǐ７ ．５１ ＃７ ．３８ 洓７ ．２１ 摀７ ．１５ 媼６ ．８８ 儍
吉林 ８ ．７５ ǐ８ ．５８ ＃８ ．３１ 洓８ ．２７ 摀８ ．４８ 媼７ ．９９ 儍
辽宁 ８ ．９１ ǐ８ ．３６ ＃７ ．９０ 洓７ ．６０ 摀７ ．３７ 媼６ ．９９

小 　 计 ８ ．２８ ǐ８ ．３６ ＃８ ．１０ 洓７ ．８１ 摀７ ．６２ 媼７ ．５５ 儍
全国平均数 ４ ．１１ ǐ４ ．０６ ＃３ ．９０ 洓４ ．１９ 摀４ ．１８ 媼４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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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５ 　全国各地区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学历结构情况 　 （单位 ：人）

地 　 　 区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年

大学本科以

上学历人数

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人数

大学专科

学历人数

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人数

大学专科学

历人数

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人数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９８００４ 浇２１５４２７ 乔１０３３４２ 靠２３２６６７ 贩１１０４３６ �２４５５８５ Ё
云南 ８１８１９ 浇１６０５１１ 乔８７８４５ �１７７８１２ 贩９５２８０ 潩１９５５２７ Ё
贵州 ６１５１６ 浇１２６４６９ 乔６３７２６ �１３６５４８ 贩６６４４１ 潩１４６４０３ Ё
重庆 ５９５０２ 浇１３５３８３ 乔６４９２６ �１４５０２７ 贩６７５６２ 潩１４６７６１ Ё
四川 １５１２２４ 舷３５９６８４ 乔１５４４０９ 靠３７３４３０ 贩１６２７０１ �３８１９８０ Ё
西藏 ４７６３ ǐ５６３３ ＃５３０８ 洓６４７６ 摀５３７２ 媼６６１３ 儍
青海 １４３０４ 浇２７４０８ 档１５０７７ �３００７５ ゥ１５７０８ 潩３２５７７ 晻
新疆 ６０１２５ 浇１４４５３１ 乔６５０４９ �１４７６７８ 贩７０９６４ 潩１６０１９１ Ё
甘肃 ５０３１２ 浇１１３９９７ 乔５３６４７ �１２２０６２ 贩５７５６５ 潩１３１９７５ Ё
宁夏 ２３７８１ 浇４０１８１ 档２４６２８ �４４４３１ ゥ２５８４９ 潩４８０５４ 晻
陕西 ９７０４７ 浇１８１７６５ 乔１０４４４５ 靠１９８９６４ 贩１０５５３８ �２０９６７３ Ё
内蒙古 ８３０２９ 浇１５３４９２ 乔８６８４１ �１６２９８７ 贩８６１８４ 潩１６６８２３

小 　 计 ７８５４２６ 舷１６６４４８１ 儋８２９２４３ 靠１７７８１５７ 缮８６９６００ �１８７２１６２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８９３９１ 浇２１３４８８ 乔９８０６１ �２２３７００ 贩１０６１４１ �２３１０８７ Ё
湖南 １３２１０６ 舷３３０５３６ 乔１４５２１９ 靠３６０４４３ 贩１５２４８４ �３６８６６３ Ё
湖北 １５１８７２ 舷３８１４５８ 乔１５５７３６ 靠３８０２６７ 贩１６７４７２ �３９２３７０ Ё
安徽 １２１８０６ 舷２５６８９９ 乔１３４７２７ 靠２７０１５６ 贩１４３６６０ �２７７１７７ Ё
河南 １８９０３２ 舷４８２９２５ 乔２０６２９６ 靠５１６２５９ 贩２２５６７３ �５４３６４５ Ё
山西 １１１５７４ 舷２２０２２３ 乔１１８９９５ 靠２３９９４４ 贩１２６３５１ �２５３３６９

小 　 计 ７９５７８１ 舷１８８５５２９ 儋８５９０３４ 靠１９９０７６９ 缮９２１７８１ �２０６６３１１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１２６３９１ 舷１６６０６７ 乔１３０７７２ 靠１６８４８５ 贩１３５７５４ �１６８３６３ Ё
天津 ７９２０２ 浇１１９３１９ 乔７８９７８ �１１８６３４ 贩７９８４３ 潩１１８０９６ Ё
上海 １３１４７１ 舷１６９９１７ 乔１３７８１１ 靠１７０２０３ 贩１４５８２４ �１６９８４９ Ё
河北 １７３２１８ 舷３６７８７７ 乔１９０８８０ 靠３９０６２３ 贩２０２３６９ �４１０１３８ Ё
山东 ３１４６８９ 舷６２８４０２ 乔３３７６０４ 靠６６２８１９ 贩３５６７９９ �６８０８２３ Ё
江苏 ２３０９９８ 舷４６２０５６ 乔２５４１３７ 靠４８４３７２ 贩２６８７１４ �４８１６０７ Ё
浙江 １４０４７４ 舷２３９４１６ 乔１５２７２７ 靠２４６０８３ 贩１６３０２７ �２４７８９３ Ё
福建 ９８４０４ 浇１７１３９８ 乔１０１１６８ 靠１８１６８０ 贩１０３３５７ �１９１８７３ Ё
广东 ２２５１７８ 舷４０９６２１ 乔２３９０１１ 靠４２４０１６ 贩２５３７９９ �４４０１８９ Ё
海南 １９２６２ 浇３５８７８ 档１９４９６ �３７７８２ ゥ２０３４９ 潩３９１７１

小 　 计 １５３９２８７ 後２７６９９５１ 儋１６４２５８４ 蜒２８８４６９７ 缮１７２９８３５ 亮２９４８００２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１５３３９４ 舷３４０２９６ 乔１６３０７３ 靠３５４１９１ 贩１７３３１５ �３６４８９７ Ё
吉林 １３３７０４ 舷２４３８０８ 乔１３９０７１ 靠２４５８８６ 贩１４０５２８ �２４３１９０ Ё
辽宁 ２３４０７１ 舷４４５９８５ 乔２４７３０３ 靠４４６１５３ 贩２５２２６９ �４３９４４６

小 　 计 ５２１１６９ 舷１０３００８９ 儋５４９４４７ 靠１０４６２３０ 缮５６６１１２ �１０４７５３３ 构
全国合计 ３６４１６６３ 後７３５００５０ 儋３８８０３０８ 蜒７６９９８５３ 缮４０８７３２８ 亮７９３４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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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６ 　全国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结构情况 　 （单位 ：人）

地 　 　 区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年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高级 中级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３０５３６ 浇２４９１８１ 乔３０５２７ �２５８５４７ 贩３１８９４ 潩２６５９３７ Ё
云南 ２０４９１ 浇１７２６２７ 乔２３３８７ �１８８２０８ 贩２６４８８ 潩２０２３０５ Ё
贵州 １４７２２ 浇９９０２１ 档１５２０５ �１０１８９７ 贩１６０９１ 潩１０５１６５ Ё
重庆 １６９９４ 浇１２３９０７ 乔１９３６１ �１３１１０１ 贩２０２１８ 潩１２３００７ Ё
四川 ４６６７４ 浇３６９１７３ 乔４８６７１ �３７５６９０ 贩５１５８５ 潩３７５８３０ Ё
西藏 ８１３ 櫃６６９３ ＃８６７ 墘６７１１ 摀９５９ y６６３３ 儍
青海 ２８５７ ǐ２３１１８ 档３８１３ 洓２５７１９ ゥ４６６４ 媼２８０８７ 晻
新疆 １６９０２ 浇９９２７１ 档１７４１２ �９８０１１ ゥ１９０９３ 潩１０４９８０ Ё
甘肃 １２５７４ 浇１０６９９５ 乔１３４１５ �１１０６２２ 贩１５０６６ 潩１１６８８３ Ё
宁夏 ８１３７ ǐ４０２５３ 档９１５６ 洓４２２３８ ゥ１００７２ 潩４２９７１ 晻
陕西 ３２０３０ 浇１６９４２５ 乔３５３６０ �１７９８６４ 贩３５５８３ 潩１７９８３６ Ё
内蒙古 ２４９８４ 浇１５２８６７ 乔２６８１５ �１５７６５０ 贩２７９７１ 潩１５６１０８

小 　 计 ２２７７１４ 舷１６１２５３１ 儋２４３９８９ 靠１６７６２５８ 缮２５９６８４ �１７０７７４２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３００７６ 浇１７４９６５ 乔３２４２４ �１８１８４４ 贩３６８４７ 潩１９３０１７ Ё
湖南 ４１００８ 浇３５３０９７ 乔４３２４１ �３７１３８６ 贩４５９０６ 潩３８５２８１ Ё
湖北 ６９８２７ 浇４３３８７８ 乔６８７４２ �４３００７１ 贩７２１１８ 潩４３８６４３ Ё
安徽 ４６１４９ 浇２５５４６９ 乔４９１８３ �２６０６５０ 贩５０７２０ 潩２６２２８７ Ё
河南 ６６７１２ 浇４１０１９１ 乔６９３５３ �４３３８１９ 贩７２６０４ 潩４５７５９９ Ё
山西 ３１４６１ 浇２１７７３５ 乔３３３２８ �２２８６４９ 贩３６００９ 潩２３６１３０

小 　 计 ２８５２３３ 舷１８４５３３５ 儋２９６２７１ 靠１９０６４１９ 缮３１４２０４ �１９７２９５７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４３４６０ 浇１６３２９７ 乔４０７０７ �１５８０１８ 贩４２３９１ 潩１５６９８３ Ё
天津 ３１２９１ 浇１１６６２３ 乔３２３２８ �１１３８９７ 贩３３０１７ 潩１０９８７０ Ё
上海 ３９５４９ 浇２００４２１ 乔４０２３２ �１９６１０５ 贩３９６７７ 潩１９３５２０ Ё
河北 ４８５１８ 浇２９４２４４ 乔５２０１６ �３０００８７ 贩５７４３９ 潩３０５２２３ Ё
山东 ９８２７０ 浇５０８８０４ 乔１０６５６０ 靠５２０２３１ 贩１１６００６ �５２６５３３ Ё
江苏 ７０９８６ 浇４２６４９１ 乔７５６９５ �４３４５１９ 贩７７８４５ 潩４２８９７９ Ё
浙江 ３１１４２ 浇２３０７７９ 乔３４２１１ �２３９７３２ 贩３８１４５ 潩２４３９２５ Ё
福建 ２２３５７ 浇１３３６５９ 乔２５７２３ �１４４５１４ 贩２８７５８ 潩１４７９４２ Ё
广东 ４６９４４ 浇３３１３４２ 乔４９３３２ �３５０２２８ 贩５１７９０ 潩３６１２４８ Ё
海南 ４９８５ ǐ３１０９０ 档５１９７ 洓３２８９３ ゥ５６０３ 媼３４４７０

小 　 计 ４３７５０２ 舷２４３６７５０ 儋４６２００１ 靠２４９０２２４ 缮４９０６７１ �２５０８６９３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７２７８７ 浇３６２００４ 乔７１５９８ �３５９４３２ 贩７７４３５ 潩３６２９３９ Ё
吉林 ４２１７３ 浇２２１１０３ 乔４１０４８ �２１４９９９ 贩４４９１３ 潩２２５２４４ Ё
辽宁 ９４８９４ 浇４４６５６８ 乔１００４２５ 靠４４３５８３ 贩１０６７２８ �４３３８９０

小 　 计 ２０９８５４ 舷１０２９６７５ 儋２１３０７１ 靠１０１８０１４ 缮２２９０７６ �１０２２０７３ 构
全国合计 １１６０３０３ 後６９２４２９１ 儋１２１５３３２ 蜒７０９０９１５ 缮１２９３６３５ 亮７２１１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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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７ 　全国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年龄
结构情况 　 （单位 ：人）

地 　 　 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３５ 岁以下 ３６ 至 ４５ 岁 ３５岁以下 ３６至 ４５岁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３９３５０９ M２０２９７４ A３８８０２１ 5２０６３５９ )
云南 ４００４７６ M１９７０５０ A４０８２０５ 5２０２８３４ )
贵州 ２７７７０１ M１４９２１４ A２８１４０５ 5１５４１５１ )
重庆 ２１５１６１ M１１９６７０ A２０１０４６ 5１１２４７８ )
四川 ５９１４１１ M３２２１８８ A５６７８７５ 5３１３１０３ )
西藏 ２１８３９ ;１０８０２ /２２５０６ #９８１９  
青海 ５５８４４ ;３７６５２ /５３６４０ #４０１７５  
新疆 ２５００６４ M１２９３２０ A２５９０１５ 5１３２２８７ )
甘肃 ２００７０７ M１１７３６９ A２０３４４２ 5１１９９４７ )
宁夏 ６７７１７ ;４５９８３ /６６６２７ #４８０６０  
陕西 ２７４９７０ M１９１６２１ A２８２３３１ 5１９３２２７ )
内蒙古 ２２３９８４ M１８６７０７ A２１６２５３ 5１８４５３０

小 　 计 ２９７３３８３ _１７１０５５０ S２９５０３６６ G１７１６９７０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３３０７９７ M１９００３１ A３２７２８１ 5１９５４４５ )
湖南 ４８４０６２ M２９６２３０ A４９５３７２ 5３０８４８９ )
湖北 ５２２２００ M３４１６６６ A５１５２７５ 5３４１３３６ )
安徽 ３９３４８９ M２２３０９９９ S３８３３０４ 5２３７４０５ )
河南 ６６５６２４ M３６４５２９ A６９８７０３ 5３８４７７０ )
山西 ３１８１７３ M２２２７１２ A３３１６１０ 5２３１７６０

小 　 计 ２７１４３４５ _３６４６１６７ S２７５１５４５ G１６９９２０５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２０９１８４ M１４６９４０ A２０４２３８ 5１３６３１１ )
天津 １４８９０３ M１１５１０６ A１４４２６２ 5１０４４８５ )
上海 ２０４８４１ M１４２０６７ A２０５０６１ 5１３６９５１ )
河北 ５７４５８２ M２８９０６３ A５６９８６４ 5３０３５８７ )
山东 ９０６５２８ M５０３３２２ A９００７５０ 5５０８２２８ )
江苏 ６９５３０２ M３３４１３９ A６６８１５７ 5３３２９２０ )
浙江 ４１３６３０ M１９８８１５ A４０８４２７ 5１９３３４３ )
福建 ３３０４２６ M１３４９４０ A３３１５７１ 5１３６８８０ )
广东 ６８６３５７ M３１２５５０ A６７９５４７ 5３１９７５７ )
海南 ５４１３０ ;３１９８４ /５３０４９ #３２６２４

小 　 计 ４２２３８８３ _２２０８９２６ S４１６４９２６ G２２０５０８６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３８４２４３ M３４３２１７ A３７４５９５ 5３４１５５４ )
吉林 ３０９５３２ M２３６２０３ A２９９３６５ 5２３０５２７ )
辽宁 ４９２４３３ M３８８４９８ A４７０６３１ 5３７４２８１

小 　 计 １１８６２０８ _９６７９１８ A１１４４５９１ G９４６３６２ )
全国合计 １１０９７８１９ q８５３３５６１ S１１０１１４２８ Y６５６７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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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技能人才情况

表 ６ ．１ 　全国分地区职业技术鉴定情况统计表 　 （单位 ：人）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东北三省 全国合计

１９９９ 年

初级 １４２００２ %１５９０５２ A８５４９８０ ]１２４２８８ y１２８０３２２ Ё
中级 ２７４７５１ %３５３５３９ A５７５２３０ ]１５２５８３ y１３５６１０３ Ё
高级 ５７５４０  ８３７６４ /７３９９０ K３４１８９ g２４９４８３ 晻
技师 ７１２３  １４５０５ /９８１９ 9３７１８ U３５１６５ 儍

高级技师 ３５９ 镲１７１２  ６２８ '４３７ C３１３６ q
小 　 计 ４８１７７５ %６１２５７２ A１５１４６４７ o３１５２１５ y２９２４２０９

２０００ 年

初级 １７６１０９ %１５７０５８ A９６１０２９ ]１０１６８４ y１３９５８８０ Ё
中级 ２７２８５６ %４２８０６５ A６５５４２６ ]１４７９６５ y１５０４３１２ Ё
高级 ５３４２０  １０８２８２ A９２９３４ K２０５２９ g２７５１６５ 晻
技师 ４８２０  １１０１８ /７６０１ 9４６０４ U２８０４３ 儍

高级技师 １３０ 镲６３３  ５９１ '５７７ C１９３１ q
小 　 计 ５０７３３５ %７０５０５６ A１７１７５８１ o２７５３５９ y３２０５３３１

２００１ 年

初级 ２３２３３１ %２２０３５６ A９６５７７８ ]１４２４７０ y１５６０９３５ Ё
中级 ４４５１８７ %４８５１１７ A８５４５３０ ]１７１２８２ y１９５６１１６ Ё
高级 ９２２９３  ９７１１７ /１１８８３７ ]５３７０９ g３６１９５６ 晻
技师 ６４３１  １１１３０ /１０２２１ K１４８２５ g４２６０７ 儍

高级技师 ２８９ 镲１０１０  ８０３ '７２９ C２８３１ q
小 　 计 ７７６５３１ %８１４７３０ A１９５０１６９ o３８３０１５ y３９２４４４５

２００２ 年

初级 ３０１９９４ %２２０１２２ A１０６２７９２ o１８２６２２ y１７６７５３０ Ё
中级 ４８７９９７ %５９２１６５ A９９９３２６ ]１７９５２７ y２２５９０１５ Ё
高级 １５７６３７ %１１２４６５ A１４１６０５ ]６３３５５ g４７５０６２ 晻
技师 ６７４４  ５４７７  １０５３３ K１６３８０ g３９１３４ 儍

高级技师 １８９ 镲４３３  １０９９ 9３９１ C２１１２ q
小 　 计 ９５４６０１ %９３０６６２ A２２１５４１５ o４４２２７５ y４５４２９５３

２００３ 年

初级 ３９６９７３ %２６４８８０ A１１１６８７１ o１３７２５６ y１９１５９８０ Ё
中级 ６２００３９ %６１１９６１ A１０９４７０３ o１４２２００ y２４６８９０３ Ё
高级 １６６２２５ %１０６６８５ A１７６９６２ ]５１０２９ g５００９０１ 晻
技师 ８３８５  １８８６２ /２３３４１ K６０４６ U５６６３４ 儍

高级技师 ６９９ 镲１９７７  １３２０ 9３１４ C４３１０ q
小 　 计 １１９２３２１ 7１００４３６５ S２４１３１９７ o３３６８４５ y４９４６７２８

２００４ 年

初级 ４６５７６１ %３２０６７５ A１３５３７９８ o１６１７０１ y２３０１９３５ Ё
中级 ７０８５１０ %７９８１６２ A１２６０６９３ o１６５１５４ y２９３２５１９ Ё
高级 １７１２７３ %１４１５１４ A２６５２８５ ]５１０４２ g６２９１１４ 晻
技师 １６７００  ３２８７８ /５２７４２ K１７５０２ g１１９８２２ 晻

高级技师 ２８２１  １９９６７ /２５７７ 9４６３５ U３００００ 儍
小 　 计 １３６５０６５ 7１３１３１９６ S２９３５０９５ o４０００３４ y６０１３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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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 　全国分地区职业技能鉴定所发展
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个）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５７６ 櫃２５２ 憫２２６ 墘１７４ 亖２１６ y１３４ q
云南 １２５ 櫃１５３ 憫１６０ 墘１４７ 亖１５４ y１６３ q
贵州 １５２ 櫃１４９ 憫１４４ 墘１４９ 亖１４９ y１４５ q
重庆 １２４ 櫃１２４ 憫１３６ 墘１４３ 亖１４４ y１５１ q
四川 ６９９ 櫃４２３ 憫５９０ 墘５３６ 亖１２２ y４８９ q
西藏 ０ u２１ �２１ w２１ o１０ g２１ _
青海 ５９ 噰４９ �４８ w５１ o５３ g４６ _
新疆 ４４ 噰１９０ 憫１９０ 墘１７２ 亖１１２ y２４８ q
甘肃 ３１ 噰８４ �５８ w５５ o５６ g５５ _
宁夏 ４９ 噰５７ �４８ w５２ o４１ g６７ _
陕西 １４５ 櫃１５０ 憫１５９ 墘１８２ 亖１８２ y１６０ q
内蒙古 １４８ 櫃３７ �７７ w１１３ 亖１５８ y１２６

小 　 计 ２１５２ ǐ１６８９ ＃１８５７ 洓１７９５ 摀１３９７ 媼１８０５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４４７ 櫃４３４ 憫３９２ 墘４００ 亖３５４ y２４５ q
湖南 ３２６ 櫃３２１ 憫３０１ 墘３７２ 亖３７２ y２２ _
湖北 ４３７ 櫃４４０ 憫４４０ 墘２９６ 亖３８５ y４４０ q
安徽 ３０５ 櫃３２５ 憫３１６ 墘３１８ 亖３６２ y３１７ q
河南 ３３６ 櫃３８３ 憫３９０ 墘３４８ 亖４０３ y４５１ q
山西 １５８ 櫃１７７ 憫１７３ 墘１５２ 亖２３９ y２３４

小 　 计 ２００９ ǐ２０８０ ＃２０１２ 洓１８８６ 摀２１１５ 媼１７０９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１８０ 櫃１７３ 憫１６８ 墘２００ 亖８６ g８６ _
天津 ７９ 噰８０ �５５ w９３ o９３ g９８ _
上海 １６３ 櫃１６８ 憫１４４ 墘１４４ 亖４３ g４３ _
河北 ４５１ 櫃５１１ 憫５１１ 墘５５４ 亖２７５ y３２１ q
山东 ２５１ 櫃２６９ 憫３０５ 墘２８８ 亖２８８ y２８８ q
江苏 ３５３ 櫃３８３ 憫３９２ 墘３８７ 亖１４１ y３８９ q
浙江 ２００ 櫃２８１ 憫２７６ 墘２４８ 亖２１６ y３０２ q
福建 ２５４ 櫃２６５ 憫２８９ 墘３４６ 亖２９８ y４６２ q
广东 ５１７ 櫃３８４ 憫３９５ 墘３９７ 亖６５５ y７９ _
海南 １０ 噰４１ �４１ w４４ o４４ g４９

小 　 计 ２４５８ ǐ２５５５ ＃２５７６ 洓２７０１ 摀２１３９ 媼２１１７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５０ 噰８５ �８１ w４９ o１０３ y２０ _
吉林 １０３ 櫃７８ �７８ w７８ o１９４ y１６５ q
辽宁 １４４ 櫃２０９ 憫１８５ 墘１８９ 亖１１３ y１０６

小 　 计 ２９７ 櫃３７２ 憫３４４ 墘３１６ 亖４１０ y２９１ q
全国合计 ６９１６ ǐ６６９６ ＃６７８９ 洓６６９８ 摀６０６１ 媼５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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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３ 　全国分地区 “中华技能大奖” 获得
情况统计表 　 （单位 ：人）

地 　 　 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合计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２ 篌２ 珑１ 圹７ 舷
上海 １ 篌１ 珑２ 圹１１ 後
天津 １ 圹３ 舷
浙江 ０ 舷
山东 ２ 圹６ 舷
广东 １ 篌２ 舷
河北 １ 舷
福建 １ 舷
海南 ０ 舷
江苏 １ 篌１ 圹４

小 　 计 ５ 篌３ 珑７ 圹３５

中
部
地
区

山西 １ 珑２ 圹４ 舷
河南 ２ 篌２ 珑２ 圹７ 舷
湖南 １ 舷
湖北 １ 圹４ 舷
江西 １ 珑１ 圹４ 舷
安徽 ０

小 　 计 ２ 篌４ 珑６ 圹２０

西
部
地
区

新疆 ０ 舷
宁夏 １ 圹２ 舷
内蒙古 １ 珑２ 舷
陕西 １ 舷
四川 １ 舷
贵州 １ 篌１ 舷
青海 ０ 舷
广西 ０ 舷
甘肃 １ 舷
重庆 １ 篌１ 圹２ 舷
云南 １ 舷
西藏 ０

小 　 计 ２ 篌１ 珑２ 圹１１

东
北
三
省

吉林 １ 珑２ 舷
辽宁 １ 篌１ 珑５ 舷
黑龙江 ４ 圹６

小 　 计 １ 篌２ 珑４ 圹１３ 後
全国合计 １０  １０ �１９ 眄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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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４ 　全国分地区 “全国技术能手” 获得
情况统计表 　 （单位 ：人）

地 　 　 区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５ 篌８ 珑１９ 眄１７ 後
上海 ７ 篌２ 珑１４ 眄９ 舷
天津 ４ 篌３ 珑８ 圹８ 舷
浙江 ４ 篌２ 珑６ 圹５ 舷
山东 １１  ６ 珑６ 圹９ 舷
广东 ５ 篌５ 珑６ 圹９ 舷
河北 ７ 篌０ 珑１１ 眄７ 舷
福建 ５ 篌１ 珑２ 圹６ 舷
海南 １ 篌０ 珑１ 圹２ 舷
江苏 ５ 篌５ 珑５ 圹１２

小 　 计 ５４  ３２ �７８ 眄８４

中
部
地
区

山西 ２ 篌０ 珑５ 圹４ 舷
河南 ５ 篌０ 珑１０ 眄１０ 後
湖南 ２ 篌１ 珑４ 圹４ 舷
湖北 ３ 篌１ 珑１３ 眄７ 舷
江西 ３ 篌１ 珑２ 圹５ 舷
安徽 ４ 篌０ 珑８ 圹６

小 　 计 １９  ３ 珑４２ 眄３６

西
部
地
区

新疆 ５ 篌０ 珑４ 圹５ 舷
宁夏 ２ 篌０ 珑３ 圹３ 舷
内蒙古 ２ 篌０ 珑７ 圹５ 舷
陕西 ５ 篌１ 珑６ 圹１４ 後
四川 ５ 篌０ 珑１１ 眄８ 舷
贵州 １ 篌０ 珑３ 圹４ 舷
青海 １ 篌０ 珑２ 圹３ 舷
广西 ２ 篌０ 珑２ 圹５ 舷
甘肃 ２ 篌０ 珑４ 圹５ 舷
重庆 ２ 篌１ 珑３ 圹９ 舷
云南 ２ 篌０ 珑４ 圹４ 舷
西藏 ０ 篌０ 珑０ 圹０

小 　 计 ２９  ２ 珑４９ 眄６５

东
北
三
省

吉林 ６ 篌１ 珑２ 圹３ 舷
辽宁 １７  ３ 珑９ 圹１２ 後
黑龙江 ８ 篌１０ 眄８

小 　 计 ３１  ４ 珑２１ 眄２３ 後
全国合计 １３３  ４１ �１９０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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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农村实用人才情况

表 ７ ．１ 　 ２００３年全国分地区农村实用人才数量统计表

地 　 　 区 农村实用人才 （人） 农村劳动力数 （人）
农村实用人才占

农村劳动力比例

西
部
地
区

广 西 １９２１８３ 怂２３５３８０００ 哌０ ．８２ ％

云 南 １１９０１１ 怂２０８１４０００ 哌０ ．５７ ％

贵 州 １１０５４６ 怂１９９９７６００ 哌０ ．５５ ％

重 庆 ５６３２９ 构１３９９３０００ 哌０ ．４０ ％

四 川 ４６３７５４ 怂３９３９６０００ 哌１ ．１８ ％

西 藏 １５７７２ 构１１２２０００ 屯１ ．４１ ％

青 海 ９６７３ Ё１８８１０００ 屯０ ．５１ ％

新 疆 １０８１０５ 怂３９７５０００ 屯２ ．７２ ％

甘 肃 １６２６７６ 怂１１６６４０００ 哌１ ．３９ ％

宁 夏 ２６３４７ 构２２０５０００ 屯１ ．１９ ％

陕 西 １０１３４８ 怂１４３６５０００ 哌０ ．７１ ％

内蒙古 ９３１２９ 构７２３２０００ 屯１ ．２９ ％

小 　 计 １４５８８７３ 葺１６０１８２６００ 耨１ ．０６ ％

中
部
地
区

江 西 ２３２４６７ 怂１７５３００００ 哌１ ．３３ ％

湖 南 ５５２４１５ 怂３１１２１０００ 哌１ ．７８ ％

湖 北 ４０２５０４ 怂１９８８９０００ 哌２ ．０２ ％

安 徽 ２５９０２７ 怂３０２８２０００ 哌０ ．８６ ％

河 南 ２４５０８０ 怂５１１４３０００ 哌０ ．４８ ％

山 西 １９７５５０ 怂１１１４７０００ 哌１ ．７７ ％

小 　 计 １８８９０４３ 葺１６１１１２０００ 耨１ ．３７ ％

东
部
地
区

北 京 ７８３０ Ё１８８５０００ 屯０ ．４２ ％

天 津 １０５３４ 构１８７７０００ 屯０ ．５６ ％

上 海 ３３９９２ 构２７０５０００ 屯１ ．２６ ％

河 北 ３４００３９ 怂２９２９９０００ 哌１ ．１６ ％

山 东 ４２６１５１ 怂３８７０４０００ 哌１ ．１０ ％

江 苏 ５２９０５１ 怂２８０８６０００ 哌１ ．８８ ％

浙 江 ３３９５８８ 怂２２８２８０００ 哌１ ．４９ ％

福 建 ２１８６７５ 怂１４１９９０００ 哌１ ．５４ ％

广 东 ２２２２２４ 怂３０６６４０００ 哌０ ．７２ ％

海 南 ４９６８２ 构２５２８３００ 屯１ ．９７ ％

小 　 计 ２１７７７６６ 葺１７２７７５３００ 耨１ ．２１ ％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６６２１３ 构９８５６０００ 屯０ ．６７ ％

吉 林 ６２０９０ 构７５８４０００ 屯０ ．８２ ％

辽 宁 １３６８３５ 怂１０８７１０００ 哌１ ．２６ ％

小 　 计 ２６５１３８ 怂２８３１１０００ 哌０ ．９２ ％

全国总数 ５７９０８２０ 葺５２２３８０９００ 耨１ ．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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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年全国分地区乡村劳动力发展
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人）

行 　 　 业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农林牧渔业 １１２９５ ．８ 枛１１０７９ ．８  １０９８４ ．２ 妸１０９３３ ．６  １０７４０ ．６ ~１０６１０ ．７ �
工业 ５３４ N５５０ ．４２ �５６２ ．４ f６００ ．４ 噜６５５ ．３ Z７１３ ．７ 栽
建筑业 ５７４ ．１ r６２２ ．４６ �６５２ B７１１ 技７７８ ．７ Z８２４ ．９ 栽

交通 、 仓储 、 电信业 ２３７ ．２ r２４７ ．８ 祆２５５ ．９ f２７０ ．３ 噜２８９ ．８ Z３１０ ．７ 栽
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３４０ N３７４ ．７６ �３９９ ．８ f４３４ ．９ 噜４４７ ．４ Z５８３ ．４ 栽

其他非农行业 １５５５ ．７ 剟１８９７ ．３ �１９７０ ．３ x２０５４ ．４ 蝌２２５６ ．１ l２３２４ ．９

小 　 计 １４５３６ ．８ 枛１４７７２ ．５４ "１４８２４ ．６ 妸１５００４ ．６  １５１６７ ．９ ~１５３６８ ．３

中
部
地
区

农林牧渔业 １０２９０ ．４ 枛１０４３２ ．６  １０２８５ ．７ 妸１０１１７ 噜９９０７ ．５ l９７１２ ．６ 骀
工业 ９６１ ．９ r１０２３ ．２ �１０５５ ．８ x１１４６ ．４ 蝌１２６０ ．７ l１４０１ ．７ 骀
建筑业 ７１９ ．７ r７９４ ．１６ �８３０ ．６ f８９４ 技９６６ 6１０２６ ．１ 骀

交通 、 仓储 、 电信业 ３１１ ．１ r３４１ ．２７ �３５４ ．３ f３７５ ．９ 噜３９７ ．１ Z４５０ ．３ 栽
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４５０ ．３ r５１１ ．１４ �５４４ B５９６ ．８ 噜５９３ ．６ Z８１５ ．７ 栽

其他非农行业 １４０６ ．８ 剟１５８１ ．４１  １６３９ ．３ x１６７５ ．８ 蝌１７８０ ．１ l１６７８ ．３

小 　 计 １４１４０ ．２ 枛１４６８３ ．７８ "１４７０９ ．７ 妸１４８０５ ．９  １４９０５ Z１５０８４ ．７

东
部
地
区

农林牧渔业 ９４１８ ．２ 剟９３７３ ．２ �９２７５ ．５ x９０２５ ．９ 蝌８７０７ ．１ l８３８４ ．１ 骀
工业 ２３２５ ．７ 剟２４００ ．２ �２５４４ T２６１７ ．７ 蝌２８６９ ．６ l３１５２ ．２ 骀
建筑业 １１４５ ．１ 剟１１７０ ．９ �１２０６ ．５ x１２３６ ．４ 蝌１３２６ H１３７７ ．７ 骀

交通 、 仓储 、 电信业 ５０１ ．７ r５１２ ．２ 祆５２４ ．７ f５３８ ．９ 噜５６２ ．６ Z６２８ ．４ 栽
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７０４ ．３ r７６９ ．９ 祆８２２ ．８ f８６１ ．５ 噜９０５ ．３ Z１１４２ ．６ 骀

其他非农行业 １６６４ ．６ 剟１７５９ ．６ �１７８５ ．９ x１８５８ ．１ 蝌１９０６ ．９ l１８６０ ．１

小 　 计 １５７５９ ．６ 枛１５９８６ 祆１６１５９ ．４ 妸１６１３８ ．５  １６５１４ ．８ ~１６５４５ ．１

东
北
三
省

农林牧渔业 １９０７ ．５ 剟１９１２ ．１ �１９０５ ．８ x１９１４ ．２ 蝌１９０４ ．６ l１８８８ ．６ 骀
工业 １３１ ．６ r１３５ 热１３４ ．３ f１４１ ．２ 噜１５１ ．５ Z１７１ ．３ 栽
建筑业 ９３ ．５ `１０４ ．３ 祆１０８ ．３ f１１７ ．７ 噜１３０ ．７ Z１５２ ．３ 栽

交通 、 仓储 、 电信业 ６６ <６９ ．３ 谮７０ ．７ T７４ ．１ 挝７８ ．８ H８６ ．６ 侣
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９０ ．２ `９６ 抖９７ ．９ T１０３ ．８ 噜１１３ 6１６０ 鞍

其他非农行业 １７２ ．６ r２０３ ．６ 祆２１９ ．４ f２２７ ．７ 噜２４２ ．８ Z２３９ ．３

小 　 计 ２４６１ ．４ 剟２５２０ ．３ �２５３６ ．４ x２５７８ ．７ 蝌２６２１ ．４ l２６９８ ．１

全
国

农林牧渔业 ３２９１１ ．９ 枛３２７９７ ．７  ３２４５１ ．２ 妸３１９９０ ．７  ３１２５９ ．８ ~３０５９６ 栽
工业 ３９５３ ．２ 剟４１０８ ．６ �４２９６ ．５ x４５０５ ．７ 蝌４９３７ ．１ l５４３８ ．９ 骀
建筑业 ２５３２ ．４ 剟２６９１ ．７ �２７９７ ．４ x２９５９ ．１ 蝌３２０１ ．４ l３３８１ 侣

交通 、 仓储 、 电信业 １１１６ `１１７０ ．６ �１２０５ ．６ x１２５９ ．２ 蝌１３２８ ．３ l１４７６ 侣
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１５８４ ．８ 剟１７５１ ．８ �１８６４ ．５ x１９９７ 挝２０５９ ．３ l２７０１ ．７ 骀

其他非农行业 ４７９９ ．７ 剟５４４１ ．９ �５６１４ ．９ x５８１６ 挝６１８５ ．９ l６１０２ ．６

全国合计 ４６８９８ r４７９６２ ．３  ４８２３０ ．１ 妸４

４

． ９ １ ４

３

０

９

８

r

３

３

２

３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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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育情况

表 ８ ．１ 　全国分地区 ６岁及 ６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统计表 　 （单位 ：％ ）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平均受
教育年
限（年）

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平均受
教育年
限（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１１ ．２０ ?４７ ．３７ ;３３ ．４５ 7７ ．１２ !０ ．８６  ６ ．８４  ７ ．３０  ３５ ．３５ #３９ ．８１  １２ ．３５  ５ ．１８  ８ ．０２  
云南 ２１ ．２５ ?５０ ．００ ;２２ ．６１ 7４ ．９５ !１ ．１９  ５ ．８２  １４ ．５２ '４５ ．６５ #２８ ．５２  ７ ．４６  ３ ．８４  ６ ．８２  
贵州 ２１ ．４３ ?４５ ．５６ ;２３ ．６６ 7７ ．１０ !２ ．２６  ６ ．０８  １４ ．５９ '４１ ．８２ #３１ ．２２  ７ ．８９  ４ ．４７  ６ ．９８  
重庆 １３ ．１９ ?４５ ．６１ ;２９ ．８８ 7９ ．０４ !２ ．２８  ６ ．８８  １０ ．７８ '４４ ．４０ #３１ ．３７  ９ ．８０  ３ ．６４  ７ ．２５  
四川 １５ ．１８ ?４４ ．９２ ;３０ ．１８ 7７ ．７７ !１ ．９５  ６ ．６６  １０ ．２４ '３９ ．７５ #３５ ．８７  １０ ．５２  ３ ．６２  ７ ．４５  
西藏 ５３ ．４６ ?４１ ．８７ ;４ ．２６ %０ ．３２ !０ ．０９  ２ ．９５  ３７ ．２１ '４６ ．９１ #１２ ．０３  ２ ．９１  ０ ．９４  ４ ．４０  
青海 ２８ ．７１ ?３４ ．８７ ;２１ ．７９ 7１０ ．６４ 3３ ．９９  ５ ．９７  １９ ．８２ '３５ ．６８ #２８ ．５６  １１ ．４１  ４ ．５１  ６ ．８０  
新疆 ８ ．９７ -３９ ．６５ ;２９ ．８６ 7１４ ．１８ 3７ ．３３  ７ ．９４  ６ ．６２  ３４ ．３２ #３５ ．２２  １３ ．９４  ９ ．８９  ８ ．４９  
甘肃 ２２ ．２１ ?３７ ．９４ ;２７ ．０６ 7１０ ．１７ 3２ ．６２  ６ ．３５  １６ ．６９ '３４ ．８７ #２９ ．８７  １２ ．９１  ５ ．６７  ７ ．２４  
宁夏 ２０ ．４６ ?３４ ．５８ ;３１ ．２６ 7１０ ．４６ 3３ ．２４  ６ ．６６  １３ ．３２ '３３ ．７５ #３１ ．９５  １３ ．８０  ７ ．１６  ７ ．７０  
陕西 １５ ．２６ ?３６ ．３０ ;３２ ．６３ 7１２ ．５１ 3３ ．３０  ７ ．１４  ９ ．１０  ２９ ．９５ #３７ ．９４  １５ ．７８  ７ ．２３  ８ ．２６  
内蒙古 １４ ．５９ ?３３ ．８４ ;３３ ．９０ 7１３ ．８８ 3３ ．８０  ７ ．３５  ９ ．４３  ２９ ．９１ #３８ ．９６  １５ ．０６  ６ ．６３  ８ ．１７

小 　 计 ２０ ．４９ ４１ ．０４ ２６ ．７１ ９ ．０１ ２ ．７４ ６ ．３９ １４ ．１４ ３７ ．７０ ３１ ．７８ １１ ．１５ ５ ．２３ ７ ．３０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１１ ．２５ ?４４ ．９０ ;３１ ．２５ 7１０ ．１６ 3２ ．４４  ７ ．１２  ７ ．８１  ３５ ．５９ #３７ ．７２  １４ ．２１  ４ ．６７  ７ ．９８  
湖南 ９ ．４０ -４１ ．６９ ;３４ ．４３ 7１１ ．７３ 3２ ．７４  ７ ．４５  ６ ．６７  ３３ ．７４ #４０ ．９０  １３ ．４７  ５ ．２２  ８ ．１６  
湖北 １２ ．３６ ?３８ ．５６ ;３４ ．６１ 7１１ ．３３ 3３ ．１４  ７ ．２９  ９ ．８４  ２９ ．９２ #３８ ．６５  １５ ．８１  ５ ．７８  ８ ．１０  
安徽 １７ ．４３ ?４０ ．１７ ;３４ ．００ 7６ ．７９ !１ ．６２  ６ ．５４  １２ ．７０ '３３ ．３９ #３８ ．７６  １０ ．７２  ４ ．４３  ７ ．４９  
河南 １３ ．８７ ?３５ ．０８ ;４０ ．１１ 7９ ．０４ !１ ．９０  ７ ．１０  ６ ．９５  ２８ ．６５ #４６ ．８３  １３ ．１５  ４ ．４２  ８ ．２２  
山西 ８ ．６０ -３４ ．０２ ;４１ ．８５ 7１１ ．７１ 3３ ．８２  ７ ．８２  ５ ．０１  ２９ ．２５ #４９ ．００  １１ ．５１  ５ ．２３  ８ ．３８

小 　 计 １２ ．１５ ?３９ ．０７ ;３６ ．０４ 7１０ ．１３ 3２ ．６１  ７ ．２２  ８ ．１６  ３１ ．７６ #４１ ．９８  １３ ．１５  ４ ．９６  ８ ．０６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５ ．８４ -１７ ．９９ ;３３ ．４９ 7２３ ．５６ 3１９ ．１３ /９ ．９８  ４ ．２３  １４ ．５５ #３３ ．８９  ２３ ．４４  ２３ ．８９  １０ ．５６  
天津 ７ ．４１ -２７ ．０８ ;３６ ．３２ 7２１ ．２８ 3７ ．９０  ８ ．７１  ５ ．１１  ２０ ．２６ #３６ ．６７  ２３ ．６２  １４ ．３４  ９ ．６４  
上海 ７ ．８８ -１９ ．３０ ;３５ ．７１ 7２６ ．０４ 3１１ ．０６ /９ ．２７  ６ ．２１  １４ ．９７ #３２ ．８１  ２７ ．５２  １８ ．５０  １０ ．１１  
河北 １０ ．０７ ?３８ ．２６ ;３８ ．１６ 7１０ ．６８ 3２ ．８２  ７ ．４６  ６ ．０６  ２９ ．３６ #４５ ．５３  １３ ．１５  ５ ．８９  ８ ．３８  
山东 １７ ．４２ ?３３ ．６１ ;３７ ．８５ 7９ ．４６ !１ ．６７  ６ ．８２  １１ ．４２ '２７ ．４１ #４２ ．０１  １３ ．６７  ５ ．４９  ７ ．９４  
江苏 １４ ．６３ ?３４ ．７１ ;３４ ．０２ 7１２ ．６２ 3４ ．０２  ７ ．３０  １１ ．６８ '３０ ．０１ #３９ ．５７  １３ ．８２  ４ ．９２  ７ ．８１  
浙江 １４ ．０７ ?３７ ．０３ ;３４ ．８４ 7１１ ．５９ 3２ ．４８  ７ ．１４  １２ ．３２ '３０ ．０４ #３５ ．５６  １４ ．６０  ７ ．４７  ７ ．９５  
福建 １５ ．７７ ?４２ ．２１ ;２９ ．６９ 7１０ ．０７ 3２ ．２６  ６ ．７７  １３ ．３８ '３５ ．３４ #３２ ．１５  １４ ．５７  ４ ．５６  ７ ．４９  
广东 ８ ．９１ -４０ ．２６ ;３５ ．０２ 7１２ ．１３ 3３ ．６８  ７ ．６１  ６ ．１１  ３６ ．６８ #３８ ．１３  １３ ．９０  ５ ．１９  ８ ．１３  
海南 １３ ．４８ ?３８ ．１２ ;３３ ．０８ 7１１ ．６８ 3３ ．６６  ７ ．２５  ６ ．５９  ２９ ．０８ #４２ ．２４  １６ ．８８  ５ ．２１  ８ ．４１

小 　 计 １１ ．５５ ?３２ ．８６ ;３４ ．８２ 7１４ ．９１ 3５ ．８７  ７ ．８３  ８ ．３１  ２６ ．７７ #３７ ．８６  １７ ．５２  ９ ．５５  ８ ．６４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８ ．９０ -３３ ．２５ ;４２ ．０２ 7１２ ．１３ 3３ ．７１  ７ ．８２  ４ ．５８  ２８ ．０３ #４８ ．８１  １３ ．９１  ４ ．６８  ８ ．４９  
吉林 ６ ．６０ -３４ ．１５ ;３７ ．５６ 7１６ ．７６ 3４ ．９３  ８ ．２３  ３ ．７８  ２８ ．８６ #４２ ．９８  １７ ．５３  ６ ．８５  ８ ．８０  
辽宁 ６ ．８４ -３２ ．６２ ;４２ ．２５ 7１２ ．５５ 3５ ．７４  ８ ．１８  ４ ．２１  ２５ ．７３ #４８ ．１２  １３ ．６５  ８ ．２９  ８ ．８４

小 　 计 ７ ．４５ ３３ ．３４ ４０ ．６１ １３ ．８１ ４ ．７９ ８ ．０８ ４ ．１９ ２７ ．５４ ４６ ．６４ １５ ．０３ ６ ．６１ ８ ．７１

全国平均数 １３ ．３７ ?３８ ．５０ ;３４ ．３３ 7１０ ．７１ 3３ ．０９  ７ ．１８  ９ ．１６  ３２ ．３８ #３９ ．２９  １３ ．４０  ５ ．７７  ８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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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 　全国每十万人口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从业人数情况 　 （单位 ：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珑２００１ C２００２ 牋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４７３ ．１６ １９１３ ．１２ ２０２６ ．１３ ２９９９ ．７９ ３５３８ ．５６

云南 ７５８ ．５９ １３５５ ．２６ １４５８ ．５７ １０７４ ．０４ ２５２３ ．２２

贵州 １４３６ ．６６ ２５０３ ．２９ ２４４２ ．０１ ３９４０ ．５７ ３３０４ ．３０

重庆 １４４０ ．６５ １９９２ ．２５ ２００５ ．１５ １９６１ ．６６ ２３６３ ．８７

四川 １１５３ ．２２ ２８１０ ．１９ ２３８９ ．０２ ２３５２ ．８７ ２１９３ ．７０

西藏 ０ ．００ ７６ ．０５ １９６ ．０８ ２９６ ．３０ ３２８ ．４７

青海 ２５０９ ．８０ １７０１ ．７２ １９６５ ．９７ ３３８９ ．５１ ２９８７ ．０１

新疆 ３９６２ ．８０ ３９４４ ．５６ ５１５４ ．８６ ５０７２ ．３９ ５１４０ ．０９

甘肃 １４９０ ．３７ ２１２０ ．３９ １８３９ ．５７ ２９５４ ．２８ ３７２２ ．７９

宁夏 ２１９１ ．５３ ３５５２ ．４０ ３８４６ ．１５ ３８６２ ．０７ ５２０４ ．０８

陕西 ２０６７ ．４４ ２８７７ ．８４ ２５９９ ．３５ ４１９５ ．１２ ５１０６ ．６１

内蒙古 ２１９７ ．２９ ２９４０ ．６８ ３１３９ ．９７ ３０８４ ．０３ ３７１６ ．４４

小 　 计 １７９６ ．５７ ２４７８ ．３９ q２６１８ ．１２ 挝３１１５ ．３２ ３５３０ ．３１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１５２９ ．１９ ２８６４ ．３１ １８０４ ．８３ ４３１１ ．２４ ２９２７ ．１７

湖南 １８２０ ．２７ ２５５４ ．５８ ２８２６ ．３２ ３１１２ ．７１ ３５７４ ．２０

湖北 １７３２ ．９１ ２３７９ ．９２ ２０１９ ．０４ ２３２５ ．８９ ２５２９ ．９２

安徽 １０６３ ．０１ ２３５６ ．１９ １６０３ ．３３ ２８２３ ．７１ ３０８９ ．３１

河南 １２７５ ．１７ ３０６０ ．１８ ３２１６ ．４８ ２２３３ ．３７ ３３６４ ．２１

山西 ２２８１ ．５２ ２８９４ ．２５ ２９２６ ．５３ ３３７０ ．５５ ３０８５ ．４６

小 　 计 １６９５ ．５２  ２８０４ ．０８ q２４８９ ．４８ ３１７５ ．１６ +３１９０ ．５５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１１３７６ ．２９ ８４６７ ．１０ １２９６５ ．５７ １５４５３ ．３０ １７１２６ ．５９

天津 ４８６９ ．６６ ４４１２ ．３５ ５４８１ ．６３ ５６０８ ．３１ ７４９０ ．２３

上海 ６９４０ ．３０ ７３３５ ．８１ ８９５０ ．８９ ９１５２ ．５４ １１３６０ ．５１

河北 ２００４ ．８４ １７１５ ．１８ ３１１７ ．０２ ４３０６ ．４０ ３６４２ ．２４

山东 １１６４ ．０２ ３２０３ ．１９ ３８７１ ．３９ ３８２６ ．８５ ３８０９ ．３７

江苏 ２４９２ ．７２ ２７１５ ．１６ ２１８５ ．３４ ３０２１ ．８７ ２９０７ ．３１

浙江 １７８３ ．２４ ２２８２ ．６８ ４８１８ ．１６ ５１９０ ．１７ ６８４５ ．３４

福建 １５７４ ．１９ ３１２２ ．０９ ３０１２ ．１２ ３１２２ ．１３ ３７０２ ．６５

广东 ２５８５ ．９７ ２７４９ ．５８ ３５８３ ．１５ ３８８４ ．８４ ３８１９ ．８５

海南 ２１７８ ．４８ ２２９８ ．９９ ２２１６ ．６９ ３５７５ ．８３ ３１９０ ．７１

小 　 计 ３９５３ ．７７  ４１７９ ．９３ q５００１ ．８３ 挝５８２８ ．７４ +６５１５ ．５２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２１７０ ．３６ ２７３９ ．４４ ２７３０ ．１３ ２６７８ ．９０ ２４２０ ．７５

吉林 ２４４９ ．２１ ２７０９ ．０３ ３２４５ ．６５ ２９７３ ．３７ ３２６３ ．２０

辽宁 ３０１３ ．６７ ２７１１ ．０２ ２８９３ ．１７ ４８１９ ．４８ ４２３０ ．５０

小 　 计 ２５５６ ．２６ ２７４７ ．７６ ２９８１ ．８０ ３５０２ ．６６ +３３０９ ．１３

全国平均数 ２１３０ ．３５ ３２０４ ．１８ ３４４４ ．３７ ３９１６ ．６７ +４１８２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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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３ 　全国分地区从业人员接受教育构成情况统计表 　 （单位 ：％ ）

地 　 　 区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h２００２ 汉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大专
及
以上

高中 初中
大专
及
以上

高中 初中
大专
及
以上

高中 初中
大专
及
以上

高中 初中
大专
及
以上

高中 初中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０ ．９ 3８ ．２ �４０ ．２ 行３ ．６ 厖１２ ．５ \４３ ．４ "３ ．８ 鬃１１ ．５ �４２ ．９ t５ ．６ )１１ ．３ ４３ ．６ 破６ ．５３ 寣１２ ．６ R４７ 鲻
云南 １ ．４ 3５ ．１ �２５ ．３ 行２ ．５ 厖７ ．０ K２４ ．３ "２ ．７ 鬃６ ．２ 潩２７ ．１ t２  ４ ．６ 镲２４ ．６ 破４ ．６４ 寣６ ．７ A３１ ．７  
贵州 ２ ．７ 3７ ．８ �２６ ．０ 行４ ．６ 厖７ ．５ K２８ ．５ "４ ．５ 鬃７ ．３ 潩３２ ．８ t７ ．２ )８ ．４ 镲３０ い５ ．９５ 寣７ ．２ A３４ ．６  
重庆 ２ ．７ 3９ ．０ �３３ ．２ 行３ ．８ 厖９ ．４ K３４ ．９ "３ ．８ 鬃９ ．５ 潩３８ ．８ t３ ．７ )９ ．８ 镲４２ ．２ 破４ ．３７ 寣８ ．７ A３４ ．６  
四川 ２ ．２ 3７ ．５ �３３ ．５ 行５ ．５ 厖１０ ．１ \３４ ．８ "４ ．７ 鬃１０ ．１ �３８ ．４ t４ ．６ )１０ ．４ ３９ ．８ 破４ ．２５ 寣９ ．９ A４１ ．８  
西藏 ０  ０ ．１ �４ ．０ 靠０ ．２ 厖１ ．０ K５ ．５  ０ ．４ 鬃１ ．７ 潩８ ．５ c０ ．６ )１ ．５ 镲６ ．１ 档０ ．７ {１  ８ 邋
青海 ５ ．３ 3１１ ．５  ２３ ．５ 行３ ．７ 厖９ ．３ K２７ ．８ "４ ．２ 鬃８ ．８ 潩３０ ．４ t７ ．１ )１１ ．４ ３０ ．２ 破６ ．１１ 寣１１ ．５ R３２ ．１  
新疆 １０ ．５ D１６ ．７  ３３ ．４ 行１０ ．８ 枛１３ ．３ \３４ ．３ "１４ 破１５ ．７ �３５ ．１ t１３ ．６ :１２ ．９ ３８ い１３ ．５５ 潩１４ ．３ R３６ ．７  
甘肃 ３ ．２ 3１１ ．３  ３１ ．１ 行４ ．６ 厖１２ ．９ \３１ ．４ "３ ．８ 鬃１２ ．２ �３１ ．９ t５ ．９ )１２ ．５ ３２ ．７ 破７ ．３８ 寣１３ 0３３ ．５  
宁夏 ４ ．４ 3１１ ．６  ３５ ．１ 行７ ．２ 厖１２ ．９ \３７ ．１ "７ ．８ 鬃１３ ．０ �３８ ．１ t７ ．７ )１３ ．１ ３４ ．４ 破１０ ．２７ 潩１３ ．９ R３６ ．１  
陕西 ４ ．２ 3１５ ．１  ３９ ．３ 行５ ．９ 厖１４ ．４ \４１ ．１ "５ ．１ 鬃１３ ．３ �３９ ．５ t８ ．１ )１７ 揶４１ い１０ ．０４ 潩１５ ．６ R４３ ．２  
内蒙古 ５ ．１ 3１６ ．４  ３６ ．６ 行６ ．９ 厖１６ ．１ \３８ ．５ "７ ．４ 鬃１６ ．１ �４１ ．１ t７ ．３ )１３ ．７ ４１ ．７ 破８ ．６９ 寣１４ ．９ R４３ ．９

小计平均数 ３ ．５５ D１０ ．０３  ３０ ．１ 行４ ．９４ 枛１０ ．５３ m３１ ．８ "５ ．１８ 梃１０ ．４５ 靠３３ ．７２ 厖６ ．１２ :１０ ．５５  ３３ ．６９ 鬃６ ．８７ 寣１０ ．７８ c３５ ．２７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３ ．３ 3１１ ．９  ３３ ．７ 行６ ．２ 厖１３ ．４ \３８ ．７ "３ ．９ 鬃１２ ．１ �３８ ．７ t９ ．３ )１７ 揶４１ ．４ 破６ ．１５ 寣１４ ．３ R４３ ．７  
湖南 ３ ．４ 3１３ ．２  ３９ ．８ 行４ ．９ 厖１３ ．７ \４４ ．５ "５ ．４ 鬃１２ ．８ �４３ ．８ t５ ．９ )１５ ．３ ４２ い６ ．６５ 寣１３ ．４ R４６ ．１  
湖北 ４ ．０ 3１２ ．７  ３９ ．６ 行５ ．８ 厖１７ ．６ \４２ ．７ "４ ．９ 鬃１１ ．９ �３４ ．８ t５ ．５ )１３ ．６ ４２ ．６ 破５ ．８８ 寣１５ ．５ R４３ ．８  
安徽 ２ ．０ 3６ ．８ �３９ ．４ 行４ ．４ 厖９ ．２ K４１ ．２ "３ 档７ ．０ 潩４４ ．４ t５ ．３ )９ ．５ 镲４５ ．２ 破５ ．７８ 寣１０ 0４５ ．４  
河南 ２ ．３ 3１０ ．６  ４７ ．７ 行５ ．３ 厖１３ ．２ \５１ ．１ "５ ．６ 鬃１２ ．８ �５４ ．９ t３ ．９ )１２ ．３ ５４ ．３ 破５ ．８５ 寣１３ ．１ R５５ ．２  
山西 ５ ．１ 3１４ ．１  ４９ ．７ 行６ ．７ 厖１４ ．２ \５３ ．５ "６ ．８ 鬃１４ ．９ �５５ ．１ t７ ．６ )１４ ．２ ５５ ．２ 破６ ．９８ 寣１２ ．４ R５９ ．６

小计平均数 ３ ．３５ D１１ ．５５  ４１ ．６５ 後５ ．５５ 枛１３ ．５５ m４５ ．２８ 3４ ．９３ 梃１１ ．９２ 靠４５ ．２８ 厖６ ．２５ :１３ ．６５  ４６ ．７８ 鬃６ ．２１５ 潩１３ ．１２ c４８ ．９７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２３ ．０ D２８ ．１  ３９ ．４ 行１８ ．６ 枛３１ ．６ \４０ ．４ "２３ ．１ 梃２７ ．８ �４１ ．２ t２６ ．２ :２８ ．７ ３８ ．６ 破２８ ．５７ 潩２５ ．７ R３８ ．４  
天津 １１ ．１ D２５ ．１  ４１ ．７ 行１０ ．８ 枛２４ ．３ \４４ ．９ "１３ ．７ 梃２６ ．１ �４３ ．３ t１３ ．５ :２６ ．３ ４３ ．２ 破１８ ．１７ 潩２７ 0４１ ．３  
上海 １５ ．１ D２９ ．８  ４０ ．６ 行１７ ．１ 枛３０ ．０ \３９ ．４ "１６ ．２ 梃２９ ．３ �３９ ．２ t２０ ．３ :３６ ．１ ３６ ．９ 破２４ ．３６ 潩３１ ．５ R３５ ．３  
河北 ３ ．９ 3１２ ．６  ４６ ．７ 行３ ．４ 厖１２ ．５ \５０ ．３ "６ ．２ 鬃１３ ．１ �４９ ．７ t８ ．６ )１４ 揶５０ ．５ 破７ ．２６ 寣１３ ．１ R５３ ．９  
山东 ２ ．２ 3１０ ．４  ４４ ．４ 行６ ．２ 厖１４ ．９ \４５ ．８ "７ ．４ 鬃１５ ．３ �４７ ．４ t７ ．２ )１３ ．７ ４７ ．４ 破７ ．０８ 寣１３ ．４ R４９ ．９  
江苏 ５ ．０ 3１４ ．０  ４０ ．１ 行５ ．６ 厖１５ ．７ \４３ ．９ "４ ．６ 鬃１４ ．３ �４５ ．３ t６ ．２ )１５ ．２ ４３ ．７ 破５ ．８１ 寣１４ ．２ R４６ ．８  
浙江 ３ ．０ 3１２ ．４  ３９ ．４ 行３ ．８ 厖１１ ．８ \４２ ．１ "７ ．９ 鬃１３ ．７ �３９ ．６ t８ ．２ )１４ ．３ ４０ ．１ 破１０ ．４５ 潩１５ ．２ R４１ ．７  
福建 ３ ．２ 3１１ ．９  ３３ ．０ 行６ ．４ 厖１６ ．０ \３５ ．９ "６ ．１ 鬃１３ ．６ �３６ ．４ t６ ．２ )１４ ．９ ３８ ．４ 破７ ．１５ 寣１４ ．７ R３５ ．７  
广东 ５ ．０ 3１４ ．８  ４４ ．１ 行５ ．４ 厖１３ ．７ \４７ ．０ "７ ．１ 鬃１６ ．９ �４７ ．６ t７ ．５ )１６ ．２ ４６ ．６ 破７ ．３５ 寣１６ ．４ R４９ ．２  
海南 ５ ．１ 3１４ ．４  ４０ ．２ 行５ ．４ 厖１４ ．４ \４３ ．８ "５ ．２ 鬃１７ ．０ �４８ ．３ t８ ．２ )１８ ．５ ４４ ．６ 破７ ．１３ 寣１９ ．１ R５０ ．９

小计平均数 ７ ．６６ D１７ ．３５  ４０ ．９６ 後８ ．２７ 枛１８ ．４９ m４３ ．３５ 3９ ．７５ 梃１８ ．７１ 靠４３ ．８ t１１ ．２１ K１９ ．７９  ４３ い１２ ．３３ 潩１９ ．０３ c４４ ．３１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４ ．９ 3１４ ．３  ４８ ．３ 行６ ．４ 厖１６ ．２ \４６ ．７ "６ ．４ 鬃１５ ．３ �４９ ．０ t６ ．３ )１４ ．５ ５３ ．６ 破５ ．６９ 寣１４ ．７ R５６ ．５  
吉林 ５ ．９ 3１８ ．７  ４２ ．９ 行６ ．９ 厖１７ ．９ \４５ ．８ "８ 档１７ ．８ �４５ ．１ t７ ．７ )１７ ．２ ４８ い７ ．９２ 寣１６ ．４ R４９ ．５  
辽宁 ７ ．０ 3１３ ．３  ５０ ．２ 行６ ．２ 厖１３ ．７ \５１ ．３ "６ ．６ 鬃１３ ．７ �５３ ．９ t１０ ．９ :１６ 揶５１ ．９ 破９ ．１４ 寣１３ ．４ R５６ ．７

小计平均数 ５ ．９３ D１５ ．４３  ４７ ．１３ 後６ ．５ 厖１５ ．９３ m４７ ．９３ 3７ 档１５ ．６ �４９ ．３３ 厖８ ．３ )１５ ．９ ５１ ．１７ 鬃７ ．５８ 寣１４ ．８３ c５４ ．２３ )
全国平均数 ３ ．８ 3１１ ．９  ３９ ．９ 行５ ．６ 厖１３ ．５ \４２ ．３ "６ ．０ 鬃１３ ．１ �４３ ．２ t６ ．８ )１３ ．６ ４３ ．７ 破７ ．２３ 寣１３ ．４ R４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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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８ 　全国分地区科技项目资助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年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数

（个）
西部
地区

１２２１ ^２７ H
１５

V１０７８ 垐２５ r１６ �９６６ 牋１６ 湝７０１ 适１９ 破１２ 栽

中部
地区

１０７６ ^２３ H１５ V８３０ v２６ r１１ �７６９ 牋２６ 湝６０５ 适１５ 破１８ 栽

东部
地区

４７８３ ^１５３ Z１２１ h３９２４ 垐１７９ 剟１２１ 拻３６０１ 膊１５９ �２７３６ 苘８０ 破１０７ 骀

东北
三省

６３１ L２１ H６ D５２７ v２２ r１１ �４７２ 牋７ 妸３９３ 适１０ 破１１ 栽

全国
合计

７７１１ ^２２４ Z１５７ h６３５９ 垐２５２ 剟１５９ 拻５８０８ 膊２０８ �４４３５ 苘１２４ 刎１４８

十 、高层次人才情况

表 １０ ．１ 　全国拔尖人才发展情况统计表

地 　 　 区
现有院士单位

所在地区分布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人员分布情况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

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２ 浇１ 墘７ -
云南 １０ 舷１３ 洓５ -
贵州 ２ 浇３ 墘２ -
重庆 ９ 浇１４ 洓１５ ?
四川 ４１ 舷２９ 洓８ -
西藏 １ 浇０ 墘１ -
青海 ３ 浇０ 墘２ -
新疆 ３ 浇０ 墘５ -
甘肃 １２ 舷１９ 洓２ -
宁夏 １ 浇０ 墘２ -
陕西 ４３ 舷４７ 洓１０ ?
内蒙古 ３ 浇０ 墘４

小 　 计 １３０ 後１２６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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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５ 　全国分地区文盲半文盲占 １５岁以上比例
情况统计表 　 （单位 ：％ ）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１２ ．３５ 耨５ ．３０ ;９ ．４５ 槝８ ．８５ 貂８ ．０９ R
云南 ２４ ．３４ 耨１５ ．４４ M２３ ．１０ *２１ ．５０  １６ ．３７ d
贵州 ２４ ．４６ 耨１９ ．８５ M１８ ．７４ *１９ ．６８  １６ ．９８ d
重庆 １４ ．７５ 耨８ ．９０ ;１０ ．３１ *８ ．４０ 貂１２ ．２８ d
四川 １６ ．７７ 耨９ ．８７ ;１３ ．５５ *１１ ．７３  １１ ．５３ d
西藏 ６６ ．１８ 耨４７ ．２５ M４３ ．８２ *５４ ．８６  ４４ ．０３ d
青海 ３０ ．５２ 耨２５ ．４４ M２４ ．７７ *２３ ．４５  ２２ ．０８ d
新疆 ９ ．７７ 哌７ ．７２ ;８ ．２１ 槝６ ．９４ 貂７ ．０５ R
甘肃 ２５ ．６４ 耨１９ ．６８ M２１ ．１１ *２０ ．３３  １９ ．４２ d
宁夏 ２３ ．３２ 耨１５ ．７２ M１７ ．４９ *１７ ．５７  １５ ．６５ d
陕西 １８ ．２９ 耨９ ．８２ ;１５ ．５６ *１１ ．９１  １０ ．５６ d
内蒙古 １６ ．４４ 耨１１ ．５９ M１３ ．４６ *１３ ．６７  １０ ．４６

小计 ２３ ．５７ �１６ ．３８ X１８ ．３０ 档１８ ．２４  １６ ．２１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１３ ．１５ 耨６ ．９８ ;１０ ．７６ *８ ．２５ 貂９ ．０６ R
湖南 １１ ．１３ 耨５ ．９９ ;８ ．３５ 槝８ ．４７ 貂７ ．４４ R
湖北 １４ ．９８ 耨９ ．３１ ;１５ ．１３ *１１ ．８３  １１ ．４７ d
安徽 ２０ ．２８ 耨１３ ．４３ M１７ ．８８ *１３ ．６７  １５ ．０８ d
河南 １６ ．３１ 耨７ ．９１ ;９ ．１４ 槝９ ．２１ 貂８ ．０８ R
山西 ９ ．１４ 哌５ ．６８ ;６ ．４０ 槝５ ．７９ 貂５ ．７５

小 　 计 １４ ．１６５  ８ ．２２ C１１ ．２８ 档９ ．５４ �９ ．４８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６ ．４５ 哌４ ．９３ ;５ ．３５ 槝４ ．６１ 貂４ ．４８ R
天津 ８ ．０３ 哌６ ．４７ ;６ ．７４ 槝６ ．３６ 貂５ ．３９ R
上海 ８ ．６８ 哌６ ．２１ ;８ ．１８ 槝５ ．８８ 貂６ ．５４ R
河北 １１ ．４２ 耨８ ．５９ ;７ ．８１ 槝７ ．３５ 貂６ ．７６ R
山东 ２０ ．１５ 耨１０ ．７５ M１１ ．２４ *１３ ．６７  １２ ．５６ d
江苏 １６ ．７９ 耨７ ．８８ ;１４ ．３１ *１４ ．４６  １３ ．１５ d
浙江 １５ ．７０ 耨８ ．５５ ;１３ ．５４ *１３ ．２３  １３ ．４０ d
福建 １８ ．４６ 耨９ ．６８ ;１３ ．６７ *１３ ．５５  １５ ．２５ d
广东 ９ ．２３ 哌５ ．１７ ;７ ．０１ 槝７ ．５５ 貂６ ．９２ R
海南 １４ ．５８ 耨９ ．７２ ;８ ．８７ 槝９ ．１１ 貂７ ．３５

小 　 计 １２ ．９５ 耨７ ．８０ ;９ ．６７ 槝９ ．５８ 貂９ ．１８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９ ．７７ 哌６ ．３３ ;６ ．５４ 槝５ ．７９ 貂４ ．８１ R
吉林 ６ ．８１ 哌５ ．７４ ;４ ．３６ 槝３ ．８９ 貂３ ．８５ R
辽宁 ７ ．１８ 哌５ ．７９ ;５ ．１６ 槝４ ．７４ 貂４ ．３６

小 　 计 ７ ．９２ 哌５ ．９５ ;５ ．３５ 槝４ ．８１ 貂４ ．３４ R
全国平均数 １５ ．１４ 耨９ ．０８ ;１２ ．９０ *１０ ．９５  １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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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６ 　 ２００１至 ２００４年全国各地区从业人员大学以上
学历情况统计表 　 （单位 ：％ ）

地 　 　 区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大学

专科

大学

本科
研究生

大学

专科

大学

本科
研究生

大学

专科

大学

本科
研究生

大学

专科

大学

本科
研究生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２ ．８  ０ ．８  ２ ．９  ０ ．８  ０ ．１  ３ ．８  １ ．７ �０ ．１ �４ ．９ 鼢１ ．６ 篌０ ．０３  
云南 １ ．８  ０ ．７  ２ ．０  ０ ．７  １ ．４  ０ ．６ �３ ．１ 鼢１ ．４ 篌０ ．１４  
贵州 ３ ．３  １ ．３  ３ ．３  １ ．２  ４ ．７  ２ ．４ �０ ．１ �４ ．１ 鼢１ ．８ 篌０ ．０５  
重庆 ２ ．７  １ ．０  ０ ．１  ２ ．８  １ ．０  ２ ．６  １ ．１ �３ ．１ 鼢１ ．２ 篌０ ．０７  
四川 ４ ．２  １ ．２  ０ ．１  ３ ．４  １ ．２  ０ ．１  ３ ．３  １ ．３ �３ ．２ 鼢１ ．０ 篌０ ．０５  
西藏 ０ ．１  ０ ．１  ０ ．４  ０ ．５  ０ ．１ �０ ．７ 鼢
青海 ２ ．６  １ ．０  ０ ．１  ２ ．８  １ ．３  ０ ．１  ５ ．２  １ ．８ �０ ．１ �４ ．３ 鼢１ ．７ 篌０ ．１１  
新疆 ８ ．８  ２ ．０  １０ ．５ !３ ．３  ０ ．２  ８ ．７  ４ ．７ �０ ．２ �１０ ．１  ３ ．３ 篌０ ．１５  
甘肃 ３ ．５  １ ．１  ３ ．０  ０ ．８  ４ ．３  １ ．５ �０ ．１ �５ ．２ 鼢２ ．１ 篌０ ．０８  
宁夏 ５ ．３  １ ．９  ６ ．４  １ ．４  ６ ．０  １ ．７ �７ ．３ 鼢２ ．９ 篌０ ．０７  
陕西 ４ ．６  １ ．３  ４ ．１  １ ．０  ５ ．８  ２ ．２ �０ ．１ �７ ．０ 鼢２ ．９ 篌０ ．１４  
内蒙古 ５ ．３  １ ．６  ５ ．６  １ ．８  ５ ．３  １ ．９ �０ ．１ �６ ．４ 鼢２ ．２ 篌０ ．０９

小计平均数 ３ ．７５ -１ ．１７ )０ ．０３ %３ ．９３ !１ ．３２  ０ ．０４  ４ ．３  １ ．７５  ０ ．０７  ４ ．９５  １ ．８４  ０ ．０８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５ ．２  １ ．０  ３ ．２  ０ ．７  ７ ．０  ２ ．２ �０ ．１ �４ ．７ 鼢１ ．４ 篌０ ．０５  
湖南 ３ ．７  １ ．１  ０ ．１  ４ ．０  １ ．３  ０ ．１  ４ ．９  １ ．０ �５ ．２ 鼢１ ．４ 篌０ ．０５  
湖北 ４ ．４  １ ．３  ０ ．１  ３ ．６  １ ．２  ０ ．１  ４ ．１  １ ．３ �０ ．１ �４ ．３ 鼢１ ．５ 篌０ ．０８  
安徽 ３ ．１  １ ．３  ２ ．１  ０ ．８  ０ ．１  ３ ．８  １ ．５ �４ ．１ 鼢１ ．６ 篌０ ．０８  
河南 ３ ．８  １ ．５  ４ ．０  １ ．５  ０ ．１  ３ ．２  ０ ．７ �４ ．４ 鼢１ ．４ 篌０ ．０５  
山西 ５ ．０  １ ．６  ０ ．１  ５ ．１  １ ．６  ０ ．１  ５ ．６  １ ．９ �０ ．１ �４ ．９ 鼢１ ．９ 篌０ ．１８

小计平均数 ４ ．２  １ ．３  ０ ．０５ %３ ．６７ !１ ．１８  ０ ．０８  ４ ．７７  １ ．４３  ０ ．０５  ４ ．６ 鼢１ ．５３  ０ ．０８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１０ ．４ -７ ．３  ０ ．９  １１ ．７ !９ ．７  １ ．７  １２ ．４  １１ ．９  １ ．９ �１２ ．３  １３ ．７  ２ ．５７  
天津 ７ ．２  ３ ．４  ０ ．２  ８ ．３  ５ ．０  ０ ．４  ８ ．６  ４ ．５ �０ ．４ ． １０ ．６  ７ ．０ 篌０ ．５７  
上海 ９ ．８  ６ ．７  ０ ．６  ９ ．２  ６ ．４  ０ ．６  １２ ．４  ７ ．３ �０ ．６ �１３ ．８  ９ ．５ 篌１ ．０６  
河北 ２ ．６  ０ ．８  ４ ．５  １ ．６  ０ ．１  ６ ．２  ２ ．４ �５ ．０ 鼢２ ．２ 篌０ ．０６  
山东 ４ ．９  １ ．３  ５ ．７  １ ．６  ０ ．１  ５ ．１  ２ ．０ �０ ．１ �４ ．９ 鼢２ ．１ 篌０ ．０８  
江苏 ４ ．１  １ ．４  ０ ．１  ３ ．４  １ ．１  ０ ．１  ４ ．１  ２ ．０ �０ ．１ �４ ．０ 鼢１ ．７ 篌０ ．１１  
浙江 ２ ．８  １ ．０  ５ ．３  ２ ．４  ０ ．２  ５ ．４  ２ ．６ �０ ．２ �６ ．７ 鼢３ ．６ 篌０ ．１５  
福建 ４ ．３  ２ ．０  ０ ．１  ３ ．９  ２ ．０  ０ ．２  ４ ．３  １ ．８ �０ ．１ �４ ．９ 鼢２ ．１ 篌０ ．１５  
广东 ３ ．９  １ ．４  ０ ．１  ４ ．８  ２ ．１  ０ ．２  ５ ．６  １ ．８ �０ ．１ �５ ．４ 鼢１ ．８ 篌０ ．１５  
海南 ４ ．１  １ ．２  ０ ．１  ４ ．２  ０ ．９  ０ ．１  ６ ．０  ２ ．１ �０ ．１ �５ ．３ 鼢１ ．８ 篌０ ．０３

小计平均数 ５ ．４１ -２ ．６５ )０ ．２１ %６ ．１  ３ ．２８  ０ ．３７  ７ ．０１  ３ ．８４  ０ ．３６  ７ ．２９  ４ ．５５  ０ ．４９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４ ．６  １ ．７  ０ ．１  ４ ．９  １ ．５  ４ ．７  １ ．５ �０ ．１ �４ ．３ 鼢１ ．３ 篌０ ．０９  
吉林 ４ ．７  ２ ．１  ０ ．１  ５ ．５  ２ ．４  ０ ．１  ５ ．４  ２ ．２ �０ ．１ �５ ．６ 鼢２ ．２ 篌０ ．１２  
辽宁 ４ ．９  １ ．３  ５ ．１  １ ．５  ７ ．６  ３ ．２ �０ ．１ �６ ．２ 鼢２ ．８ 篌０ ．１４

小计平均数 ４ ．７３ -１ ．７  ０ ．０７ %５ ．１７ !１ ．８  ０ ．０３  ５ ．９  ２ ．３ �０ ．１ �５ ．３７  ２ ．１ 篌０ ．１２  
全国平均数 ４ ．１  １ ．４  ０ ．１  ４ ．３  １ ．６  ０ ．１  ４ ．８  １ ．９ �０ ．１ �５ ．０ 鼢２ ．１ 篌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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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７ 　全国分地区大中专学校和专职教师情况统计表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４ 年

普通高校 中等学校 普通高校 中等学校

学校数

（个）

专职教师

数 （人）

学校数

（个）

专职教师

数 （人）

学校数

（个）

专职教师

数 （人）

学校数

（个）

专职教师

数 （人）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２９ H８６５１ 骀１２６ N８９４１ 谮４９ 0１７５８３ 噜４０９ 6１７７６４ 栽
云南 ２４ H８２９６ 骀１３５ N８２７８ 谮４３ 0１５１６２ 噜４００ 6１５２９０ 栽
贵州 ２０ H６０５０ 骀１０９ N６９７６ 谮３４ 0１３７９２ 噜２２１ 6７６１２ 侣
重庆 ２３ H９９８７ 骀７８ <４７９１ 谮３５ 0１８２１４ 噜３０７ 6１２９１９ 栽
四川 ４３ H１７８９１ �２０９ N１３４６９ 祆６８ 0３９３０６ 噜６６０ 6２６８３７ 栽
西藏 ４ 6７６５ 栽１５ <７４０ 热４  １０８１ 挝１０ $７７４ 鞍
青海 ６ 6１７１１ 骀３５ <１７７７ 谮１１ 0３０７９ 挝５１ $１６１０ 侣
新疆 １７ H７５１６ 骀１１３ N７２２９ 谮２８ 0１２２３９ 噜１８３ 6９２４２ 侣
甘肃 １８ H６８９９ 骀１１３ N６６９９ 谮３１ 0１３７２７ 噜２９８ 6１２０６４ 栽
宁夏 ５ 6１７８８ 骀２５ <１５６３ 谮１３ 0３６９９ 挝３４ $１７３４ 侣
陕西 ４３ H１９７５０ �１１４ N７８１４ 谮６２ 0３７１４５ 噜４４８ 6２００３５ 栽
内蒙古 １９ H７６７１ 骀１０５ N７６７２ 谮３１ 0１４７９３ 噜２３２ 6１１９７８

小 　 计 ２５１ Z９６９７５ �１１７７ `７５９４９ 祆４０９ B１８９８２０ 蝌３２５３ H１３７８５９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３４ H１０１４７ �１０１ N７２７８ 谮６６ 0３０４１９ 噜３８７ 6１４３０１ 栽
湖南 ５１ H１７９９０ �１５７ N１１９３４ 祆８１ 0３８３４５ 噜６４８ 6２６６３２ 栽
湖北 ５７ H２７８５８ �２２０ N１６６１４ 祆８５ 0５５６８３ 噜４０１ 6２１４６０ 栽
安徽 ３７ H１２３７５ �１５９ N９８９８ 谮８１ 0２９５３８ 噜５１０ 6１９４０２ 栽
河南 ５６ H１８７７６ �１８０ N１６７８１ 祆８２ 0４１８２１ 噜７８１ 6４３６０９ 栽
山西 ２３ H９５４７ 骀１２７ N９５６８ 谮５６ 0２４７６８ 噜４２９ 6１６８２９

小 　 计 ２５８ Z９６６９３ �９４４ N７２０７３ 祆４５１ B２２０５７４ 蝌３１５６ H１４２２３３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６４ H３５２３６ �１１２ N５７８０ 谮７７ 0４３４７６ 噜１４８ 6１０９８９ 栽
天津 ２１ H９６４７ 骀８２ <５３９９ 谮４０ 0１８９７３ 噜１５９ 6８３５８ 侣
上海 ４１ H２００９２ �８７ <５２７４ 谮５８ 0２８７３７ 噜１６８ 6９２７１ 侣
河北 ４８ H１７２６３ �１７２ N１４５７８ 祆８７ 0３９２３５ 噜６２４ 6３６０３０ 栽
山东 ５２ H２１２５２ �２５１ N２１３１１ 祆９７ 0５３８４７ 噜７９８ 6５２４９４ 栽
江苏 ７２ H３０４５７ �２０６ N１４７８３ 祆１１２ B５９０３７ 噜５４６ 6３５８８３ 栽
浙江 ３６ H１３１４０ �１４９ N７７６５ 谮６７ 0３５７６６ 噜５３７ 6３１４０８ 栽
福建 ３０ H８８５３ 骀１１８ N７１６２ 谮５３ 0２０４１７ 噜３８９ 6１７２６６ 栽
广东 ５０ H１８４８９ �２４８ N１４３５３ 祆９４ 0４６９５１ 噜６８４ 6３３７９４ 栽
海南 ５ 6１４３６ 骀３４ <１７３６ 谮１４ 0３７３３ 挝８１ $２５７６

小 　 计 ４１９ Z１７５８６５  １４５９ `９８１４１ 祆６９９ B３５０１７２ 蝌４１３４ H２３８０６９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３９ H１５８０４ �１１２ N７７８７ 谮５９ 0３２１１９ 噜３３５ 6１４６０８ 栽
吉林 ４０ H１５１６６ �１１９ N８４０９ 谮４２ 0２５０１１ 噜２６７ 6１５７５９ 栽
辽宁 ６４ H２５１７９ �１５１ N１１２８６ 祆７１ 0４０６９７ 噜４２５ 6２２５０９

小 　 计 １４３ Z５６１４９ �３８２ N２７４８２ 祆１７２ B９７８２７ 噜１０２７ H５２８７６ 栽
全国合计 １０７１ l４２５６８２  ３９６２ `２７３６４５ �１７３１ T８５８３９３ 蝌１１５７０ Z５７１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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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８ 　全国高等院校专任教师学历 、职称情况
统计表 （２００３年） 　 （单位 ：人）

地 　 　 区 合 　 计

学历结构 职称结构

博士 硕士 本科
专科及

以下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无职称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１５７８９ X５０８ b３２０５ ⅱ１１３３１ 沣７４５ 眄９０８  ４０２９ \６５２８ 妸３２２８ 构１０９６ 珑
云南 １３６７７ X４５４ b２７３４ ⅱ９６９５ 蜒７９４ 眄９９９  ３８１１ \５０９７ 妸２６１９ 构１１５１ 珑
贵州 １２７５０ X１２０ b１２８６ ⅱ１０２６８ 沣１０７６ �７１４  ３２９３ \４６９７ 妸３０５７ 构９８９ 照
重庆 １８５００ X１０８３ t４５１７ ⅱ１１４５９ 沣１４４１ �１５１５ -５２６４ \６９９５ 妸３７４８ 构９７８ 照
四川 ３６７２１ X２１３０ t９１５４ ⅱ２２５７５ 沣２８６２ �３１２５ -１０６７８ n１２６９７ 湝７５８１ 构２６４０ 珑
西藏 ９７２ 4１０ P８６ ~７２６ 靠１５０ 眄２１  １６２ J４３４ x３０２ Ё５３ 妹
青海 ３５５１ F１０ P２１０ 悙２６３８ 蜒６９３ 眄１０８  ８３２ J１６８３ 妸７６４ Ё１６４ 照
新疆 １４２３１ X１８６ b１４５４ ⅱ１１２２０ 沣１３７１ �５４１  ３７９５ \５９６５ 妸３１４６ 构７８４ 照
甘肃 １３３４７ X５４８ b２７０５ ⅱ９４４３ 蜒６５１ 眄８７９  ３３１３ \４７７５ 妸３３７４ 构１００６ 珑
宁夏 ３４１５ F５７ P５５１ 悙２５７５ 蜒２３２ 眄２２３  １００８ \１１８９ 妸７６８ Ё２２７ 照
陕西 ３５７１６ X２３９１ t８７９７ ⅱ２２６８５ 沣１８４３ �３８００ -１０３１８ n１１７５１ 湝７２１０ 构２６３７ 珑
内蒙古 １３５１６ X３２６ b２０５１ ⅱ１０１６８ 沣９７１ 眄７２２  ３９９９ \４７９６ 妸３１８４ 构８１５

小 　 计 １８２１８５ j７８２３ t３６７５０ 创１２４７８３ 貂１２８２９  １３５５５ ?５０５０２ n６６６０７ 湝３８９８１ 怂１２５４０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２４３４６ X５２３ b３３４４ ⅱ１８７００ 沣１７７９ �１７００ -６８３５ \７５９５ 妸６１４５ 构２０７１ 珑
湖南 ３７３６７ X１９７２ t７８３２ ⅱ２５８７５ 沣１６８８ �３２１９ -１１１４７ n１３３０１ 湝６８５２ 构２８４８ 珑
湖北 ５０９４８ X３６１６ t１３４９５ 创３０９２１ 沣２９１６ �５１４４ -１６２２７ n１７４４９ 湝８５７７ 构３５５１ 珑
安徽 ２７３７６ X１０９１ t４９９５ ⅱ１９８３１ 沣１４５９ �１７７５ -７５１９ \８７６２ 妸６８４３ 构２４７７ 珑
河南 ３９８１１ X１２６７ t７５７９ ⅱ２９７８３ 沣１１８２ �２１３８ -１１０２８ n１４０９５ 湝９５４９ 构３００１ 珑
山西 ２３６０８ X８４６ b４５８７ ⅱ１６３３６ 沣１８３９ �１６２８ -６３９９ \８２７５ 妸５２５８ 构２０４８

小 　 计 ２０３４５６ j９３１５ t４１８３２ 创１４１４４６ 貂１０８６３  １５６０４ ?５９１５５ n６９４７７ 湝４３２２４ 怂１５９９６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４４９８４ X８７０４ t１５５９５ 创１９０９０ 沣１５９５ �８２５６ -１５４８８ n１４６２２ 湝４６０１ 构２０１７ 珑
天津 １８９８７ X１８３９ t４１９２ ⅱ１１７５４ 沣１２０２ �２２９５ -６６３６ \５９６１ 妸３３０７ 构７８８ 照
上海 ２６７６１ X４６００ t８３７３ ⅱ１２３４８ 沣１４４０ �３５６７ -８０３８ \１０２４９ 湝３７７９ 构１１２８ 珑
河北 ３８８４４ X１３４０ t８０２５ ⅱ２７６７１ 沣１８０８ �３５２１ -１１９９９ n１２２００ 湝７９５５ 构３１６９ 珑
山东 ５４３５７ X２８１７ t１２５３６ 创３６４４８ 沣２５５６ �５４４７ -１６６１４ n１６６５８ 湝１１１１２ 怂４５２６ 珑
江苏 ５７０７３ X４８８５ t１４３５５ 创３５９４３ 沣１８９０ �４９２０ -１５３３９ n１８８０５ 湝１３８３２ 怂４１７７ 珑
浙江 ３４４０７ X２２０８ t８１３１ ⅱ２２４５１ 沣１６１７ �２６９０ -９３１４ \１１３２９ 湝７９２１ 构３１５３ 珑
福建 １８７９６ X１４４７ t４２０５ ⅱ１２１８２ 沣９６２ 眄１７３３ -５３３１ \６２１１ 妸４１６３ 构１３５８ 珑
广东 ４９７９８ X３７２６ t１３２３３ 创３０５５１ 沣２２８８ �３８１４ -１３３３８ n１８９８２ 湝１０２１０ 怂３４５４ 珑
海南 ２７８４ F１０６ b５５７ 悙１９７１ 蜒１５０ 眄２４４  ７６９ J８４４ x５９５ Ё３３２

小 　 计 ３４６７９１ j３１６７２ 唵８９２０２ 创２１０４０９ 貂１５５０８  ３６４８７ ?１０２８６６ �１１５８６１ �６７４７５ 怂２４１０２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３４６５９ X１８８４ t７１７３ ⅱ２３８７８ 沣１７２４ �３３５５ -１１７１２ n１０５３２ 湝６８１４ 构２２４６ 珑
吉林 ２５２２８ X１５９２ t５７３６ ⅱ１６９８６ 沣９１４ 眄２７３６ -７５９０ \８３２２ 妸５１２３ 构１４５７ 珑
辽宁 ４２０２３ X２５０４ t１１４３０ 创２６５８１ 沣１５０８ �３８９９ -１３９７０ n１４４８７ 湝７３２６ 构２３４１

小 　 计 １０１９１０ j５９８０ t２４３３９ 创６７４４５ 沣４１４６ �９９９０ -３３２７２ n３３３４１ 湝１９２６３ 怂６０４４ 珑
全国合计 ８３４３４２ j５４７９０ 唵１９２１２３ 破５４４０８３ 貂４３３４６  ７５６３６ ?２４５７９５ �２８５２８６ �１６８９４３ 葺５８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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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９ 　全国分地区大中专以上毕业生数量统计表 　 （单位 ：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５６８１５ 浇６３５４６ 档６７５４５ �７６２５９ ゥ９８１１９ 潩１３９１２８ Ё
云南 ５０７１８ 浇５６２２４ 档５６３０３ �６２５１７ ゥ７０６９２ 潩１２６０５４ Ё
贵州 ４３８４０ 浇４８７４２ 档４９４５３ �５４５３８ ゥ６８６１０ 潩７９３１１ 晻
重庆 ４７５１８ 浇５１５６８ 档５５１１４ �５６１７４ ゥ６６０６７ 潩１２６３２０ Ё
四川 １０９３２５ 舷１２０２９２ 乔１３１００９ 靠１２５５２３ 贩１３１８４３ �２４８６５０ Ё
西藏 ２４９３ ǐ２６５９ ＃２５６７ 洓３９９７ 摀３６８３ 媼４６５２ 儍
青海 ６７４２ ǐ６２９５ ＃６０８９ 洓６０２９ 摀９３６７ 媼１１６０６ 晻
新疆 ３６７７５ 浇３９６１６ 档４２２４７ �４７６２３ ゥ５６５６８ 潩６１５４０ 晻
甘肃 ３４７４６ 浇３４１７６ 档３８２００ �４２８４５ ゥ５９９６５ 潩８８６７８ 晻
宁夏 ７１３９ ǐ７５４４ ＃８０８４ 洓８１２０ 摀１５３６８ 潩２２３８９ 晻
陕西 ７３１３９ 浇８０３１７ 档８８０３５ �９３１４５ ゥ１１９９８０ �２２１８２６ Ё
内蒙古 ３２０２４ 浇３６３１７ 档４１２９９ �１２０７８２ 贩５８４３５ 潩８４３９６

小 　 计 ５０１２７４ 舷５４７２９６ 乔５８５９４５ 靠６９７５５２ 贩７５８６９７ �１２１４５５０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７０５１７ 浇７１６７９ 档７２３６３ �８２８０４ ゥ１０３３４１ �１６３１６６ Ё
湖南 １０５０２９ 舷１２０５０２ 乔１３０６０９ 靠１４２２１６ 贩１５０６９９ �２６１９７９ Ё
湖北 １７１６９３ 舷１８２１５９ 乔１６２５６５ 靠１５１４３２ 贩１９１０９６ �２４７９３３ Ё
安徽 ７１１２４ 浇９０２６７ 档９９３７８ �１１０４４２ 贩１１１８１９ �１９９０５３ Ё
河南 １３８１４８ 舷１５７７２８ 乔１６８９３２ 靠１７１８７５ 贩２０９６０５ �４００００１ Ё
山西 ５７８６３ 浇６３０１３ 档６４２２１ �８４１５４ ゥ１１４２２３ �１４８８０１

小 　 计 ６１４３７４ 舷６８５３４８ 乔６９８０６８ 靠７４２９２３ 贩８８０７８３ �１４２０９３３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７７５７３ 浇８００４４ 档８８２７４ �９９６０３ ゥ１１２０７６ �１６５２２７ Ё
天津 ３９５１２ 浇４３４３７ 档４５０５６ �５３６９２ ゥ６３２９２ 潩１０３５８５ Ё
上海 ６６２２１ 浇７９４８５ 档７２２３４ �８４６１６ ゥ１０５０８７ �１５０５３８ Ё
河北 １０７６２２ 舷１１５９９２ 乔１１７１５７ 靠１３７１８６ 贩１８８７１８ �３２６９８３ Ё
山东 １５６３５２ 舷１６１９８４ 乔１８０４１０ 靠２０６０３０ 贩２０６８０３ �４４６５４９ Ё
江苏 １８４９６０ 舷２２０５４３ 乔２１９６９９ 靠２２１５２３ 贩２２９５０４ �３５８５３２ Ё
浙江 ７７５２２ 浇８３３１１ 档８４９１７ �９５１２６ ゥ１１９８８３ �２７５７４９ Ё
福建 ５２７６６ 浇５７４３７ 档５４４４９ �７４５４８ ゥ１５３５３９ �１６３０８０ Ё
广东 １２９６６６ 舷１３４４６２ 乔１３６７４５ 靠１５６３２１ 贩１８９４０４ �３１４９５８ Ё
海南 １１９９１ 浇１２６３４ 档１３４３８ �１２８２４ ゥ１５４８３ 潩２０２２１

小 　 计 ９０４１８５ 舷９８９３２９ 乔１０１２３７９ 蜒１１４１４６９ 缮１３８３７８９ 亮２３２５４２２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６９５７１ 浇７３３３７ 档６７６８６ �７８８３２ ゥ１１４３２９ �１５４９５４ Ё
吉林 ６９６００ 浇７２４９８ 档７２３４２ �７５８３４ ゥ７７９７８ 潩１１１７０６ Ё
辽宁 ９００６４ 浇８９１９６ 档１０２７７０ 靠１１５６４７ 贩１４６３８７ �２２０５２６

小 　 计 ２２９２３５ 舷２３５０３１ 乔２４２７９８ 靠２７０３１３ 贩３３８６９４ �４８７１８６ Ё
全国合计 ２２４９０６８ 後２４５７００４ 儋２５３９１９０ 蜒２７７８８４８ 缮３３６１９６３ 亮５４４８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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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１０ 　全国大中专以上在校学生数量统计表 　 （单位 ：人）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２５１５６７ 舷２８２４００ 乔３０９３１４ 靠３５８１１６ 贩４００４３０ �６２５２８１ Ё
云南 １９３１２１ 舷２１５０９２ 乔２４７６８４ 靠２８２３６８ 贩３２３６６２ �４８７７９３ Ё
贵州 １７４６２９ 舷１９９８２４ 乔２２２９２４ 靠２４０７１２ 贩２７００７９ �３３８６２０ Ё
重庆 １８８５２３ 舷２１０８０３ 乔２３８７０４ 靠２８６１５７ 贩３３５５６０ �６０６３７７ Ё
四川 ４３７１７７ 舷４７８１２９ 乔５０９１７５ 靠５９８９４０ 贩７１１６４２ �１２３７２１２ 构
西藏 ９６９３ ǐ１２０６０ 档１３６１２ �１４８７５ ゥ１６９２８ 潩２３２８０ 晻
青海 ２１９４７ 浇２６８９１ 档３０２１４ �３３５８０ ゥ３６３０８ 潩４８２２０ 晻
新疆 １４７４８４ 舷１８６２９８ 乔２０５３８７ 靠２１６２３８ 贩２１９１２６ �２５９５１８ Ё
甘肃 １３６０７９ 舷１６４８３６ 乔２０２４８０ 靠２４３９１７ 贩２８９８３０ �３７５４０４ Ё
宁夏 ２９４９１ 浇３７３４３ 档４６０６７ �５４９４４ ゥ６２４８０ 潩９０４２３ 晻
陕西 ３２５１８４ 舷３９１３３７ 乔４５０５０２ 靠５４６３３１ 贩６２４８４２ �９９７０２７ Ё
内蒙古 １５１１２８ 舷１７８２７５ 乔１９７２６３ 靠７２７２７ ゥ２４８０１７ �３７２６６５

小 　 计 ２０６６０２３ 後２３８３２８８ 儋２６７３３２６ 蜒２９４８９０５ 缮３５３８９０４ 亮５４６１８２０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２７２６２８ 舷３０８６１１ 乔３４７４９１ 靠４１８３３８ 贩５１３７０６ �８８７５５２ Ё
湖南 ４６６１０９ 舷５２４１９１ 乔５７２２１１ 靠６４３１３４ 贩７６３７０７ �１２８８１６２ 构
湖北 ６１２２４４ 舷６３６３３０ 乔６６８３５３ 靠７７３７５２ 贩９４３５１９ �１３５０４７７ 构
安徽 ３３８２４２ 舷３８３７１５ 乔４０８４４０ 靠４５５９４３ 贩５３２４９１ �１０２０９８１ 构
河南 ５３２５８１ 舷６０８１９４ 乔６８３１４５ 靠８０４５６０ 贩９２１４９２ �１６８２３６４ 构
山西 ２６４９３６ 舷３２１５１７ 乔３７０３３０ 靠４２０２５４ 贩４６４８６９ �６７３７０４

小 　 计 ２４８６７４０ 後２７８２５５８ 儋３０４９９７０ 蜒３５１５９８１ 缮４１３９７８４ 亮６９０３２４０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３５８５１９ 舷３９９７０９ 乔４５４２５５ 靠５０９５８３ 贩５７１２０５ �７０７５４３ Ё
天津 １７８８６３ 舷２０８６２２ 乔２３５０５８ 靠２７１５８２ 贩３１８４６７ �４２０８８４ Ё
上海 ３１６９１６ 舷３４５７０４ 乔４０１２０８ 靠４５８５３２ 贩５１５３９６ �６３３０５７ Ё
河北 ４３１８６４ 舷４８７７９９ 乔５７７４４８ 靠６８６７８９ 贩８２２４９８ �１３２８１６７ 构
山东 ５５７７４１ 舷６５８５０１ 乔７５９８６８ 靠８９７７３６ 贩１０９８１０８ 亮１９９４２２４ 构
江苏 ８０５６８１ 舷８８８０６０ 乔１００１５７１ 蜒１１５１５８７ 缮１３２１００２ 亮１９０３９６０ 构
浙江 ３０３７９１ 舷３４０３８１ 乔４２２３３９ 靠５１５６００ 贩６０４７９３ �１３０１３１８ 构
福建 ２３１４７０ 舷２６６９００ 乔３０１４０３ 靠３２８２０２ 贩６１５９９２ �７２６５４９ Ё
广东 ５００４１８ 舷５６２８９４ 乔６２０２９６ 靠６９１５９８ 贩８９４４９３ �１３８２２９４ 构
海南 ４２９６８ 浇４９９１５ 档５６７４８ �６６５２４ ゥ７９９２５ 潩１０９０７４

小 　 计 ３７２８２３１ 後４２０８４８５ 儋４８３０１９４ 蜒５５７７７３３ 缮６８４１８７９ 亮１０５０７０７０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２８５５４８ 舷３２５６３５ 乔３８７７５０ 靠４５６３４５ 贩５０３７８６ �６８８２４１ Ё
吉林 ２８１６５０ 舷２９９２５７ 乔３１３８１８ 靠３４９４３４ 贩３９７４５９ �５２６３６１ Ё
辽宁 ３９２６６６ 舷４５６８３６ 乔５１５３８０ 靠６０２３４６ 贩６８７５３８ �９９５７０４

小 　 计 ９５９８６４ 舷１０８１７２８ 儋１２１６９４８ 蜒１４０８１２５ 缮４５６３４５ �２２１０３０６ 构
全国合计 ９２４０８５８ 後１０４５６０５９ 腚１１７７０４３８ 沣１３５９７１４２ 圹１６１０９３５０ 佑２５０８２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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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１１ 　全国分地区教育经费开支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元）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８４０１４２ ．７ '９３４７１８ _１１２３４９４ ．１ 蝌１３４６０３１ +１４３７７９６ ．０ �
云南 ９００８８０ ．６ '９７６１７５ _１１５７５３１ ．５ 蝌１２９５０４６ +１４４８４５９ ．５ �
贵州 ４３３５６５ ．９ '５２８４８７ _６７２７６４ ．１ 噜８６７６３８  ９５４０１７ ．５ 殮
重庆 ６０１２７８ ．１ '６９８７２１ _８６７７５１ ．６ 噜１０６６５３５ +１２０７８１７ ．６ �
四川 １３７５０９５ ．２ 9１６１９９８８ q２０２８６８９ ．８ 蝌２４３７４３７ +２６６２４９１ ．１ �
西藏 ７６９８１ ．０  ８１５５０ M１０３０４４ ．９ 噜１４１１７８  １８７４６６ ．８ 殮
青海 １０６６２６ ．５ '１２８１７８ _１６４５６１ ．８ 噜１９０４０１  １９９５６８ ．３ 殮
新疆 ６０６３９６ ．７ '７０２２４３ _９３７９１３ ．６ 噜１０８２３５９ +１１７９４３２ ．５ �
甘肃 ４７６７９２ ．９ '５３５２８７ _６８６７５０ ．１ 噜８３６４０５  ９１４３３５ ．８ 殮
宁夏 １２８２２２ ．１ '１４８６４９ _１９５１０２ ．０ 噜２２９６２３  ２４４７６１ ．７ 殮
陕西 ８５２５０９ ．０ '１０１４５８４ q１３５４１７０ ．５ 蝌１５９７６７９ +１８５９４１０ ．８ �
内蒙古 ５３３０１５ ．７ '５８０８６２ _７１９３１３ ．３ 噜８５４９９８  ９３５８１４ ．５

小 　 计 ６９３１５０６ ．４ 9７９４９４４２ q１００１１０８７ ．３  １１９４５３３０ =１３２３１３７２ ．１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６５８６１８ ．３ '７５２７７７ _９８７３８４ ．８ 噜１１６９８１６ +１３４９８６４ ．８ �
湖南 １３９７２９２ ．１ 9１５２３０３７ q１７７１６１１ ．８ 蝌２１０４９４８ +２３５４５８２ ．９ �
湖北 １５３８４２０ ．６ 9１７０６４１６ q１９９０７２１ ．０ 蝌２３０１９８１ +２５２７７２５ ．０ �
安徽 １０３４１８３ ．８ 9１１２９９５４ q１３４２１０５ ．４ 蝌１６４０４７３ +１８３４９２９ ．８ �
河南 １５３１７２７ ．２ 9１７０９１８１ q１９５９１７４ ．３ 蝌２２８８３９９ +２５４４９３１ ．９ �
山西 ６９４６１５ ．７ '７９４６２４ _９７８９７４ ．８ 噜１１７６９００ +１３０４７５２ ．０

小 　 计 ６８５４８５７ ．７ 9７６１５９８９ q９０２９９７２ ．１ 蝌１０６８２５１７ =１１９１６７８６ ．４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１９３０６８２ ．１ 9２５０３０６８ q３１９２２１２ ．０ 蝌３５３８６８６ +３９２８７７３ ．６ �
天津 ５７９７０２ ．８ '６８５５００ _８５９２４０ ．６ 噜９７５７３０  １１１８５７６ ．５ �
上海 １７４４４７５ ．７ 9２００８８６５ q２３２０４５２ ．２ 蝌２７３９６７４ +３０７０２０２ ．２ �
河北 １３８２４８１ ．６ 9１５５９０８４ q１７７９３３６ ．２ 蝌２１０１０７２ +２３２００２７ ．８ �
山东 ２０８７３５７ ．０ 9２４６２７７６ q２８８０７０２ ．１ 蝌３３３８７６４ +３７４０８５５ ．１ �
江苏 ２６１７０５１ ．４ 9２９０５６７７ q３３７０５８８ ．２ 蝌４０４４２７８ +４６５３８４９ ．６ �
浙江 １８２８１９０ ．９ 9２２００４５０ q２８２９５７０ ．４ 蝌３３９６０９９ +４１１５７６４ ．３ �
福建 １０４２１８１ ．７ 9１２２５７５４ q１４５１１３５ ．５ 蝌１７７９２５７ +１９６５７７３ ．３ �
广东 ３１４４５５８ ．４ 9３６０９７２１ q４２１３４８６ ．９ 蝌５２０３４１２ +６２２２７２７ ．２ �
海南 ２１２２４４ ．１ '２２３０９３ _２５６６２３ ．１ 噜２９７２５０  ３２９１９０ ．１

小 　 计 １６５６８９２５ ．７ K１９３８３９８８ 儍２３１５３３４７ ．２  ２７４１４２２２ =３１４６５７３９ ．７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１０４４７６７ ．３ 9１１７５１３３ q１４２６５６５ ．１ 蝌１５８７８０５ +１８８２４２０ ．１ �
吉林 ８３７８６６ ．３ '９０２９４２ _１０５１７５５ ．８ 蝌１２２６４０７ +１３２９８９０ ．６ �
辽宁 １２５２４９３ ．０ 9１４６３３１５ q１７０３８９８ ．７ 蝌１９４３９９５ +２２５６４４４ ．１

小 　 计 ３１３５１２６ ．６ 9３５４１３９０ q４１８２２１９ ．６ 蝌４７５８２０７ +５４６８７５４ ．８ �
全国合计 ３３４９０４１６ ．４ b３８４９０８０９ 晻４６３７６６２６ ．２  ５４８００２７６ O６２０８２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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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科技情况

表 ９ ．１ 　全国分地区三种专利申请受理和授权量统计表 　 （单位 ：项）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申请量授权量申请量授权量申请量授权量申请量授权量申请量授权量申请量授权量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１６０４ -１２３２ )１７６２ %１１９１ !１８３８  １０９９  １９２７  １０５４  １９２７  １０５４  ２２０２  １２７２  
云南 １２４６ -１１８５ )１７１０ %１２１７ !１７９３  １３４７  １７８０  １１２８  １７８０  １１２８  ２１３２  １２６４  
贵州 ７８９  ６２０  ９８６  ７１０  ９５０  ６４２  １２６０  ６１５ �１２６０  ６１５ 鼢１４８６  ７３７ 镲
重庆 １２７４ -１０７８ )１７８０ %１１５８ !２０４７  １１９７  ３１４２  １７６１  ３１４２  １７６１  ５１７１  ３６０１  
四川 ３６７６ -２９２１ )４４９６ %３２１８ !５０３９  ３３５７  ５９９７  ３４０３  ５９９７  ３４０３  ７２６０  ４４３０  
西藏 １０  １４  ２８  １７ �２３ �２２ 貂１５ 耨７ 圹１５ 殚７ 佑６２ 後２３ 葺
青海 １７２  １２３  １７４  １１７  １６２  １０１  １５１  ８５ 眄１５１ �８５ 邋１２４ 篌７０ 葺
新疆 ８７６  ８５９  １０８８ %７１７  １０８６  ７５５  １２３９  ６２７ �１２３９  ６２７ 鼢１４９２  ７９２ 镲
甘肃 ５８３  ４９４  ７９８  ４９３  ７３４  ５１２  ７８１  ３９７ �７８１ �３９７ 鼢９１０ 篌５１４ 镲
宁夏 ２６２  １５０  ３４１  ２２４  ４１２  ２３１  ５０３  ２１６ �５０３ �２１６ 鼢３９９ 篌２９３ 镲
陕西 １６８５ -１５６９ )２０８０ %１４６２ !２３２６  １３５４  ２５３０  １５２４  ２５３０  １５２４  ３２１７  ２００７  
内蒙古 ９７１  ７２３  １１３８ %７７５  １０８７  ７４３  １２０２  ６７９ �１２０２  ６７９ 鼢１４５７  ８３１

小 　 计 １３１４８ ?１０９６８ ;１６３８１ 7１１２９９ 3１７４９７ /１１３６０ +２０５２７ '１１４９６ #２０５２７  １１４９６  ２５９１２  １５８３４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１３８７ -１０１１ )１５５７ %１０７２ !１７７８  ９９９  ２０３７  １０４４  ２０３７  １０４４  ２６８５  １１６９  
湖南 ３４０３ -２５２３ )４１１７ %２５５５ !４２９２  ２４０１  ４８５９  ２３４７  ４８５９  ２３４７  ７６９３  ３２８１  
湖北 ２９６３ -２２２８ )３４８６ %２１９８ !４３２２  ２２０４  ４９６０  ２２０９  ４９６０  ２２０９  ７９６０  ３２８０  
安徽 １７２１ -１４２２ )１８７７ %１４８２ !２０４５  １２７８  ２３１２  １４１９  ２３１２  １４１９  ２９４３  １６０７  
河南 ３４５２ -２８７１ )３８２３ %２７６６ !４０９３  ２５８２  ４４４１  ２５９０  ４４４１  ２５９０  ６３１８  ３３１８  
山西 １１４０ -９２０  １４７５ %９６８  １４７３  １０４７  １６３０  ９３４ �１６３０  ９３４ 鼢１９４９  １１８９

小 　 计 １４０６６ ?１０９７５ ;１６３３５ 7１１０４１ 3１８００３ /１０５１１ +２０２３９ '１０５４３ #２０２３９  １０５４３  ２９５４８  １３８４４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７７２３ -５８２９ )１０３４４ 7５９０５ !１２１７４ /６２４６  １３８４２ '６３４５  １３８４２  ６３４５  １８４０２  ９００５  
天津 ２０１６ -１５０８ )２７８９ %１６１１ !３０８１  １８２９  ５３６０  １８２７  ５３６０  １８２７  ８４０６  ２５７８  
上海 ４６０５ -３６６５ )１１３３７ 7４０５０ !１２７７７ /５３７１  １９９７０ '６６９５  １９９７０  ６６９５  ２０４７１  １０６２５  
河北 ３３３０ -３０１１ )３８４８ %２８１２ !４６９５  ２７９１  ５３９０  ３３５３  ５３９０  ３３５３  ５６４７  ３４０７  
山东 ８５８９ -６５３６ )１００１９ 7６９６２ !１１１７０ /６７２５  １２８５６ '７２９３  １２８５６  ７２９３  １８３８８  ９７３３  
江苏 ７０９１ -６１４３ )８２１１ %６４３２ !１０３５２ /６１５８  １３０７５ '７５９５  １３０７５  ７５９５  ２３５３２  １１３３０  
浙江 ８１７７ -７０７１ )１０３１６ 7７４９５ !１２８２８ /８３１２  １７２６５ '１０４７９ #１７２６５  １０４７９  ２５２９４  １５２４９  
福建 ３３８１ -２９３４ )４２１１ %３００３ !４９７１  ３２９６  ６５２２  ４００１  ６５２２  ４００１  ７４９８  ４７５８  
广东 １６８０２ ?１４３２８ ;２１１２３ 7１５７９９ 3２７５９６ /１８２５９ +３４３５２ '２２７６１ #３４３５２  ２２７６１  ５２２０１  ３１４４６  
海南 ３７３  ３４２  ５０２  ３２０  ３９０  ３０３  ５４６  １９９ �５４６ �１９９ 鼢３７５ 篌２７８

小计 ６２０８７ ?５１３６７ ;８２７００ 7５４３８９ 3１０００３４ A５９２９０ +１２９１７８ 9７０５４８ #１２９１７８ 1７０５４８  １８０２１４ )９８４０９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２９８７ -２３７８ )３１０６ %２２５２ !３６７０  １８７０  ４３９２  ２０８３  ４３９２  ２０８３  ４９１９  ２８０９  
吉林 ２１１１ -１５５０ )２５０１ %１６５０ !２６２７  １４４３  ３４１３  １５０７  ３４１３  １５０７  ３６５７  ２１４５  
辽宁 ６０６５ -４９０６ )７１５１ %４８４２ !７５１４  ４４４８  ９８５１  ４５５１  ９８５１  ４５５１  １４６９５  ５７４９

小 　 计 １１１６３ ?８８３４ )１２７５８ 7８７４４ !１３８１１ /７７６１  １７６５６ '８１４１  １７６５６  ８１４１  ２３２７１  １０７０３  
全国合计 １００４６４ Q８２１４４ ;１２８１７４ I８５４７３ 3１４９３４５ A８８９２２ +１８７６００ 9１００７２８ 5１８７６００ 1１００７２８ -２５８９４５ )１３８７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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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 　全国分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发展
情况统计表 　 （单位 ：万元）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２５３４４ 浇１７７４１ 档３７７５３ �４４４０６ ゥ４１８０８ 潩９０９５５ 晻
云南 １７２３３９ 舷１８７７４２ 乔２５５２７９ 靠１７９４９６ 贩２２８７１８ �２１５５５５ Ё
贵州 ７６２ 櫃６２０ 憫５９９ 墘１３４８４ ゥ１７８９２ 潩１３５３３ 晻
重庆 ３２５３４５ 舷２９６５９４ 乔２８９４８４ 靠４０９４３３ 贩５５５０８３ �５９６１８６ Ё
四川 １２５９３１ 舷１０４１５０ 乔１２６３１１ 靠７７５２４ ゥ１２８６８６ �１６５６４０ Ё
西藏

青海 ４２８３ ǐ０ m４６５７ 洓１２３７３ ゥ８２９１ 媼１２７９３ 晻
新疆 ４２８２２ 浇６６１６８ 档８２３８７ �１００６９９ 贩１２０３９５ �１３３３７１ Ё
甘肃 ２５８１６ 浇２６４１３ 档２７３９３ �５４６４４ ゥ７７５８１ 潩１１９６０８ Ё
宁夏 ４６５４ ǐ６４０２ ＃８８７２ 洓８４９６ 摀１００４７ 潩１２８２７ 晻
陕西 ８２５３７ 浇９２５６０ 档８４６１５ �１５１５５４ 贩１６８０２２ �１３９１２９ Ё
内蒙古 ２９３４８ 浇６０２８７ 档６２３５９ �５８１９７ ゥ１０８４５２ �１０４０８５

小 　 计 ８３９１８１ 舷８５８６７７ 乔９７９７０９ 靠１１１０３０６ 缮１４６４９７５ 亮１６０３６８２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５１４４４ 浇６９２９９ 档６２７２４ �６２８９１ ゥ８３３２３ 潩９３６６１ 晻
湖南 ２４６６０５ 舷２８６８３３ 乔２９３８８７ 靠３２３４２２ 贩３６９３０６ �４０８２８０ Ё
湖北 ２３０１６１ 舷２７６０００ 乔３３８５９７ 靠３４８６０３ 贩４１２５３８ �４６１７００ Ё
安徽 ４８５４４ 浇６１０１２ 档６４１４５ �７５４２３ ゥ８７９６０ 潩９０６７５ 晻
河南 ２０１６６１ 舷２１１６２１ 乔２１２５８９ 靠１７８５０６ 贩１９２６９０ �２０３２０７ Ё
山西 ３９５５ ǐ５２５８ ＃１４６９３ �３９０１４ ゥ３２２５１ 潩５９９６０

小 　 计 ７８２３７０ 舷９１００２３ 乔９８６６３５ 靠１０２７８５９ 缮１１７８０６８ 亮１３１７４８３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９２１８８９ 舷１４０２８７１ 儋１９１００６５ 蜒２２１１７３８ 缮２６５３５７４ 亮４２４９９７５ 构
天津 ２２０２９６ 舷２６２５８１ 乔３０６００９ 靠３６３２６２ 贩４２０００８ �４５０２７６ Ё
上海 ３６６３２４ 舷７３８９５２ 乔１０６１６０３ 蜒１２０２１７０ 缮１４２７７９０ 亮１７１６９６３ 构
河北 １５３７９５ 舷９４１４３ 档４６７８４ �６０４０６ ゥ６７９６９ 潩７２７１８ 晻
山东 ２７５１２１ 舷２８８１３５ 乔３２１９３８ 靠３４７６５０ 贩５２５６８２ �７５０８５０ Ё
江苏 ４１６６８３ 舷４４９５６８ 乔５２９１６５ 靠５９４８７３ 贩７６５１６３ �８９７８５５ Ё
浙江 １８８４９６ 舷２７６２７５ 乔３１６６５２ 靠３８９４３８ 贩５３０３５３ �５８１４６５ Ё
福建 ８０８６８ 浇１７２６０１ 乔１３６９４１ 靠１２８９８８ 贩１６６７７９ �１４１３９５ Ё
广东 ３４４５２８ 舷４８２１０４ 乔５３９７２２ 靠６８４５３２ 贩８０５７３０ �５７２６５１ Ё
海南 ８２４０７ 浇０ m８３９９０ �９１３４ 摀１１９７８ 潩１８８５

小 　 计 ３０５０４０７ 後４１６７２３０ 儋５２５２８６９ 蜒５９９２１９１ 缮７３７５０２６ 亮９４３６０３３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１５７１２１ 舷１５２３８２ 乔１１１０３５ 靠１２０１１０ 贩１２１１６５ �１２５７１５ Ё
吉林 １０３４９８ 舷７１３９０ 档８８５４３ �８２９２１ ゥ８７２９２ ．３ 亮１０７９００ Ё
辽宁 ３０１５４６ 舷３４７８１７ 乔４０８６９８ 靠５０８３２６ 贩６２０２００ �７５２８１７

小 　 计 ５６２１６５ 舷５７１５８９ 乔６０８２７６ 靠７１１３５７ 贩８２８６５７ ．３ 佑９８６４３２ Ё
全国合计 ５２３４１２３ 後６５０７５１９ 儋７８２７４８９ 蜒８８４１７１３ 缮１０８４６７２６ 佑１３３４３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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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３ 　全国分地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情况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年

R&D 经
费支出

（亿元）

增长
（％ ）

R&D 经
费支出

（亿元）

增
长 （％ ）

R&D 经
费支出

（亿元）

增长
（％ ）

R&D 经
费支出

（亿元）

增长
（％ ）

R&D 经
费支出

（亿元）

增长
（％ ）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２ ．０ 4８ ．０ 悙－ ４ ．２ 沣９ ．０ 眄１３ ．１ -１１ ．２ \２４ ．９ 妸１１ ．９ 构５ ．９ 照
云南 ５ ．７ 4７ ．７ 悙１３ ．２ 蜒９ ．８ 眄２７ ．２ -１１ ．０ \１２ ．３ 妸１２ ．５ 构１３ ．７ 珑
贵州 ２ ．９ 4５ ．３ 悙２８ ．０ 蜒６ ．１ 眄１４ ．６ -７ ．９ J２９ ．３ 妸８ ．７ Ё９ ．８ 照
重庆 ５ ．９ 4１０ ．０ ⅱ－ １ ．４ 沣１２ ．６ �２６ ．２ -１７ ．４ \３８ ．４ 妸２３ ．７ 构３５ ．９ 珑
四川 ３７ ．６ F５７ ．５ ⅱ２８ ．０ 蜒６１ ．９ �７ ．７  ７９ ．４ \２８ ．３ 妸７８ ．０ 构－ １ ．７ �
西藏 ０ ．１ 4０ ．２ 悙－ １６ ．８ 貂０ ．５ 眄１４６ ．３ ?０ ．３ J－ ３７ ．９ �０ ．４ Ё２１ ．１ 珑
青海 ０ ．８ 4１ ．２ 悙－ ９ ．２ 沣２ ．１ 眄７３ ．５ -２ ．４ J１４ ．６ 妸３ ．０ Ё２６ ．５ 珑
新疆 ２ ．５ 4３ ．２ 悙－ １ ．０ 沣３ ．５ 眄９ ．９  ３ ．８ J８ ．４ x６ ．０ Ё５８ ．２ 珑
甘肃 ７ ．４ 4８ ．４ 悙１５ ．５ 蜒１１ ．０ �３０ ．５ -１２ ．８ \１６ ．１ 妸１４ ．４ 构１２ ．５ 珑
宁夏 ０ ．９ 4１ ．５ 悙－ ７ ．０ 沣２ ．０ 眄３０ ．０ -２ ．４ J１９ ．１ 妸３ ．１ Ё２７ ．１ 珑
陕西 ３１ ．２ F５１ ．７ ⅱ４ ．５ 靠６０ ．７ �１７ ．４ -６８ ．０ \１２ ．０ 妸８３ ．５ 构２２ ．８ 珑
内蒙古 １ ．８ 4３ ．９ 悙１６ ．１ 蜒４ ．８ 眄２３ ．８ -６ ．４ J３３ ．１ 妸７ ．８ Ё２１ ．８

小 　 计 ９８ ．８ F１５８ ．６ 创５ ．４８ 蜒１８４ 眄３５ ．０２ ?２２３ J１６ ．５５ 湝２５３ Ё２１ ．１３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６ ．１ 4７ ．８ 悙－ ５ ．２ 沣１１ ．７ �５０ ．２ -１７ ．０ \４５ ．１ 妸２１ ．５ 构２６ ．６ 珑
湖南 １１ ．９ F２４ ．０ ⅱ２４ ．６ 蜒２６ ．２ �９ ．２  ３０ ．１ \１４ ．８ 妸３７ ．０ 构２３ ．１ 珑
湖北 ２６ ．８ F３６ ．８ ⅱ５ ．８ 靠４７ ．９ �３０ ．１ -５４ ．８ \１４ ．４ 妸５６ ．６ 构３ ．３ 照
安徽 １０ ．６ F２１ ．１ ⅱ５ ．１ 靠２５ ．７ �２１ ．８ -３２ ．４ \２６ ．２ 妸３７ ．９ 构１７ ．１ 珑
河南 １３ ．４ F２８ ．３ ⅱ１４ ．１ 蜒２９ ．３ �３ ．６  ３４ ．２ \１６ ．７ 妸４２ ．４ 构２３ ．８ 珑
山西 ７ ．５ 4１０ ．８ ⅱ９ ．４ 靠１４ ．４ �３３ ．５ -１５ ．８ \９ ．９ x２３ ．４ 构４７ ．８

小 　 计 ７６ ．３ F１２８ ．８ 创８ ．９７ 蜒１５５ ．２  ２４ ．７３ ?１８４ ．３ n２１ ．１８ 湝２１８ ．８ 怂２３ ．６２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１２０ ．４ X１７１ ．２ 创１０ ．０ 蜒２１９ ．５  ２８ ．２ -２５６ ．３ n１６ ．７ 妸３１７ ．３ 怂２３ ．８ 珑
天津 １２ ．５ F２５ ．２ ⅱ１ ．９ 靠３１ ．２ �２３ ．８ -４０ ．４ \２９ ．６ 妸５３ ．８ 构３３ ．０ 珑
上海 ４９ ．７ F８８ ．１ ⅱ１９ ．７ 蜒１１０ ．３  ２５ ．２ -１２８ ．９ n１６ ．９ 妸１７１ ．１ 怂３２ ．８ 珑
河北 １３ ．６ F２５ ．８ ⅱ－ ２ ．０ 沣３３ ．６ �３０ ．２ -３８ ．１ \１３ ．３ 妸４３ ．８ 构１５ ．１ 珑
山东 ３１ ．５ F６０ ．９ ⅱ１７ ．３ 蜒８８ ．２ �４４ ．８ -１０３ ．８ n１７ ．７ 妸１４２ ．１ 怂３６ ．９ 珑
江苏 ４３ ．７ F９２ ．３ ⅱ２６ ．４ 蜒１１７ ．３  ２７ ．０ -１５０ ．５ n２８ ．３ 妸２１４ ．０ 怂４２ ．２ 珑
浙江 １１ ．２ F４１ ．４ ⅱ２３ ．６ 蜒５４ ．３ �３１ ．１ -７５ ．２ \３８ ．５ 妸１１５ ．５ 怂５３ ．７ 珑
福建 ９ ．２ 4２２ ．６ ⅱ６ ．７ 靠２４ ．４ �８ ．０  ３７ ．５ \５３ ．７ 妸４５ ．９ 构２２ ．４ 珑
广东 ６４ ．０ F１３７ ．４ 创２８ ．３ 蜒１５６ ．４  １３ ．９ -１７９ ．８ n１５ ．０ 妸２１１ ．２ 怂１７ ．５ 珑
海南 １ ．３ 4０ ．８ 悙１ ．８ 靠１ ．２ 眄５２ ．２ -１ ．２ J１ ．０ x２ ．１ Ё７３ ．９

小 　 计 ３５７ ．１ X６６５ ．７ 创１３ ．３７ 沣８３６ ．４  ２８ ．４４ ?１０１１ ．７ �２３ ．０７ 湝１３１６ ．８ 葺３５ ．１３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１４ ．４ F２０ ．１ ⅱ３４ ．８ 蜒２３ ．３ �１５ ．９ -３２ ．７ \４０ ．２ 妸３５ ．４ 构８ ．１ 照
吉林 ７ ．４ 4１６ ．５ ⅱ２３ ．７ 蜒２６ ．４ �６０ ．１ -２７ ．８ \５ ．３ x３５ ．５ 构２７ ．７ 珑
辽宁 ２９ ．４ F５３ ．９ ⅱ２９ ．３ 蜒７１ ．６ �３２ ．８ -８３ ．０ \１５ ．９ 妸１０６ ．９ 怂２８ ．８

小 　 计 ５１ ．２ F９０ ．５ ⅱ２９ ．２７ 沣１２１ ．３  ３６ ．２７ ?１４３ ．５ n２０ ．４７ 湝１７７ ．８ 怂２１ ．５３ �
全国数据 ５８３ ．４ X１０４３ ．６ 破１１ ．００ 沣１２９６ ．９ #３１ ．０３ ?１５６２ ．５ �１９ ．９３ 湝１９６６ ．４ 葺２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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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４ 　全国分地区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情况统计表

地 　 　 区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年

地方财
政拨款

（亿元）

占地方

财政支
出比重

（％ ）

地方财
政拨款

（亿元）

占地方

财政支
出比重

（％ ）

地方财
政拨款

（亿元）

占地方

财政支
出比重

（％ ）

地方财
政拨款

（亿元）

占地方

财政支
出比重

（％ ）

地方财
政拨款

（亿元）

占地方

财政支
出比重

（％ ）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３ ．６ 4１ ．６１ t４ ．６ 悙１ ．３２ 蜒６ ．０ 眄１ ．４４ -８ ．９ J２ ．００ 妸６ ．８ Ё１ ．３４ 珑
云南 ６ ．６ 4１ ．７４ t７ ．８ 悙１ ．５８ 蜒９ ．０ 眄１ ．７  ９ ．２ J１ ．５６ 妸８ ．４ Ё１ ．２７ 珑
贵州 ２ ．５ 4１ ．４７ t３ ．６ 悙１ ．３０ 蜒３ ．９ 眄１ ．２４ -４ ．３ J１ ．３０ 妸５ ．１ Ё１ ．２１ 珑
重庆 ２ ．５ 4１ ．０８ t３ ．９ 悙１ ．６４ 蜒３ ．６ 眄１ ．１７ -３ ．７ J１ ．０８ 妸５ ．０ Ё１ ．２６ 珑
四川 ６ ．１ 4１ ．６８ t８ ．６ 悙１ ．４５ 蜒８ ．９ 眄１ ．２６ -１０ ．１ \１ ．３７ 妸１０ ．８ 构１ ．２１ 珑
西藏 ０ ．４ 4０ ．６７ t０ ．４ 悙０ ．３８ 蜒０ ．９ 眄０ ．６６ -０ ．６ J０ ．４２ 妸０ ．７ Ё０ ．５２ 珑
青海 ０ ．６ 4１ ．０４ t０ ．９ 悙０ ．８８ 蜒０ ．９ 眄０ ．７９ -１ ．１ J０ ．９２ 妸１ ．０ Ё０ ．７５ 珑
新疆 ２ ．０ 4１ ．１９ t２ ．６ 悙０ ．９４ 蜒３ ．６ 眄０ ．９５ -４ ．１ J１ ．０５ 妸４ ．５ Ё０ ．９８ 珑
甘肃 ２ ．０ 4１ ．３４ t２ ．４ 悙１ ．０１ 蜒２ ．７ 眄０ ．９７ -２ ．５ J０ ．８２ 妸３ ．３ Ё０ ．９４ 珑
宁夏 １ ．１ 4２ ．３２ t１ ．２ 悙１ ．３３ 蜒１ ．４ 眄１ ．１９ -１ ．３ J１ ．２７ 妸１ ．５ Ё１ ．２５ 珑
陕西 ３ ．８ 4１ ．８６ t４ ．０ 悙１ ．１３ 蜒４ ．４ 眄１ ．０９ -４ ．８ J１ ．１５ 妸５ ．３ Ё１ ．０２ 珑
内蒙古 ２ ．９ 4１ ．４４ t４ ．０ 悙１ ．２７ 蜒４ ．６ 眄１ ．１６ -５ ．１ J１ ．１５ 妸５ ．０ Ё０ ．８９

小 　 计 ３４ ．１ F１ ．４５ t４４ ~１ ．１９ 蜒４９ ．９ �１ ．１３５ ?５５ ．７ \１ ．１７ 妸５７ ．４ 构１ ．０５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２ ．０ 4０ ．９５ t３ ．３ 悙１ ．１５ 蜒３ ．３ 眄０ ．９６ -３ ．６ J０ ．９５ 妸４ ．３ Ё０ ．９５ 珑
湖南 ７ ．５ 4２ ．４ b９ ．３ 悙２ ．１９ 蜒１１ ．３ �２ ．１３ -９ ．１ J１ ．５９ 妸９ ．４ Ё１ ．３ 照
湖北 ４ ．４ 4１ ．３２ t６ ．５ 悙１ ．３３ 蜒６ ．７ 眄１ ．３２ -８ ．４ J１ ．５５ 妸９ ．５ Ё１ ．４７ 珑
安徽 ４ ．０ 4１ ．３９ t３ ．９ 悙０ ．９７ 蜒４ ．４ 眄０ ．９６ -４ ．６ J０ ．７３ 妸５ ．５ Ё０ ．９２ 珑
河南 ６ ．６ 4１ ．７１ t７ ．２ 悙１ ．４１ 蜒８ ．３ 眄１ ．４１ -９ ．０ J１ ．２６ 妸１０ ．８ 构１ ．２３ 珑
山西 ３ ．６ 4１ ．９２ t３ ．８ 悙１ ．３３ 蜒４ ．０ 眄１ ．２１ -４ ．７ J１ ．１４ 妸６ ．３ Ё１ ．２１

小 　 计 ２８ ．１ F１ ．６２ t３４ ~１ ．４０ 蜒３８ 圹１ ．３３ -３９ ．４ \１ ．２０ 妸４５ ．８ 构１ ．１８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９ ．４ 4２ ．６５ t１７ ．５ ⅱ３ ．１２ 蜒２１ ．６ �３ ．４３ -２５ ．２ \３ ．４２ 妸３２ ．６ 构３ ．６３ 珑
天津 ３ ．５ 4２ ．２２ t７ ．５ 悙２ ．８９ 蜒８ ．４ 眄２ ．８２ -９ ．７ J２ ．７８ 妸１１ ．５ 构２ ．６６ 珑
上海 １０ ．８ F１ ．９８ t１２ ．４ ⅱ１ ．７１ 蜒１５ ．２ �１ ．７４ -１９ ．８ \１ ．８０ 妸３９ ．３ 构２ ．８２ 珑
河北 ６ ．９ 4１ ．９６ t８ ．６ 悙１ ．６７ 蜒７ ．７ 眄１ ．３３ -８ ．２ J１ ．２７ 妸９ ．９ Ё１ ．２６ 珑
山东 １２ ．５ F２ ．２７ t１９ ．１ ⅱ２ ．５３ 蜒１８ ．９ �２ ．２２ -２３ ．２ \２ ．３０ 妸２２ ．８ 构１ ．９１ 珑
江苏 １０ ．５ F２ ．１７ t１５ ．２ ⅱ２ ．０８ 蜒１７ ．９ �２ ．０８ -２１ ．２ \２ ．０３ 妸２６ ．８ 构２ ．０４ 珑
浙江 ９ ．５ 4２ ．７５ t１８ ．５ ⅱ３ ．１０ 蜒２４ ．９ �３ ．３３ -２９ ．４ \３ ．２８ 妸３８ ．４ 构３ ．６１ 珑
福建 ９ ．７ 4３ ．４７ t８ ．５ 悙２ ．２７ 蜒８ ．９ 眄２ ．２６ -１０ ．２ \２ ．２５ 妸１１ ．６ 构２ ．２９ 珑
广东 ３０ ．２ F３ ．１３ t４０ ．８ ⅱ３ ．０９ 蜒５７ ．７ �３ ．７９ -５６ ．６ \３ ．３４ 妸６５ ．４ 构３ ．５３ 珑
海南 ０ ．５６ F０ ．９０ t０ ．６ 悙０ ．７３ 蜒０ ．７ 眄０ ．７５ -１ ．０ J０ ．８４ 妸１ ．０ Ё０ ．６９

小 　 计 １０３ ．５６ j２ ．３５ t１４８ ．７ 创２ ．３２ 蜒１８１ ．９  ２ ．３８ -２０４ ．５ n２ ．３３ 妸２５９ ．３ 怂２ ．４４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７ ．１ 4２ ．０８ t１１ ．６ ⅱ２ ．４２ 蜒１０ ．９ �２ ．０４ -１０ ．６ \１ ．８８ 妸１２ ．２ 构１ ．７５ 珑
吉林 ４ ．４ 4１ ．８５ t５ ．７ 悙１ ．７３ 蜒５ ．８ 眄１ ．５９ -５ ．２ J１ ．２６ 妸４ ．６ Ё０ ．９１ 珑
辽宁 １１ ．１ F２ ．４３ t１５ ．１ ⅱ２ ．３７ 蜒１８ ．３ �２ ．３６ -２０ ．０ \２ ．５５ 妸２３ ．５ 构２ ．５３

小 　 计 ２２ ．６ F２ ．１２ t３２ ．４ ⅱ２ ．１７ 蜒３５ 圹２ ．００ -３５ ．８ \１ ．９０ 妸４０ ．３ 构１ ．７３ 珑
全国数据 １８８ ．３６ j１ ．８４ t２５９ ．１ 创１ ．６９ 蜒３０４ ．８  １ ．６６ -３３５ ．４ n１ ．６２ 妸４０２ ．８ 怂１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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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５ 　全国分地区科技成果数量统计表 　 （单位 ：个）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西部地区 ３６１８ 噰３８０２ 7３６０３ 珑３６７３ 棗３９４５ G３９９３ 鼢４５０３ Ё
中部地区 ３０９４ 噰３８１１ 7３６５１ 珑３５５２ 棗３６８２ G４００８ 鼢４３１１ Ё
东部地区 １０２７３ 櫃１２３０１ I１１５９８ �１１４０３ ┅１２５３９ Y１３０７８  １３５９０ 构
东北三省 ２１１３ 噰１７１２ 7１６８５ 珑２１５９ 棗２５４２ G２６５７ 鼢３００２ Ё
全国合计 １９０９８ 櫃２１６２６ I２０５３７ �２０７８７ ┅２２７０８ Y２３７３６  ２５４０６

表 ９ ．６ 　各地高校获国家三大奖项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年） （单位 ：项）

技术发明奖 科技进步奖 自然科学奖

东部地区 ２５ 腚２６４ ]３８ ǐ
东北地区 ５ 儋４６ K２ 櫃
中部地区 １０ 腚８８ K７ 櫃
西部三省 ５ 儋５０ K４ 櫃
香 　 　 港 １ 儋５

表 ９ ．７ 　全国分地区科技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

科技活动人员

（万人）

科学家工程师

（万人）

万人口科技活动

人员 （人）

R&D 人员
（万人年）

R&D 科学家
工程师 （万人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西部
地区

６８ ．３７ $６６ ．０５ 破６６ ．５７ h６４ ．３５  ４０ ．４８ �４１ ．３ A４３ ．３９ 痧４２ ．８５ 拻１８ ．５５ １７ ．６７ １８ ．２５ １６ ．９２ ２０ ．７６ 技１８ ．７６ ^２０ ．８７ ２０ ．１ 晻１４ ．９ 7１３ ．７４ 骀１５ ．２３ 垐１５  

中部
地区

６５ ．４  ６１ ．５ 构６５ ．８ [６６ ．５１  ３９ ．５ 煙３９ ．４ A４４ ．６２ 痧４５ ．３８ 拻１８ ．３２ １８ ．９８ １８ ．８３ １９ ．００ １６ ．６ �１６ ．４７ ^１８ ．２４ １８ ．０２ ⅱ１１ ．８ 7１２ ．３６ 骀１４ ．２８ 垐１４ ．０３ *

东部
地区

１５４ ．８ $１５５ ．９６ 佑１６９ ．１２ u１７７ ．２２  １０１ ．１ �１０４ ．７９ [１１５ ．６２ �１２２ ．９１ 煙３５ ．８１ ５１ ．９４ ５４ ．２０ ５６ ．５０ ４４ ．８８ 技４６ ．５７ ^５４ ．２１ ５７ ．３７ ⅱ３４ ．７９ D３７ ．２５ 骀４３ ．６２ 垐４６ ．１６ *

东北
三省

３３ ．４  ３２ ．５ 构３５ ．１６ h３１ ．６８  ２３ ．７ 煙２２ ．８ A２５ ．５２ 痧２３ ．３５ 拻３０ ．６３ ２９ ．６７ ３１ ．６７ ２８ ．６７ ９ ．９ ⅱ１０ ．２９ ^１１ ．８５ １１ ．０１ ⅱ７ ．７ *８ ．５８ 儋９ ．９５ {８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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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８ 　全国分地区科技项目资助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年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资 助

项 数

（个）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数

（个）
西部
地区

１２２１ ^２７ H
１５

V１０７８ 垐２５ r１６ �９６６ 牋１６ 湝７０１ 适１９ 破１２ 栽

中部
地区

１０７６ ^２３ H１５ V８３０ v２６ r１１ �７６９ 牋２６ 湝６０５ 适１５ 破１８ 栽

东部
地区

４７８３ ^１５３ Z１２１ h３９２４ 垐１７９ 剟１２１ 拻３６０１ 膊１５９ �２７３６ 苘８０ 破１０７ 骀

东北
三省

６３１ L２１ H６ D５２７ v２２ r１１ �４７２ 牋７ 妸３９３ 适１０ 破１１ 栽

全国
合计

７７１１ ^２２４ Z１５７ h６３５９ 垐２５２ 剟１５９ 拻５８０８ 膊２０８ �４４３５ 苘１２４ 刎１４８

十 、高层次人才情况

表 １０ ．１ 　全国拔尖人才发展情况统计表

地 　 　 区
现有院士单位

所在地区分布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人员分布情况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

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西
部
地
区

广西 ２ 浇１ 墘７ -
云南 １０ 舷１３ 洓５ -
贵州 ２ 浇３ 墘２ -
重庆 ９ 浇１４ 洓１５ ?
四川 ４１ 舷２９ 洓８ -
西藏 １ 浇０ 墘１ -
青海 ３ 浇０ 墘２ -
新疆 ３ 浇０ 墘５ -
甘肃 １２ 舷１９ 洓２ -
宁夏 １ 浇０ 墘２ -
陕西 ４３ 舷４７ 洓１０ ?
内蒙古 ３ 浇０ 墘４

小 　 计 １３０ 後１２６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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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地 　 　 区
现有院士单位

所在地区分布

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资助人员分布情况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

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中
部
地
区

江西 ２ 浇１ 墘
湖南 ２５ 舷２２ 洓
湖北 ４７ 舷６４ 洓
安徽 １９ 舷３６ 洓
河南 １３ 舷５ 墘
山西 ６ 浇６

小 　 计 １１２ 後１３４

东
部
地
区

北京 ６８９ 後５４７ �
天津 ２９ 舷２３ 洓
上海 １６０ 後１６７ �
河北 ９ 浇５ 墘
山东 ２６ 舷２１ 洓
江苏 ９１ 舷１０６ �
浙江 ２５ 舷４３ 洓
福建 １４ 舷２０ 洓
广东 ２２ 舷４９ 洓
海南 ０ 浇０

小 　 计 １０６５ �９８１

东
北
三
省

黑龙江 ２９ 舷１４ 洓
吉林 １９ 舷３６ 洓
辽宁 ４６ 舷４０

小 　 计 ９４ 舷９０

７５６

全国合计 １４０１ 篌１３３１ 靠８１９

表 １０ ．２ 　全国分地区 “长江学者” 分布情况统计表

第一至五批长
江学者特聘教

授 （人）

第一至五批长
江学者讲座教

授 （人）

设置特聘教授
岗 位 学 科 数

（科）

上岗特聘教授 、

讲 座 教 授 数

（人）

“长江学者成就
奖” 获奖人选

数 （人）

西部地区 ４４ 换３  １１８ 唵５０ 蜒１  
中部地区 ５９ 换３  ９０ t６２ 蜒１  
东部地区 ３６０ 屯３７  ４５７ 唵３８７ 沣４  
东北三省 ３１ 换０  ６９ t３８ 蜒０  
全国合计 ４９４ 屯４３  ７３４ 唵５３７ 沣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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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系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枟西部人才政策措施实施效果的

调查与评估枠 （批准号 ：０４BMZ０１８） 的最终研究成果 ，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鉴定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 （证书号 ：２００７０４７０）。本课

题研究自 ２００４年 ６月开始至 ２００６年 ６月结束 ，历时 ２年 。

本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遇到两大困难 ：一是国内关于人才政策实施效

果的评估研究相当薄弱 ，没有现成的研究框架可资借鉴 ，必须首先自主构建

区域人才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框架 ，方能着手启动本课题的具体调查评估工

作 。二是本课题涉及中央和西部 １２个省 （区 、 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湘西 、恩施 、延边 ３个自治州人才政策及其效果的庞大体系 ，涉及区域的

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７０％ ，调研和资料收集的任务异常繁重 ，特别是要收集

到能较好反映西部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的全局性 、系统性 、连续性统计数据更

非易事 。

本课题组是一个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科研团队 。上述困难的破解和课题的

最终完成 ，主要得益于课题组全体成员关注西部的热情和两年来的辛勤劳

动 。我们先后三上北京 ，争取国家有关部委和科研机构有关领导与专家的指

导 、支持 ；先后深入到贵州 、内蒙古 、四川 、重庆 、湘西自治州进行实地考

察 ，进行了覆盖西部 １２省 （区 、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湘西等 ３个

自治州的问卷调查 ，召开了湖南省援藏援疆干部西部人才工作座谈会 ，采用

登门拜访 、电话访问等方式访问全国知名人才专家 、政策专家和西部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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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 ２０余人 ，获得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资料和信息 。我们还参

加了由西部 １２ 省 （区 、市） 党委组织部 、 人事厅联合召开的 “首届中国

（贵阳） 西部人才论坛” 、由国务院西部开发办 、财政部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

在呼和浩特召开的 “中国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战略研究国际研讨会” ，以

及由中部 ６省党委组织部 、人事厅联合召开的 “首届中国 （郑州） 中部崛起

人才论坛” 和由中国人才研究会 、辽宁省人事厅联合在沈阳召开的 “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人才工作研讨会” ，拓宽了研究视野 。在研究方案设计 、调查

问卷设计 、写作大纲设计 、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本书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中 ，

我们同样付出了大量心血 。为了某些问题我们时常反复讨论至深夜 ，写作大

纲修改了三次 ，研究成果仅大的修改就有七次之多 。

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 ，得到了中组部人才工作局 、国务院西部办人才开

发与法规组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与专家的指导与支持 ，

得到了陕西 、广西 、贵州 、青海 、西藏 、甘肃 、湖南等省 （区） 党委组织部

人才工作处 ，宁夏区委组织部研究室 、内蒙古区委组织部五处 、新疆人事厅

政策法规处 、重庆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 ，西部 １２ 省 （区 、市） 和湖南省

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昆明市委组织部 、包头市白云区政府 、湘西自治洲人事

局 、恩施自治州西部开发办的支持与协助 ，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

本书写作大纲由胡跃福拟定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定稿工作 ，宋本江参加了

写作大纲的拟定和部分章节的修订工作 ，许冰凌 、马贵舫做了大量编务工

作 。本书各章的作者为 ：第一章 ：胡跃福 ；第二章 ：王文强 ；第三章 ：宋本

江 ；第四章 ：马贵舫 ；第五章 ：马贵舫 、张嘉强 ；第六章 ：王文强 ；第七

章 ：许冰凌 ；第八章 ：张其贵 、潘江 、周筱芬 ；附录一 、二 、三 ：马贵舫 ；

附录四 ：由张其贵 、马贵舫 、宋本江完成 。问卷调查与统计工作由胡跃福 、

张其贵 、许冰凌 、潘江完成 。

受学识局限 ，本书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肯定存在不足之处 ，期待各

位同仁和读者指正 。

胡跃福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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