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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云南省人事厅厅长 　 　

发展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主题 ，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目前都

致力于科技进步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但是 ，长期以来 ，人们对“发展”的理解

一般集中在经济领域的产值增长 、速度加快 、规模扩大 、人均 GDP 提高等方面 ，

忽视了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 。在这种片面发展观的引导下 ，经济发展出现了

三方面的严重问题 ，一是人口的急剧增长 ；二是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导致了

全球性资源短缺 ，以及与此相关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三是贫富

差距加大 ，人的责任感 、历史感淡漠 。这些问题使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加剧 ，如不及时加以调整 ，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继续发展 。于是 ，１９９２年 ，“环境

与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巴西召开 ，通过了枟里约宣言枠和枟２１ 世纪议程枠等重要

文件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由此得以确立 。我国也于 １９９４年 ３月编制并正式通

过的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中 ，以及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 ：“在现代化

建设中 ，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在此基础上 ，党的“十六

大” 、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明确提出 ：坚持以人为

本 ，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 。 这不仅充分表明了我国牢固确立和认真

落实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观的决心 ，而且丰富了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内涵 ，使

其更加全面 、科学 。

具体说来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和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统

一 ，努力做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使经济 、社会 、生态效益达到全面提高 ；维护生

态平衡 ，合理利用资源 ，使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有可靠的环境和物质基础 ；控制

人口增长 ，消除贫困 ，重建道德规范 ，解决好人与自然 、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 。

在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 ，要实现这样的发展 ，关键在于人的素质与能力 。据经济

学家估计 ，当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占 ６０％ 至 ８０％ ，其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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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培训的贡献占 ２０％ 左右 ，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已降至 ３０％ 左

右 ，知识和人才已成为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济学家还发现 ，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生产率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即知识和人

才积累不足 。此外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 ，全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重心上移 ，

知识与技能要求较高的职位正迅速替代低技能职位 。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三种资

源形式 ，即物质资源 、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中 ，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 。

正因为如此 ，世界各国皆将人力资源开发视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并在这方面全

力以赴 ，企求由此提高综合国力 ，增强国际竞争力 。

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人力资源开发将是我国今后相

当长时期里基础建设的主要任务 。没有理论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 、成效不

高的实践 ，因此研究和探讨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和方法 ，也就成为我国当前人力

资源开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

由于我国经济与科技发展起点较低 ，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区域经

济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 ，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研究必须考虑到这

一特点 ，并作出针对性研究 。在这方面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人力资

源开发的问题 ，尤其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一般来说 ，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自然

资源丰富 ，少数民族人口多 、人文资源独特 ，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人口素

质较低 ，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 ，人才流失尤为严重 。如西部地区 ，这些年来尽管

有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 ，人力资源开发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成绩 ，但

是与发达地区相比 ，目前的人口整体素质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据有关方

面统计 ，２００２年 ，甘肃省平均每万人中 ，大 、中学生人数要比全国水平分别少 １５ ．１３

人和 ５２ ．４４人 ；文盲 、半文盲占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 ２１ ．１１％ ，比全国高

９ ．４８个百分点 ；每万名就业人口中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分别只有 ８７人和

４人 ，远低于全国 １２９人和 ９人的平均水平 。 ２００４年 ，云南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不

到 ７年 ，大专以上学历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１ ．２％ ，每年有 １４万名小学生 、２６万名

初中毕业生不能接受高一级教育 ，文盲半文盲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１ ．７ 倍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调查表明 ，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小学生为 ４３％ ，中

学生为 １０８％ ，大学生为 ３００％ 。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整体素质状况 ，不仅阻碍了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和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改变 ，不利于

有效控制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影响各民族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危

害到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 。更为令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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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这种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而且还

在不断拉大 。这势必严重影响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 ，从而影

响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影响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 。

鉴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结构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一些在发达地区行之有效

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方法 ，在欠发达地区是难以实施的 ，有的甚至是完全行不

通的 。因此 ，针对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实际状况和需求 ，深入开展有关理论研

究 ，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当务之急 。值此之际 ，我十分高兴地

读了杨林博士的这本专著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工作者 ，这

本书让我耳目一新 ，颇受启发 。首先 ，该书深入研究了欠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 、

生态环境 、经济结构 、增长方式 、市场规模 、人口素质 、基础设施 、软件条件 、教育

培训等方面的状况 ，情况分析比较细致 ，问题找得比较准 。其次 ，针对欠发达地

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和难点 ，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初步构建

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看得出来 ，作者不仅具有

较高的理论素养 ，而且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调研工作 。其成果的价值是显而易

见的 。书中总结和分析的问题与情况 ，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对策与理论 ，对欠

发达地区的政府部门开发人力资源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和作用 。另外 ，它还丰富了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理论 ，有助于学术界 、有关政

府部门和企业对人力资源开发理论的认识更加完整和深入 。

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其重要意义实际上远不止于经济价值 。这项

工作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加强民族团结 ，巩固边疆 ，维护社会稳定 ，实现国家整

体经济 、社会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所以 ，希望杨林博士在这方面再接再厉 ，作出

更大的贡献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者投身到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工作

中来 ，与有关方面共同努力 ，不断开创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新局面 ，

切实推动并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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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 　张荐华 　教授

在所有的资源中 ，人力资源是最可宝贵的 ，因为人力资源是对所有其他资源

开发具有决定作用的能动因素 。然而 ，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其他资源 ，人力资

源本身需要大力加以开发和运用 。这就涉及一系列问题 ：为开发和运用一个地

区的人力资源 ，首先要弄清楚该地区人力资源的状况 ，如特征 、数量 、质量 、分布 、

结构等 ，这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人力资源评价体系和方法 ；其次 ，要弄清楚该地

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 、运用的成效 、存在的问题等 ；再次 ，还要弄清楚该地区

人力资源开发运用中所面对的经济 、社会及生态环境等外部条件 ，以便从该地区

的实际出发 ，制定出可行的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和措施 。

在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 ，最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和运营 。人力资本

是表现为人的知识 、技术 、经验和能力等素质 ，能够为人们带来收益的资本 。同

物质资本相比 ，人力资本投资往往可以为人们带来更多的收益 。而人力资本即

对人力投资而形成的资本的运营 ，需要个人 、团体 、政府及各类公共部门的共同

努力 ，需要具备良好的经济 、社会及自然生态环境和条件 。

本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系统的分析论述 。本书以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边疆

省份 ———云南为例 ，对不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从人力资

源开发的时间维度到空间分布 ，从影响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社会因素到人力资

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态势及规律性 ，从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理论分析到评

价体系和方法的建立 ，再到不发达地区开发人力资源的对策措施的研究 ，为我们

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 。本书概括了不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可

持续利用的基本模式 ，提出了引进人才同本土化开发相结合的对策措施和建议 ，

将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到经济社会 、生态可持续发展及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战

略高度 ，为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提供了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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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

目前 ，我国人民正在用“以人为本的全面 、协调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指导各项工作 ，正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 ，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以建成一个和谐的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小康社会 。在这种形势下 ，读一读

杨林的这本书是不无益处的 。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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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期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 ，人力资源在社会生

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质变 ，许多学者开始对人力资源进行系统研究 。特别

是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说 ，出现了相同的总投入量会带来差别异常悬殊的

收益增长现象 ，许多学者开始对其进行探索研究 ，于是人力资源理论应运而生 。

其代表人物为舒尔茨 、明塞尔 、贝克尔和丹尼森等 。

雅各布 ·明塞尔于 １９５７年在枟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枠一文中 ，首次

建立了个人收入分配与其接受培训量之间关系的经济模型 。芝加哥大学教授西

奥多 ·舒尔茨在 １９６０年全面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 ，他被公认为“人力资

源之父” 。加里 ·贝克尔的枟人力资本枠被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

的起点 ，其突出贡献表现在对人力资本的微观分析上 。爱德华 ·丹尼森对人力

资源作用进行计量分析 ，论证出 １９２９ — １９５７年美国经济增长中有 ２３％ 的份额

归因于教育的发展 ，从而对舒尔茨的结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 。

许多学者特别关注人口迁移与流动和其收入水平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

R ．G ．克里格（１９９１）利用 １９８０年 PUMS（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的数据证
明 ，在美国 ，人力资本流动不同于人口迁移 ，净迁移人口增加的州往往是那些人

力资本流出较高的地区 。因而 ，就人口迁移与流动而言 ，由迁移者带来的迁入地

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势必会导致迁出地人力资本存量的减少 ，最终影响到后者

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不过迁移与流动对收入变化的影响还受个体年龄 、健康水

平 、职业及前期对教育投入大小等因素的制约 。

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由来已久 ，但真正对人力资源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大

约始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 。当时理论界开始全面介绍西方有关人力资源理论

的发展背景 、基本内容及在中国应用的可能性与现实意义 。人口学界最初对人

力资源理论的关注则主要从人口再生产方式与劳动力资源 、人口质量与劳动力

资源 、人口移动与劳动力资源及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人口资源的收益 。国

内早期的人力资源理论研究特别关注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 ，由于过去几十年间没有对人口总量增长采取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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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供给已远远超过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 ，形成了人力资源

相对数量增加缓慢 ，但绝对数量增加较快的局面 ，这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

开发 ，也不利于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 。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 ，国内对人力资源的研究涉及面较广 ，主要侧重于以下

方面 ：（１）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特别突出的是企业 、行业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源管

理 。 （２）人力资源评价研究 。包括人力资源定性 、定量评价 ，人力资源会计等 。

（３）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多为从理论上或区域角度的定性探讨 。 （４）研究人力资

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宋志刚等人认为 ：我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

劳动力素质不高 ，加强教育与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 。朱国宏曾经尝

试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劳动投入分解法来测度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

关系 、人力资源现状与对策 、人才流动等方面 。尽管已经在上述方面取得了较多

的研究成果 ，但多数成果流于原则性探讨 、认识上的深化和理论层面的讨论 ，且

基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预测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和对策的理论研究尚不成

熟 ；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而区域宏观层

面上的具体研究方案少见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系统研究更有待深入 。

人力资源的建设与开发已经成为影响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

的因素 。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普遍存在 ：人力资源素质较低与就业压力并存 ，

人力资源结构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机制不健全 ，人才

流失严重等问题和矛盾 ，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 ，又存在人力

资源本底不清 、未来人力资源深层次需求把握不准确 、综合开发利用模式欠缺等

不足 ，因而迫切需要提出一整套解决的方案和措施 。

鉴于此 ，笔者以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实践及理论研究为基础 ，试图从可

持续发展的视角 ，运用人口经济学 、人口社会学 、人口生态学 、管理学 、民族学 、可

持续发展理论等基本原理 ，结合云南省的个案 ，系统分析中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

源开发现状 、人力资源特征和人力资本空间布局的动态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

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在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 、利用模

式和对策途径 。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理论阐述与实证研究 、定性分析与定量研

究 、演绎推理与归纳综合 、对比分析的方法 ，构建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理

论体系和基本框架 。

全书内容共分八章 ，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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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 ，全面阐述了国内外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与方法 。运用

对比方法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观点 ，指出人力资源开发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 ，

其理论也日趋成熟和完善 ，其评价方法也越来越科学合理 。本书特别强调人力

资源开发的历史性 、区域性和动态性规定 ，认为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阶段紧密相关 ，其理论要与时代进步和社会需求相一致 ，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

富和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理论 。

第二部分剖析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现状及其时空结构 。从影响欠发达地

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区域生态环境 、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等条件入手 ，运用定性与

定量的方法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数量 、质量和结构等人口学特征 。以

云南省为例 ，运用统计资料系统分析了云南省人力资源的数量 、质量 、结构和空

间分布状况 ；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对云南省人力资源做出综合评价 。从时

间维度上系统研究了学校教育投入与科学文化素质 、职业培训投入与专业技术

技能 、医疗卫生投入与身体素质 、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才积累等之间的互动关系 。

运用区域科学理论与地理信息技术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空间分布结构 、

人力资本空间迁移和流动特征 、人力资源的空间布局及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动态

势与规律 ，进而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时空结构定量评价方法

与体系 。这是本书的核心与特色 。

第三部分深入研究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基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现状 、空间分布状态 、供需分析 ，结合经济学 、社会学 、

生态学和管理学等学科 ，综合研究了人力资源开发在欠发达地区经济 、社会 、生

态 、环境和区域竞争力中的显著作用 ，得出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欠发达地区

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最关键因素的结论 。欠发达地区要以自然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 ，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以谋求

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的 ，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为手段 ，提升其区域竞争力 ，

促进人口 、经济 、社会 、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 这正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 。

第四部分紧密结合前面的内容 ，从宏观战略角度把握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

开发的指导思想 ，构建人力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 ，从具体层面上提出欠发达地区

人力资源开发的具体对策与途径 。结论部分是对全书的一个逻辑归纳 ，本书最

后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问题 。

三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也许它并不完美 ，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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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一种尝试和探索 ，如果这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推动欠发达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与实践 ，也算是了却了笔者人生中的一桩

心愿 。

作 　者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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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人力资源理论概述

一 、人力资源基本概念

（一）人力资源的基本概念

１ ．资源

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资源是指

为了创造财富而投入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 。资源这一概念是非常广泛的 ，不过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

（１）自然资源 。它包括土地 、野生动植物 、矿藏 、森林 、能源以及降雨量和风

力 。这些自然资源大都与土地存在某种联系 ，因而 ，往往以土地为代表 。

（２）资本资源 。在任何时候 ，一个社会可获得的资源还包括前辈所生产出

来的那些东西 。已经生产出来并且在后来被用来生产其他有价值的产品和劳务

的东西 ，叫做资本资源或简单地称为资本 。建筑物 、机器 、设备 、工作台 、道路 、桥

梁 、办公桌等都是国民资本存量的组成部分 。

（３）人力资源 。是由具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的劳动者所构成的资源 。它

向社会提供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劳动 ，是生产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 ，也是一切资源

中最重要的资源 。基于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经济学家也因此将

它称为第一资源 。

２ ．人力资源

关于人力资源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表达 。

（１）人力资源是人类可用于生产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的活力 、技能和知识

（Ivan Berg） 。
（２）人力资源是企业内部成员及外部的顾客等人员 ，即可以为企业提供直

接或潜在服务及有利于企业实现预期经营效益的人员的总和（Nabil Elians and
Rensis Lakere） 。



（３）所谓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者的能力 ，即

处在劳动年龄的已直接投入建设或尚未投入建设的人口的能力 。①

（４）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具有智力和体力劳动能力的

人的总称 。②

（５）所谓人力资源是指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 ，它是表现在劳动者

身上的 、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源 ，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 ，并且是

企业经营者中最活跃 、最积极的生产要素 。③

（６）人力资源是指一定社会区域内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劳动人口和超

过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总和 。④

综上所述 ，可以对人力资源的概念作如下界定 ：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是指一定社会区域内的人口总体所具备的能够
从事价值创造活动的劳动能力的总和 。

（二）人力资源的构成

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源由质量和数量构成 。人力资源的质量是人所具有的体

力和智力 。它一般体现在劳动者的体质水平 、文化水平 、专业技术水平和劳动者

的劳动态度上 。人力资源数量的构成包括以下几方面 ⑤ ：

（１）处于劳动年龄之内 、正在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 ，它占据人力资源的大部

分 ，可称为“适龄就业人口” 。

（２）尚未达到劳动年龄 、已经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 ，即“未成年劳动者”或

“未成年就业人口” 。

（３）已经超过劳动年龄 、继续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 ，即“老年劳动者”或“老

年就业人口” 。

以上三部分人 ，构成“就业人口”总体 。

（４）处于劳动年龄之内 、具有劳动能力并要求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 ，这部分

可以称为“求业人口” ，它与前三部分一起构成“经济活动人口” 。

（５）处于劳动年龄之内 、正在从事学习的人口 ，即“就学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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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凯成 、程文文 、陈维政编著 ：枟人力资源管理枠 ，４ 页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



（６）处于劳动年龄之内 、正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 。

（７）处于劳动年龄之内 、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 。

（８）处于劳动年龄之内的其他人口 。

上述 １ ～ ４部分构成现实的社会人力资源供给 ，是直接的 、已经开发的人力

资源 ；５ ～ ８部分并未构成现实的社会人力资源力供给 ，是间接的 、尚未开发的 、

处于潜在形态的人力资源 。

人力资源的构成如图 １唱１所示 。

图 １唱１ 　人力资源数量构成图

（三）人口资源 、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

人口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人口的总体 。它主要通过人口的数

量来表现 。

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 ，能对财富的创造

起贡献作用的劳动者的总和 。

人才资源则是人力资源的较为优秀的一部分 。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具

有较强体能素质和智能素质的人的总称 。

从本质上讲 ，这三个概念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人口资源本质是一种数

量理念 ，人力资源的本质是脑力和体力 ，而人才资源则为一种质量理念 。但这三

者却存在一种数量关系 ，见图 １唱２ 。

由图 １唱２可以看出 ，人口资源是人力资源形成的基础 ，数量最多 。当人口资

源中出现了一部分具备一定脑力和体力的劳动者时 ，人力资源就形成了 ，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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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唱２ 　人口资源 、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数量关系图

位居中部 。而数量最少的那部分是人才资源 ，它重点强调人力资源中较为杰出

和优秀的那一部分 ，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人才质量 。这一部分是世

界各国最为重视的财富 ，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发展前途 。

（四）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比较

在人力资源理论的研究中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

念 。其实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都是以人为基础而产生的概念 ，研究的对象都是人所

具有的脑力和体力 ，从这点看两者是一致的 。而且 ，现代人力资源理论大都是以

人力资本理论为根据的 ；人力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源理论的重点内容和基础部

分 ；人力资源经济活动及其收益的核算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的 ；两者都是

在研究人力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时产生的 。

这两个概念虽然存在密切的联系 ，但之间仍有一定的区别 。①

首先 ，在社会财富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上 ，两者是不同的 。人力资本是由投资

而形成的 ，因此劳动者将自己拥有的脑力和体力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参与价值创

造 ，就要据此来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和经济利益 ，它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应当说是

一种由因索果的关系 。而人力资源则不同 ，作为一种资源 ，劳动者拥有的脑力和

体力对价值的创造起着重要的贡献作用 ，它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应当说是一种由

果溯因的关系 。

其次 ，两者研究问题的角度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

成的存在于人体中的资本形式 ，是形成人的脑力和体力的物质资本在人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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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凝结 ，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研究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关注的重点是收

益问题 ，即投资能否带来收益以及带来多少收益的问题 。人力资源则不同 ，它将

人作为财富的来源来看待 ，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研究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

注的重点是产出问题 ，即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多大 ，对经济发展的推动

力有多强 。

最后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计量形式不同 。众所周知 ，资源是存量的概

念 ，而资本则是兼有存量和流量的一个概念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也同样如此 。

（五）人力资源的特征

要进行社会生产 ，就必须具备人 、财 、物三种基本资源 。由于财力（即资金）

是人力和物力的货币表现 。因此 ，社会生产的最基本要素或基本资源 ，就是人力

和物力 。人力资源作为国民经济资源中的一个特殊部分 ，有以下特点 ：

１ ．时效性

人是具有生命周期的生物体 。这个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分为幼稚年期 、青壮

年期 、老年期三个大的阶段 。作为人力资源 ，能够从事劳动的自然时间被限定在

生命周期中的一段 。可以说 ，人一出生并不具备劳动能力 ，因此 ，人的幼稚年期

是培养和训练劳动能力的时期 ，但还不能称之为人力资源 。当人进人青壮年期 ，

体力和脑力的发展都达到可以从事劳动的程度 ，可以对财富的创造做出贡献 ，这

时才形成现实的人力资源 。但当人超出劳动年龄之后就会有一段衰老期 ，即老

年期 ，这时也不再称之为人力资源 。所以 ，就整个人口而言 ，人力资源是一种周

期性出现的资源 ，其生产 、配置和使用都有着时间方面的限制 。

２ ．能动性

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最大的区别是人具有思想和感情 ，具有主观能动性 ，能

够有目的地进行活动 ，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人的这种意识不是低级水平的动

物意识 ，而是有目的 、有意识地主动利用其他资源去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

意识 。由于作为劳动者的人具有社会意识 ，并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体地位 ，因此

表现出主观能动作用 。人力资源的能动性 ，主要表现在 ：

（１）自我强化 。人们通过自身具有目的性的积极行为 ，接受正规教育 、非正

规教育和各种培训 ，努力学习 ，积累经验 ，使自己获得更强的工作能力 。

（２）选择职业 。由于人具有社会意识 ，在社会生产中居于主体地位 ，使得人

力资源具有了能动的选择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 ，人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

自主择业 ，而人力资源的职业配置主要靠市场来调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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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积极劳动 。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会激发敬业 、爱业的精神 ，积极工作 ，创

造性地劳动 ，这是人力资源能动性的最主要方面 ，也是人力资源发挥潜能的决定

性因素 。

３ ．再生性

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性资源 。在人口的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中 ，人

力资源会不断地耗费一定的脑力和体力进行劳动力生产 ，同时又不断地提高自

己 ，补偿所耗 ，产生新的劳动能力 ，进行再生产 。正是这种人口总体内个体的不

断更替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再生 。

４ ．增值性

相较自然资源 ，人力资源具有明显的增值性 。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 ，

人力资源不像物质资源 、财力资源那样是一次性增值 ，而是能实现持续增值 。就

单个个体而言 ，人力资源的增值还与激励机制成正比 ，激励越大 ，人力资源的价

值系数就越大 。也就是说 ，在一定的范围内 ，人的知识 、经验和技能不会因为使

用而消失 ，反而会不断地增强 。

５ ．社会性

人力资源具有社会性 。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角度看 ，人类劳动是群体性

劳动 ，不同的劳动者一般都分别处于各个劳动组织之中 ，构成了人力资源社会性

的微观基础 。从宏观上看 ，人力资源总是与社会环境相联系的 ，它的形成 、配置 、

开发和使用都依赖于社会 。所以 ，人力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 ，不仅仅归属于某个

用人单位 ，它应当归属于整个社会 。

二 、人力资源理论的演进及变革

人力资源这一概念曾经先后于 １９１９年和 １９２１年在约翰 · R ．康纳斯（John
R ．Commons）的两部著作枟产业信誉枠和枟产业政府枠中使用过 。康纳斯也被认

为是第一次使用“人力资源”一词的人 。但当时他所指的人力资源和现在我们所

理解的人力资源在含义上相去甚远 ，只不过使用了相同的词语而已 。①

我们目前所理解的人力资源概念 ，是由管理大师彼得 · 德鲁克 （ Peter
Drucker）于 １９５４年在其名著枟管理实践枠中首先正式提出并加以明确界定的 。

德鲁克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 ，是表达传统人事所不能表达的意思 。他认为 ，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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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资源相比 ，人力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 ，它必须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开发

利用 ，并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 。

西方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human resource develompment ）理论是以人力
资本（human capital）理论为依据的 。把人力作为资本看待来说明人在生产和经

济活动中的作用 ，其思想渊源很早 。首次使用人力资本概念的 ，一般认为是英国

早期统计学家和国民收入核算家威廉 ·配第（Wlliaxn Petty） ，他在 １６７６年曾把

战争中武器军械的损失与人力的损失进行比较研究 ，作为“政治算术”计量的一

个重要内容 。然而 ，在经济学理论史上正式论述人力资本的基本思想 ，并奠定理

论研究基本方向的 ，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 。古典政治经济学发

生危机后 ，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 ，以全新的理论体系阐发其独特的人力资本思

想 ，与称作“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阐发的人力资本思想形成鲜明对照 。接

下来是新古典学派所阐发的人力资本思想 ，直到 ２０ 世纪中叶后 ，当代人力资本

理论才正式形成并得到广泛传播 。经历了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人力资本

理论在今天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程度 。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思想

人力资本的思想产生得很早 ，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在劳动价值学说确立时就

肯定了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决定性地位 ，确立了人力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

地位 。早期的威廉 ·配第就提出过“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

论断 ，这是人力资源思想的最早表述 。后来 ，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又把这些思想

推到了当时的最高点 。

亚当 ·斯密在他的名著枟国富论枠（１７７６年）中提到 ，一国国民所有后天所获

得的有用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获得能力需要花费费用 ，所以它可

以被看做是每个人身上固定的 、已经实现了的资本 ，当这种能力成为个人能力的

一个部分时 ，也就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 。一个工人技能的提高如同一部机器

或一件工具的改进一样 ，可以节约劳动 ，提高效率 。虽然提高工人技能要投入相

当多的费用 ，但它能产出来更多的利润 ，足以补偿费用的支出 。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力资本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 ，首先充分论证了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

和价值创造作用 。马克思认为 ，所谓资本 ，其实质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

值 。而资本之所以能带来剩余价值 ，不在于它的“死劳动”形态 ，即以生产资料为

其实物形态的“不变资本” ，而在于它购买了“活劳动” ，即以能创造价值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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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实体形态的“可变资本” 。这里所讲的“可变资本” ，其实就是指人力资本 。

在马克思眼中 ，在生产和价值增值过程中 ，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主体

地位和价值创造作用 。这一思想和结论实际上被后来有关人力资本的各种经验

和理论研究所印证 ，以致直至今日仍有其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还详细考察了

人力资本的实体特征和价值构成 。认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 ，使它获得劳动

力 ，就要进行一定的教育或培训 。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

而不同 。同时马克思还注意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市场经济条件

下 ，人作为人力资本的手段意义和人作为主体的目的意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他

认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 ，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 ，目的是为自己服务 ；每个人都

把为另一个人服务当作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 。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人力资本思想

时 ，关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本思想是最值得强调的 。马克思认为 ，

人永远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 ，而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往往对人作为自由 、自觉

活动主体的本质特性造成“异化” 。人的本质特性是自由 。人并非生而自由 ，自

由作为人的潜能要通过劳动来实现 ，现实的人只有通过“互动” ，才能从异化了的

旧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 ，不断发展自己的潜能 、实现自己的自由 。他进一步指

出 ，不经过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的关系和能力只能停留在“空虚”的“原始的丰富”

和停滞状态 ，因此 ，市场经济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逾越的 、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

阶段 。

由于马克思的主要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 ，强调

劳动阶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所以关于劳动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

以及人力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决定作用并未进行专门研究 。以致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 ，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对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力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也主

要是从政治和阶级地位的角度进行的 。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社会主义国家

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 ，才逐步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作为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的人

及劳动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这并不能抹煞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所

具有的开放性和深刻性 。

（三）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思想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经济运动中

的要素运行成果已很难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说明 ，这时许多学者开始把目光投

入对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 ，于是人力资源理论体系应运而生 。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 舒尔茨（Theodore Schutz）和加里 · 贝克尔（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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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eeker）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 。

１ ．西奥多 ·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作为西方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之父”的舒尔茨认为 ：人力资本就是人力 、

人的知识和技能 ，它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果少了它们 ，经济的前景

将会暗淡无光 。然而他也认为 ，人力 、人的技能的取得并不是无代价的 ，它需要

消费资源和资本投资 。因此 ，人力 ，包括人的知识 、技能的形成都是投资的结果 。

并非一切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 ，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 ，掌握了一定知

识和技能 ，并在财富的再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力资源才是最重要的

资源 。

舒尔茨还认为 ，单纯从自然资源 、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无法解释生产力

提高的全部原因 ，他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源投资中最主要的教育投资对

美国 １９２９ — １９５７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 ，其比例高达 ３３％ 。这一实证研究成果 ，

证明了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源能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切其他形态的

生产要素资源能力的总和 ，人力资源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

益率 。因而 ，舒尔茨得出人力资本是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的结论 ，尤其对自

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更是如此 。

２ ．加里 ·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贡献

贝克尔运用经济数学的方法 ，对家庭生育行为进行经济决策和成本 —效用

分析 ，提出了生育 、培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概念 、家庭时间价值和时

间配置概念 、家庭中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等的全新的概念 。在追求效用最大

化 、市场稳定和稳定偏好等理论的指导下 ，贝克尔在人力资本形成 、教育 、培训和

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过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

３ ．爱德华 ·丹尼森的人力资本理论贡献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 ·丹尼森（Edward F ．Dension）对人力资源要素作用
进行了计量分析 。他通过精确的分解计算 ，论证出在 １９２９ — １９５７年间美国的经

济增长中 ，有 ２３％ 的份额要归因于美国教育的发展 ，即人力资源方面 。这一重

要结论无疑是对舒尔茨结论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丹尼森的具体方法是 ：首先把

教育和收入差别联系起来 ，并用参数 ０ ．６加以校正 ，得出各级教育的收入系数 ，

以此系数分别乘以基年和下一年的各级受教育者人数 ，得出差额以后 ，用计算复

利的公式算出这一差额在报告期内的年平均增长率 。然后乘以劳动产出弹性 ，

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即得出教育的贡献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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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力资源理论的新发展

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 ，经过半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 ，“人力资本”现已成为

普遍使用的经济学术语和日常用语 ，人力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的

各个相关研究领域 ，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也被社会各界 ，包括政府决策部门

广泛认识和普遍关注 。

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人力资源理论研究的深入 ，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

研究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其影响遍及教育经济学 、家庭经济学 、卫生经济

学和人力资源会计学 ，使它们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 。 教育经济学把教育投资作

为生产性投资 ，研究其分配和经济收益的客观规律 。家庭经济学经舒尔茨 、贝克

尔等人的改造 ，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 ，成为集中研究家庭规模 、孩子需求和生育

决策的理论 。卫生经济学把国家的医疗卫生和个人为健康保健而支付的费用看

做是对人的投资 ，这种投资的结果将以人力资本的形式存在下来 ，从而给个人和

社会带来相应的经济收益 。人力资源会计学是利用会计学的概念和方法 ，对企

业及其各类组织用于招募 、录用及其开发自己的人力资产所花费的成本进行计

量 ，同时就自己所雇员工对本组织的经济价值进行计量 。

当然 ，近年来也有部分国外学者对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６０年代人力资本理论

提出了批评 。有人认为舒尔茨等人夸大了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但目

前更多的学者还是肯定了舒尔茨等人对经济学的贡献 。因为从目前经济增长的

角度看 ，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总之 ，作为经济学中经验应用最多的人力资本理论 ，将会在各国的经济实践

中发挥出更加显著的作用 。

第二节 　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探讨

人力资源开发是伴随着人力资源理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亚当 ·

斯密就曾提出教育和训练可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 ：

“人们花费在教育与培训上的费用总和成为累积资本 ，这些受过教育与培训的人

的工作报酬 ，不仅包括劳动的一般工资 ，而且还应包括培训时所垫付的资本的利

息 。为什么如此支付劳动报酬 ？就是因为教育是资本 。” ①他们已经认识到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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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的重要性 ，却没有从理论的高度来讨论人力资源开发的一整套理论 。

直到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舒尔茨等人建立人力资本理论后 ，人力资源开发才逐渐形

成理论体系 。舒尔茨等人不仅认识到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 ，而且也对人力资

源开发的途径等进行了研究 。他指出 ，人力资本投资包括 ：医疗卫生保健的投

资 、正规教育的投资 、在职培训的投资 、人员流动的投资 、外国移民迁入本国的费

用支出 。

一 、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

人力资源的战略作用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 ，它们都把人力资源开发作

为工作的第一要务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 ，早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重视智力开发 。 １９８５年 ，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又阐

述了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指出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 ，经济发展后劲的大

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一个 １２亿人口

的大国 ，教育搞上去了 ，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也比不上的 。江泽民也深刻

指出 ：人才竞争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

素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中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 ，但未经开发的低质量人力资

源不是什么宝贵财富 ，反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沉重包袱 。在从人口大国迈向

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中 ，人力资源的开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

（一）人力资源开发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居于主导地

位的能动力量 ，劳动对象 、劳动资料只有与劳动者相结合 ，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

力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比较方便地通过引进的

方式 ，使自身生产力中物的要素水平迅速提高 ，但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

这些物的要素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因此 ，只有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

力和科学技术水平 ，才能推动整个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

（二）人力资源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经济增长是由劳动 、土地 、物质资源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共同投入的结果 。随

着社会的发展 ，人力资源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专家运用柯布唱道格拉斯函数进行

的一项经典分析表明 ，由实物资本存量的增加带来的产量增加 ，只相当于由人力

资本存量增加带来的产量增加额的 １／３ 。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 ，由实物资本存

量引起的收益增长份额比率已缩小到由人力资本存量引起的收益增长份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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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可以说人力资源开发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

（三）人力资源开发将缓解就业压力

第一 ，人力资源开发有助于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就业适应性 ，减少结构性失

业 。第二 ，人力资源开发有助于调节劳动力的供给量 。普及高中教育 、发展中等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培训 ，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

和综合素质 ，而且可以推迟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年龄 。第三 ，人力资源开发有利于

再就业工程的实施 。中国下岗人员大都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偏低 ，或者专业技

能结构不合理 、就业观念陈旧 。通过人力资源的再开发 ，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职业

技能 ，调整知识和技能结构 ，转变就业观念 ，从而实现再就业 。第四 ，人力资源开

发能够带动社会需求的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 人力资源开发会带动相关

行业的发展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 ，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

（四）人力资源开发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前提

随着区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国家竞争力的获得不再由

资本等物质要素决定 ，而是由国家或区域的人力资源状况决定 。没有大量先进

科学技术的高素质人才 ，就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更谈不上在竞

争中取胜 。

（五）人力资源开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 ，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 ，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 。

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人的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 ，人在社会生活和与自然的关系上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这需要人的综合素

质的提高 ，而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正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和结果 。

二 、人力资源开发的含义

从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以来 ，相伴随的人力资源开发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

但不同的组织 、学者对人力资源开发看法各异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 ，人力资源开

发主要的途径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就业培训 ，增强劳动者自谋职业的竞争能

力 ，以减少甚至消除社会上的结构性失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 ，人力资源开

发主要是对人的能力和潜能开发 。张文贤和晏姚认为 ，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内

容包括心理开发 、生理开发 、伦理开发 、智力开发 、技能开发和环境开发 。陈远敦

和陈全明认为 ，人力资源开发就是采用各种切实有效的手段 ，充分挖掘劳动者的

潜力 ，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改善劳动力的结构 ，加强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 ，以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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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 ，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吴文武和

牛越生等认为 ，人力资源开发是指为了充分 、科学 、合理地发挥人力资源对社会

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进行的资源配置 、素质提高 、能力利用 、开发规划及效益

优先等一系列活动相结合的有机整体 。而陆杰华则认为 ，人力资源开发特指一

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人口 、经济 、社会 、资源条件 ，组织一切力量和资金 ，通

过人口数量调节 、提高人口健康存量 、发展基础教育 、促进人口流动 、开展职业教

育与技术培训等手段或措施 ，不断促进该地域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满足

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以上各家之言有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和目

的上 ，有的落脚于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 ，而有的则全面探讨了人力资源开发的目

的 、手段及内容等 。作者认为 ，人力资源开发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 。广义人力

资源开发是指通过各种手段使人力资本存量增加 ，人力资源结构渐趋合理 ，从而

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狭义人力资源开发专指通过各种手段促进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作为广义的人力资源开发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劳动力的

合理配置和利用同等重要 。

三 、人力资源开发的要素构成

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 ，即人力资源开

发的主体 、客体 、介质和环境 。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统一的 ，主体借助于介质作用

于客体 ，使客体向着主体期望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的作用

下完成 ，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

（一）人力资源开发主体

人力资源开发主体是指从事有关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 ，包括政府 、行业 、社会团体 、学校和企业主体等 。政府主体的主要职能是 ：制

定政策 ，宏观规划 ，指导 、监督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行业主体的主要职能是开发

本行业的人力资源 。社会团体主体的主要职能是开发本团体的人力资源 ，同时

承担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职能 。学校主体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提高人力资

源素质 ，为人力资源参加社会劳动奠定基础 。企业主体则既要提高人力资源素

质 ，又要充分发挥其潜力 ，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使用效益 。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

是其工作人员 ，他们是整个人力资源开发活动的决定因素 ，他们的素质高低决定

着开发水平的高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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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源开发客体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客体 。作为一种资源 ，人力资源既具有一般资

源的共性又不同于其他资源 。它具有双重性 ，即人力资源既是开发的主体 ，同时

又是开发的客体 。开发人力资源其实也就是对人力资源的身体 、劳动能力和劳

动态度等的开发 。影响身体的因素包括 ：（１）遗传等先天因素 ；（２）营养因素 ；

（３）环境因素 ；（４）后天的积极锻炼 。劳动能力是构成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 ，它

是人认识客观事物 、获取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劳动能力的强

弱集中表现在人认识客观事物的深刻 、正确和完全程度上 ；表现在人获取和运

用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速度和质量上 。劳动态度是人力资源努力从事劳动的

精神状态 ，包括事业心 、责任心和进取心等 ，它决定着劳动行为的发生和发展 ，对

劳动效果有着重大影响 。

（三）人力资源开发介质

人们将人力资源开发主体作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客体而借助的所有媒介 ，称

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介质 ，可分为人力资源开发的软件介质和硬件介质 。软件介

质是那些在开发活动中起指导性作用的一系列理论 、政策 、规定和制度等的总

称 。而人力资源开发的硬件介质是人力资源开发主体借助的看得见的实物媒

介 ，它主要包括教育设施 、公共卫生医疗保健设施及办公自动化设施等 。

（四）人力资源开发环境

环境对人力资源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在人力资源开

发的过程中 ，应努力使环境向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的方面转化 ，为人力资源发挥

其主观能动性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同时应发挥人力资源的主观能动性 ，不断

提高对环境的认识程度 ，充分而合理地利用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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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特征

第一节 　欠发达地区与人力资源

一 、欠发达地区的解释

　 　所谓欠发达地区是指那些低度开发的落后地区或边缘区 ，其内部发展缓慢

且受到外部抑制 ，经济发展尚未突破“起飞”转折点 。仔细说来 ，欠发达地区具有

丰富的社会经济内涵 。首先 ，欠发达地区是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中的相对概念 ，

是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的 ，有人也把它称作不发达地区 。在世界经济地域体系

中 ，相对于发达国家 ，中国是欠发达的 ，但相对于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中

国或许是发达的 。在中国经济地域体系中 ，相对于东部经济地带 ，西部可谓欠发

达地区 。① 本书研究的地域范围就是基于中国经济地域体系中的西部欠发达地

区 ，特别是指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公布的 １２个省 、市 、自治区 。其次 ，欠

发达地区是一个动态 、发展的范畴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 ·罗宾逊指出 ：“不发

达经济是不满足于现在的经济状态而要求发展的那些经济” ，“每个经济都曾经

经历过一个加速积累的艰苦过程” 。事实上 ，欠发达隐含着潜在的尚未开发的能

力 。欠发达地区处于发展状态 ，其具体标志是发展要素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 ，在

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 ，一旦发生质的飞跃 ，即跻身于发达地区之列 。当然 ，在

经济成长的不同历史阶段 ，测度不发达地区的指标体系和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

不同 。因此 ，在地区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 ，欠发达地区的内涵存在不一致性 。再

次 ，欠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不完全等同 ，贫困地区必然是欠发达地区 ，位居于欠

发达的最底层 ，是不发达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 ，但欠发达地区不一定是贫困地

区 。在空间上 ，欠发达地区的范围较贫困地区更为广泛 。②

①

②

武友德 ：枟不发达地域经济成长论枠 ，５ 页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０ 。

武友德 ：枟不发达地域经济成长论枠 ，６ 页 ，北京 。



二 、人力资源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的推动 ，物质资本的形成 、人力资本的积

累 、自然资本的禀赋 、技术进步的速度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等都是现代经济

发展的重要动力 。物质资本的形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早期发展阶段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最初的经济发展理论视物质资本为经济发展的惟一的 、最重要的

因素 ，然而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意识到“唯资本论”的一些缺陷 ，因而在以后的

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了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在促进不发达地区经

济起飞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事实上 ，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也是人力

资本和技术进步 。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生产要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

说 ，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 ，既不是自然资源 ，也不是物质资本 ，而是掌握了一定科

学技术和文化的人力资源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F ．H ．Harbison ，１９７３）指
出的 ：“人力资源是构成各国财富的根本基础 。资本与自然资源都是被动的生

产要素 。只有人才是积累资本 、开发自然资源 、建立社会经济和组织并推进国家

经济发展的能动力量 。显而易见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 ，就

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 。” ①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至 ６０年代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罗伯特 ·索洛提出了索洛经

济增长模型 。他认为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前提下 ，假定规模收益不变 ，则区域经

济增长源于资本 、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这三个要素的区内供给和区际流动 。数学

关系表示为 ：

Y ＝ F（K ，L × E）
　 　其中 ：Y 为总产出 ，K 是总资本 ，L 是总劳动 ，E是劳动效率 ，L × E衡量效
率工人的人数 。

尽管这一模型最终说明的是只有技术进步才能解释生活水平的长期上升 ，但
我们可从中看到 ，技术进步是以人为载体的 ，它所依靠的是掌握各种技术和文化的

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舒尔茨（T ．W ．Schultz ，１９６１）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提出

了人力资本理论 ，它突破了传统的“唯资本论” ，使发展经济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舒尔茨认为 ，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不仅仅是物质资本 ，人力发展的投入也是一

种资本投入 ，其投入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一

个重要变量 ，甚至是决定性的变量 。在现代经济中 ，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的函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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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越来越受到劳动力质量的影响 。劳动力不是匀质的投入要素 ，它会因劳动

力受教育的程度和掌握技术技能的水平等而发生变化 ，从而决定着传统经济理论

不能解释的投入量与产出量之间的差额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发达经济物质资本

短缺的决定性影响将被人力资本短缺所取代 。相对于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的意义

更长远 ，形成的周期也更长 ，因此应优先考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舒尔茨对投入要

素作用的评价 ，实现了由物的要素向人的要素的飞跃 ，这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类社会逐步从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开始向后工业化

的信息社会转变 ，财富的增加越来越多地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转向对非自然资

源 ———知识的创造 、传播和应用的依赖上 。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

论 ，为解释新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 ，也推动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与应用 。

通过开发人力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已成为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基本策略 。

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差异分析发现 ，物质资产投入只能解释这些

差异的不到 ３０％ ，其余的 ７０％ 以上直接或间接地归因于知识 、信息 、教育 、技术

等无形因素 。从国际上来看 ，资源开发导向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比较缓慢 ，而知识

开发导向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要快得多 ，如日本 、新加坡和西欧的一些国家 ，它们自

然资源极其匮乏 ，但人力资本却非常丰富 ，因此经济发展快 。另外 ，资源性产品需

求弹性低 ，易受外部市场需求变化冲击的影响 ，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 ，而知识发达

地区则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重要而稀缺的社会资源 ，已

被高度重视 。中国西部大开发同样也回避不了人力资源稀缺这一问题 ，大力开发

人力资源是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然而 ，怎样来开发欠发

达地区的人力资源以及欠发达地区在开发人力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创造一些什么

样的条件呢 ？为了弄清这些问题 ，明确我们努力的方向 ，首先需要了解欠发达地区

的现状 。下面就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特征 、社会 、经济特征进行分析 ，以认识欠

发达地区开发人力资源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为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我们在研究

欠发达地区三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以云南省为例做进一步的解释 。

第二节 　欠发达地区的基本特征

一 、综述

　 　欠发达地区是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的 ，人们对它的研究始于对区域发展不

平衡问题的重视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早于中国 。因为随着西方经济的快

７１第二章 　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特征



速发展 ，它们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现得更早 。 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

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西部 、南部长期为不发达地区 ，建国后持续百余年的“西

进”运动以及 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经济危机以来对南部地区的研究和援助 ，使美国经

济的区域差异缩小 。前苏联在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后 ，也对西伯利亚加速开发 ，使

其在国家中发挥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了枟北海

道开发法枠 ，以加速发展当时还处于边远地带的开发迟缓的北海道 。英国的南北

差异问题由来已久 ，区域政策的制定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期 。 法国 、意大

利 、德国也同样经历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 。这些国家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

研究 ，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其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都得以解决或缓解 。

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 ，我们认为首先是对欠发达地区自然条件 、社会经济条

件的研究 。继美国学者 Clements提出生态过渡带之后 ，人们逐渐开展了对脆弱

生态环境的研究 。美国学者 Daniel等探讨了荒漠生态系统的水分特征及物质
循环 、能量流动和信息传输的特点 ，并研究了荒漠生态环境的景观分布格局 。一

些学者研究了中国脆弱生态环境分布及其与工业化及贫困的关系 ，并应用脆弱

生态环境成因指标划定了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的分布范围 。① 有的学者还对干旱

或半干旱区的环境地质 、水文 、土壤 、植被 、气候等特征进行了研究 ，揭示了脆弱

生态环境相关因子的主要特点 。在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情况

下 ，许多学者从理论 、实践等多个层次探讨了脆弱生态环境的表现形式 、形成过

程以及治理方法 。肖笃宁 ②在景观生态学理论指导下 ，从生态空间与景观异质

性 、景观变化模型与未来景观规划 、景观系统分析与 GIS 应用的角度研究了中
国生态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 。黄培佑 ③运用荒漠 —绿洲对立统一观 ，研究了干

旱荒漠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问题 。研究表明 ，绿洲与荒漠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

系 ，即绿洲寓于荒漠又异于荒漠 ，两者依一定条件互向其对立面转化 。彭少麟 ④

进一步探讨了恢复生态学与植被重建问题 ，并提出了恢复退化程度不同的生态

系统的方法及途径 。最近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中国西部干旱区生

８１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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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佑 ：枟荒漠 — 绿洲对立统一观与干旱荒漠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枠 ，载枟新疆环境保护枠 ，１９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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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演变与调控研究”及相关项目的研究中 ，借助 RS 、GIS等手段分析脆弱生
态环境景观格局 ，探讨山地 、绿洲 、荒漠系统的耦合机制 ，研究维持生态系统稳定

的安全阈值 ，建立脆弱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以完善绿洲生态学理论框架 ，丰

富生态学及景观生态学学科体系 。

中国科学院投入 １ ．２３亿元启动的 ８大创新工程项目之一 ——— 枟中国西部环

境演变评估枠报告已完成编写 。① 这部报告由全国 ７０多位科学家经过一年半的

努力撰写并反复修改而成 。该报告借鉴国际研究规则 ，从自然 、人文和社会等多

学科入手 ，以 ２０００年以前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为依据 ，引用权威结论 、权威数

据 ，对中国西部环境特征及其演变 、未来环境变化预测 ，以及环境演化对中国西

部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 ，并以此为基础 ，凝练出具有前

瞻性和战略性的咨询建议 ，为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该

报告在未来气候变化的条件下对中国西部环境和社会经济变化进行预测 ，在国

内尚属首次 。与此同时 ，为确保中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社会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

发展 ，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测绘局决定联合开展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遥感调

查 。这次遥感调查是以美国陆地资源卫星早期和最新时期的遥感数据为主要信

息源 ，对中国西部 １２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生态环境现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

调查 ，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 、管理以及西部地区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通过调查建立的生态环境本底数据库反映了西

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和动态变化 ，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和决策提供了

新的 、全面的空间信息基础 。调查完成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遥感分析 、评价和成

因对策分析结果 ，为确保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提供

了科学的依据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遥感调查完成后 ，以甘肃省为试点开展

了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是指根据区域生态环境要素 、生态环境敏感性

与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布规律 ，将区域划分成不同生态功能区的过程 。其目的

是为制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 、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合理利用资源与规

划工农业生产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 ２００２ 年 ，国务院西部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编制了枟生态功能区划暂

行规程枠 ，用以指导和规范各省开展生态功能区划 。目前 ，甘肃 、福建生态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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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已经完成 ，内蒙古完成了盟市级生态功能区划 ，新疆完成了生态功能区划

草案 。

另外 ，国内外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特征的研究也有了成果 。 保

罗 · A ．萨缪尔逊（P ．A ．Samuelson ，１９７８）在其著作枟经济学枠中列举了不发达经

济的 ６个特点 ① ：（１）穷 ，人均收入不到 ３００元 ；（２）识字率低 ，只有 １／４的人识

字 ；（３）平均寿命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寿命的 ２／３ ；（４）大部分劳动力在农村 ，只

有少数从事工厂和服务业的工作 ；（５）每人分摊的机器马力只是富裕的北美洲

人的 １／６ ；（６）科学技术落后 ，耕作方法和工具原始 。 托达罗（M ．P ．Todaro）对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做了如下概括 ②

：（１）低下的生活水平 ；（２）低下的生产

率水平 ；（３）高人口增长率和高赡养负担 ；（４）较严重的劳动力不得其用的现

象 ；（５）对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的高度依赖 ；（６）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受支配 、依

附和脆弱的地位 。雷本斯坦（Harvery Leibenstein）曾就低度开发地区的经济特
征做了综合目录 ，较好地概括了不发达地域的一般经济特征 ③ ：（１）从事农业的

人口占有极高的比例 ，通常约为 ７０％ ～ ９０％ ；（２）农业上存在“绝对过剩人口” ；

（３）“隐蔽性失业”显著 ，在农业以外缺乏就业机会 ；（４）人均资本量极低 ；（５）人

均所得低 ；（６）大部分居民储蓄额为零 ；（７）很少的储蓄常来自土地所有者阶

层 ，对工商业并无助益 ；（８）初级产业即农 、林 、矿业等都属于残余就业范围 ；

（９）农业上的产量几乎都是由谷物和初级原料构成 ；（１０）对粮食及必需品的支

出占主要比例 ；（１１）粮食及原料的出口比例大 ；（１２）人均贸易额低微 ；（１３）简

陋的住宅 。中国学者李琮研究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有以下 ５

点 ④ ：（１）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２）产业结构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 ；（３）所有制

形式的特有多样性 ；（４）经济结构的二元性 ；（５）对外的依附性 。这些学者所列

的特点在不发达地区或国家都有所表现 ，然而随着世界和各国经济的发展 ，“欠

发达地区”这个相对概念在特征上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而且各个国家的欠发达

地区的特征表现也并不一样 。最近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

经济研究部完成了课题报告枟中国（大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分析枠 ⑤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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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划分中国（大陆）区域的一种新方法 。这种方法把中国分为八大区域 ，即东北 、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黄河中游 、长江中游 、西南和大西北地区 。该报

告主要从基本情况 、经济总量与结构 、基础设施 、对外开放 、市场规模与居民消

费 、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等 ６个方面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 。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 ，再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 ，我们认为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在

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方面有以下特征 。

二 、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特征

（一）自然环境恶劣 ，水旱灾害严重

自然环境因素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处于不同发

展阶段的地域来说 ，这一因素作用的强度不同 。西部地区大都处于中国地势的

第一级 、第二级阶梯上 ，地势高 ，山地高原广阔 ，地形复杂 ，气候类型复杂多样 ，南

部雨量充沛 ，北部干旱少雨 。但就总体而言 ，西部地区的水旱灾害都十分严重 。

西北地区降雨量较少 ，新疆 、青海 、内蒙古西部少雨地区降水量不足

１００mm ，陕 、甘 、宁三省区的少雨地区年降雨量不足 ３００mm 。而由于西北各省区

位处高原 ，风势强劲 ，气候干旱 ，蒸发量却高达 １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mm 。因此 ，“十年九

旱”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特征 。如陕西省 １９９４年至 １９９６年连续大旱 ，７０％ 农

田受灾 ，工农业生产损失近百亿元 ；甘肃省虽有黄河灌溉之利 ，但平均每年受旱

灾影响的农田面积达 ５０万公顷 ，占耕地面积的 １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１９４９年

以来受灾面积达 ８０％ 以上的大旱灾发生过 ３次 ；青海省平均每年受旱农田面积

２０万公顷以上 ，受旱草地 １ ０００万公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疆蒸发量为降

水量的 １０倍 ～ １５倍 ，南疆则达 １３０倍 ～ ２００倍 ，有限的绿洲农业全靠冰川融水

维持 。尽管西北地区以干旱为主要灾害特征 ，但由于受江河及局部暴雨诱发的

山洪影响 ，也常有较重的洪涝灾害发生 。 如陕西省从纪元初至 １９４９ 年间 ，有

６３３年发生洪水 ，其中 ３５２年发生灾害性洪水 ，平均 ５ ．５ 年发生 １ 次 ，解放后平

均 ２年发生 １次灾害性洪水 。 １９８３年汉江洪水造成安康市全城覆没 ，死亡 １ ０６３

人 ，直接经济损失 ７ ．２２亿元 。甘肃省从明代以来发生洪涝灾害 １３１次 ，平均 ４ ．４

年 １次 ；解放以来又发生溃坝事故 ７０余次 ，遭遇较大洪水 ６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

受黄河影响 ，平均 １０年发生 １次灾害性洪水 ，平均 ４年发生 ３次地方局部洪水 。

西南地区多山多雨 ，洪涝灾害频繁 。西藏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水量充沛而河

道行洪能力差 ，山洪 、泥石流 、山体崩塌等灾害多发 ，１９９８年洪水造成较大灾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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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从 １３６８ 年至 １９８５ 年有 ２５４ 年发生水灾 ，其中有 ９０ 年发生了大水灾 。

１９９１年的大洪水 ，全省 ７１ 个县 、市受灾 ，受灾人口 １ ７１１ 万人 ，经济损失达

１９ ．０７亿元 。 １９９５年又有 ８３个县 、市受灾 ，损失达 ５８ ．３５亿元 。四川省 １９８１年

因暴雨引发的洪水使 ５３个县 、市受淹 ，受灾人口 １ ２５６ ．５万人 ，死亡 １ ３８４人 ，经

济损失达 ２８ ．６６亿元 。同时 ，西南地区河流下切形成深谷 ，耕地稀少 ，且引水条

件较差 ，多数农业靠自然降水维持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以及喀斯特发育的地

区土层较薄 ，蓄水困难 ，也会导致旱灾发生 。如 ：贵州省从 １９４９年至 １９８５年的

３７年间 ，有 ３１年发生旱灾 。四川省常发生春夏连旱 ，解放以来除 １９６７年外 ，几

乎年年都有旱灾发生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 １７００年至 １９４９年间共发生旱灾 １５２

次 ，其中大旱 １２次 。云南省最大年降雨量 ４ ０００mm ，最小降雨量 ３００mm ，因而

水旱灾害频繁发生 。 １９５０年至 １９９８年的 ４９年内 ，有 ２４年发生大旱 ，有 ２２ 年

发生大洪涝 。 １９９７年旱涝灾害同时发生 ，受旱面积 ９８ ．１３万公顷 ，洪涝灾害面

积 ５７ ．９３万公顷 ，洪旱灾害损失达 ８４ ．４亿元 。

（二）生态环境脆弱 ，环境恶化范围扩大

中国欠发达地区大多数都处于四大生态脆弱地带 ：西南石灰岩溶地区 、南

方红壤丘陵地区 、北方黄土地区 、西北荒漠地区 。这些地区在地理区位 、地形地

质与气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生态环境已极度脆弱 。据国家“八五”攻关项目

“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研究”成果表明 ，宁夏 、西藏 、青海 、甘肃和贵州是全

国生态最脆弱的五个省区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认为 ，目前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状况为 ：普遍脆弱 、局部改善 、总体恶化 。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

（１）土地沙化严重 。截止到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沙化土地总面积为 １６ ２５５ ．６万

公顷（内蒙古 、甘肃 、青海 、宁夏 、陕西 、西藏和新疆七省区统计数据） ，占全国沙化

土地总面积的 ９０％ 以上 ，沙化耕地和沙化草地的面积呈持续增长的趋势 。西部

地区沙化土地面积大 ，分布广 ，治理难度大 。

（２）水土流失面积大 。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及沙漠 ，经风水侵蚀 ，成为

黄河泥沙的重要来源 ，每年进入黄河的 １６亿吨泥沙 ，大部分来自西北地区 。青

海省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４６ ．３２％ 。西南地区降雨强度大 、山多坡陡 、坡面侵蚀力

大是造成水土流失及大规模泥石流 、滑坡 、塌崖的原因 。云南省水土流失面积占

国土面积的 ３８ ．２％ ，达 １４ ．６万平方公里 。其中 ，中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为 ６万

平方公里 。四川省水土流失面积达 １９ ．９８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 ４１％ ，

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总量已达 ２４亿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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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集中在云南 、贵州 、四川等省区 。截止到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不包括西藏）水

土流失面积为 １０ ４３６ ．９万公顷 ，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６２ ．５％ 。

（３）局部地区土壤盐渍化加重 。截止到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盐渍化土地总面

积较 １９８６年减少了 １６０ ．３万公顷 ，降幅为 １３ ．１％ 。但与此同时 ，局部地区盐渍

化问题仍很严重 ，由大水漫灌 、新开荒地造成的土壤次生盐渍化仍非常普遍 。

（４）石漠化问题突出 。西南地区的山地和丘陵主要由石灰岩 、花岗岩 、玄武

岩及各种变质岩构成 ，石质坚硬 ，土层浅薄 ，水土一旦流失则岩石裸露 ，土地石

化 。贵州省石化面积以每年 ５％ ～ ７％ 的速度在增长 。截止到 １９９９年 ，西南地

区五省区市（包括四川 、重庆 、云南 、贵州 、广西）石漠化土地总面积为 ７２９ ．５万公

顷 ，占西南五省市土地总面积的 ５ ．３％ 。虽然石漠化土地面积相对较小 ，但分布

集中 ，危害严重 ，是西南地区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

（５）耕地总面积持续扩大 ，主要来自人为干扰对林地和草地的破坏 。 １９８６

年到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因草地开垦而增加的耕地面积占到了新增耕地面积的

６９ ．５％ ，因开垦林地或果园而增加的耕地占到了新增耕地面积的 ２２ ．４％ 。与此

同时 ，每年各地又有大量的耕地因产量低 、成本高等原因而被弃耕 ，从而加剧了

土地的水蚀 、风蚀 。在西北绿洲地区 ，耕地面积虽然不大 ，但对水资源的消耗非

常大 ，造成水资源大量浪费 。毁林毁草开荒 、陡坡地开垦 、耕地弃耕 、粗放型的耕

作方式使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

（６）森林生态系统呈现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下降并存的变化趋势 ，森林类

型比例演化趋向不合理 。近十多年来（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不含西藏 、云

南 、重庆和新疆建设兵团）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增幅分

别达 ８ ．２７％ 和 １２ ．７５％ ；而森林活立木总蓄量和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降幅分

别达 １８ ．９６％ 和 ２５ ．１４％ 。西部地区（不含西藏 、重庆和新疆建设兵团）经济林面

积有较大幅度增长 ，增幅为 ６２ ．９６％ ；而天然林 、防护林面积分别下降 １４ ．４９％

和 ５１ ．０７％ 。西部地区以幼龄林和中龄林分布面积最多 ，各占全部林地面积的

３３ ．５％ 和 ３２ ．２％ ；过熟林面积最少 ，仅占全部林地面积的 ７ ．９％ 。西部地区森

林生态系统质量下降 、森林类型比例不合理导致森林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减弱 ，病

虫害加剧 。

（７）草地面积持续减少 ，质量下降 ，鼠害严重 。截止到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退

化草地和草地鼠害面积分别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 ２９ ．５％ 和 ４７ ．１％ 。根据遥感

调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后五年 ，退化草地中有 ５５％ 转化为耕地 ，２９ ．８０％ 沦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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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地 ；在过去的 ２０多年中 ，退化草地与鼠害草地面积持续增长 。西部地区

草地质量也在不断下降 ，表现为草地等级下降 ，优良牧草种类减少 、毒草种类和

数量增加等 。

（８）水资源开发引起水资源时空分布改变 ，导致河流断流 ，湖泊绿洲萎缩 ，

地下水位下降 。西北地区生态用水比例大 ，水资源短缺现象严重 。西南地区区

域性和季节性水资源短缺问题突出 。西部地区农业灌溉用水比重大 ，农业节水

工作滞后 ，水资源浪费严重 ，水资源短缺矛盾加剧 。水利工程建设引起水资源时

空分布改变 ，泥沙淤积 、河流断流 、湖泊萎缩 、地下水位下降 。如塔里木河是沿河

绿洲及罗布泊湖的水源 ，由于沿河开荒面积达 １３万公顷以上 ，再加上在下游干

流修建了库容 １ ．８亿立方米的大西海水库 ，使下游 ３４０公里河道断流 ，罗布泊湖

干涸 ，两岸的胡杨林大面积干枯死亡 ，各种野生动物也随之消亡 。另外 ，在全球

气候变暖的影响下 ，冰川退缩 ，雪线上升现象明显 ，天然湿地萎缩 ，湿地自然调控

能力降低 ，湖泊盐碱化甚至干枯 。

（９）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大 。截止到 １９９９ 年 ，西部地区

（不含贵州 、西藏）因矿产资源开发破坏的土地面积累计达 １８１万公顷 ，其中林地

破坏占 １６ ．３％ ，草地破坏占 ８ ．６％ ，耕地破坏占 ８ ．０％ 。据有可比资料的青海 、

陕西 、宁夏和内蒙古统计 ，１９９９年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比 １９８６

年增加了 １ ．２倍 ，其中对林地 、草地和耕地的破坏面积分别增加了 ２２％ 、２４％

和 １５畅５％ 。

（三）资源丰富 ，但开发难度大

中国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富集 ，矿产资源尤其丰富 ，矿种齐全 ，储量大 ，具有

多种燃料资源 、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资源 ，开采潜力巨大 。按 ４５种主要矿产

资源的潜在价值计算 ，西部地区占全国的 ４９ ．３％ ，即接近中 、东部地区之和 ；按

一次能源探明储量计算 ，西部地区占全国的 ５６ ．５％ ，即比中 、东部地区之和还多

１３个百分点 。在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 ，西部地区

矿产资源相对丰富 ，有些矿产资源甚至在世界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这无疑为西部

地区经济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仅云南全省就已发现有用矿产 １５０ 种 ，占全

国已发现矿种的 ９２ ．６％ ，其中有 ５３ 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 １０ 位 ，铅 、锌 、锡 、磷 、

铜 、银等 ２５种矿产储量居全国前 ３位 。已探明矿产的潜在价值达 ５万亿元人民

币 。但西部大部分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却深处边远内陆 ，远离经济中心 ，自然环

境差 ，资源开发难度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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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物物种丰富 ，各种旅游资源交融 ，环境优美

中国西部地区纬度跨幅大 ，海拔变化显著 ，气候层次分明 ，造就了生物物种

的多样性 ，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 ，是全球关注的生物多样性

热点地区之一 。 据统计 ，西部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的

８５％ ，所保护的生态系统和物种系统约占全国的 ７０％ 。云南省是中国生物种类

最丰富的省份 ，其森林覆盖率为 ２４ ．２％ ，仅高等植物就有 １８ ０００种 ，占全国种类

的 ６０％ ，目前有许多享誉国际的名贵花卉起源于云南 。云南的西双版纳还保留

有热带雨林 ，内有 ４ ０００多种高等植物 ，其中优良用材树种 １８０余种 ，经济植物

１ ５００余种 ，药用植物近 ８００种 。雨林内尚有哺乳动物 １０２种 ，占全国的 １／４ ，各

种鸟类 ４２０余种 。青藏高原也是生物种类丰富的地区 ，仅青海省就有兽类 １０３

种 ，鸟类 ２９２种 ，高等植物 ３ ０００ 余种 。羌塘地区是地球上最大的野生动物家

园 ，１９９０年调查发现其有藏野驴 ６９群 ，藏羚羊 、雪豹 、盘羊 、棕熊等 ，总数达 ４万

只左右 。西南地区还保留有多种珍稀物种 ，如大熊猫 、朱鹮 、孟加拉虎 、金丝猴 、

雪豹等 。即使在西部沙漠地区也有各种野生植物 １ ０００余种 ，还有许多野骆驼 、

野马等珍稀动物及沙鸡 、大鸨等珍禽 。

同时 ，西部地区环境优美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 无论是西北部还是西南部 ，

都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资源和绚丽多姿的人文景观资源 。从热带边疆风光到

雪山高原景色 ，从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到蕴藏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 ，无所不有 。

２００１年 ，仅到云南的国内旅游者就有 ４ ５７９万人次 ，海外旅游者高达 １１３ ．１３ 万

人次 。可见 ，西部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正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 ，到西部

旅游成为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总之 ，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既有好的一面 ，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 。西

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的健康和居住环境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 ，是欠发达地区人们为之自豪的宝贵财富 。然而 ，人们必须认识到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旅游资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 ，认识到一种生物的消失可能会

造成相关数十种生物的生存危机 。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旅游资源正是为

了保护生态系统的稳定 ，最终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 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

如何 ，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而且对中国中部地区 、

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都会造成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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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欠发达地区基本经济特征

（一）经济发展落后 ，生产力水平低 ，缺乏经济活力

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表现在经济总量 、人均值 、城市化程度等

方面落后于发达地区 。西部地区包括 １２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虽然总面积达

６８８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的 ７１ ．７％ ；总人口 ３ ．５５ 亿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２８ ．５％ ，但 ２００１年 ，整个西部地区的 GDP 、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仅分别约
占全国的 １７ ．１％ 、２４ ．７％ 和 １４ ．９％ 。 ２００１年 ，云南的 GDP为 ２ ０７４ ．７１亿元 ，贵

州为 １ ０８４ ．９０亿元 ，西藏仅为 １３８ ．７３亿元 ，而广东却高达 １０ ６４７ ．７１亿元 ，上海

为 ４ ９５０ ．８４亿元 ，北京为 ２ ８４５ ．６５亿元（见图 ２唱１） 。

图 ２唱１ 　 ２００１年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欠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 ，以传统的基础产业 、资源开发产业

为主体 ，没有形成较长的产业链 ，大量的初级能源 、原材料进入市场 ，主导功能不

明显 ，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较弱 ，生产力水平低 。另外 ，从当前的经济活跃

程度来看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１年 ，西南地区最弱 ，GDP分别增长 ８ ．２％ 和 ８ ．５％ 。欠

发达地区城市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差距较大 ，表现为城市化水平低 、城市密度小

及平均规模小 。 ２００１年西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 ，为 ２６ ．８％ 。

（二）经济结构不合理

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体现在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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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等方面 。①

（１）产业结构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 ，产业结构总是有一个从初级不断

向高级演化的过程 ，整个三大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是一二三到二一三 ，再到三二

一 。重点产业的转变趋势是由低到高依次转移 ，开始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 ，

继而以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重点 ，最后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技术 —知识密集型产

业为重点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区域发达与否

的重要经济指标之一 。很多学者认为 ，不发达地域走向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是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但是 ，当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产业

结构中 ，农业生产仍占极大的比例 ，整个产业结构仍处于低级阶段 。 ２００１年 ，第

一产业占广东 GDP的 ９ ．４３％ ，第二产业占 ５０ ．１７％ ，第三产业占 ４０ ．４％ ；同年 ，

第一产业占云南 GDP的 ２１ ．７％ ，第二产业占 ４２ ．４９％ ，第三产业占 ３５ ．８％ 。可

见 ，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还有待调整 。

（２）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同产业结构一样 ，也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的标志之

一 。在不发达地区 ，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 ，从事其他行业的人数占的比重较

小 ，而发达地区正好与此相反 。 ２００１年 ，西南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最高 ，第

一产业就业量占西南地区就业总量的 ６２ ．７５％ 。

（３）二元经济结构 。它在产业部门之间 、地区之间 、劳动就业和居民生活水

平等方面都有表现 ，表现为现代工业与落后农业和原始手工业并存 ；凋敝和闭

塞的农村与日益膨胀的城市并存 ；少数富有者与广大贫困群众并存 ；现代生活

方式与传统文化并存等 。中国欠发达地区的二元经济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形成

的 。西部工业化起步晚 ，在构造起西部的现代工业框架的同时 ，也铸造了一个二

元经济结构 。

（４）产品结构 。欠发达地区产品结构的特点是大众化的产品多 ，高档产品

少 ；附加值低的产品多 ，附加值高的产品少 ；老产品多 ，新产品少 ；低质量的产

品多 ，高质量的产品少 。由于这样一些特点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区域竞

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

（三）市场发育程度低 ，规模小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长期性 ，是经济发展普遍存在的过程 。在这一

过程中 ，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关系特征集中表现为市场发育迟缓 ，市场体系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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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场机制不完善 ，规模小 。西部不发达地域的市场发育程度历来就低 ，在由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 ，又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 ，创业意识

低下 ，限制了市场发育 。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 、产业发展 、企业经济行为等方面

仍有较强影响 ，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空间难以伸展 ，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发

达地区经过 ２０多年的发展之后 ，有了相对发达的市场 ，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 ，各

种生产要素能够通过市场进行有序流动 。而西部地区的生产要素市场基本上还

处于起步期 。目前 ，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市场 ，确立先培育后规范的

观念 。

（四）科技力量薄弱 ，投入严重偏低 ，科技资源与经济建设结合不紧

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 ，西部开发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前期的东部地区 ，以劳动

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 ，而应立足于发展高新技术支柱产业 ，

采取“跳跃式”发展战略 ，这样西部才有希望赶上东部 。但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以西部目前的科技现状来看 ，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和中国科

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情况表明 ，西部地区的科技情况有其突出的特

点 ，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特点是基础研究有一定实力 ，部分学科已达到国内甚

至世界先进水平 。从研究和开发投入 、科技论文数量等方面来看 ，西部的基础研

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西部科技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拥有相当数量的科

技人力资源和一批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中心等基础研究机构 。不足

之处是 ：（１）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 ，产业转化能力较弱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

主要环节 ，但是在西部地区近 ４ ０００家大中型工业企业中 ，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

企业只占 １／３左右 ；西部地区高校与企业的联系也不够 ，没有形成具有显著带

动区域发展的龙头产业集群 。 （２）科技投入不足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研究与开

发活动是整个科技活动的核心 ，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衡量

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和科技能力的十分重要的指标 。在一些发达国

家 ，这个指标一般是 ３％ 左右 ，中国 １９９９年是 ０ ．８３％ ，已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在

西部地区 ，陕西 、四川与东部的差距不明显 ，有的甚至高过东部地区 ，但西部其他

地区和东部的差距则非常明显 ，如西藏 、广西和内蒙古分别只有 ０ ．０９％ 、０ ．１１％

和 ０ ．１５％ 。 （３）科技人才缺乏 ，基础设施薄弱 。西部的科技队伍和科研基础设

施虽然有一定的基础 ，但与东部相比差距仍然比较大 。统计资料显示 ，西部地区

专业技术人员 、科技活动人员 、每万人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分别为东部地

区的 ５８ ．７６％ 、４５ ．１２％ 、４２ ．８１％ 。院士数目仅为东部地区的 １／５左右 。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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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状况方面 ，１９９９年“科技活动人员新增科研仪器设备指数”显示 ，东部

地区大部分达到 ２０％ 以上 ，西部地区除四川 、陕西外 ，其他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

距非常明显 ，如西藏是 ０ ．０４％ ，青海是 ０ ．２８％ ，宁夏是 １ ．０４％ 。西部地区现有

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中心和孵化基地等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 、陕西 、甘肃

等地 ，有些省区则一个都没有 。

（五）区位上的边缘性在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有利于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已势不可挡 。加入世贸组织打破了欠发达地区封闭的大

门 ，曾经人们认为边缘区位不利的概念已不复存在 ，如今西部地区已转劣势为相

对优势 ，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西北地区自第二条亚欧大陆桥贯通以来 ，变交通闭

塞的偏僻之地为东联西出的通道 ，成为连接亚欧两大洲之捷径 ，使古丝绸之路重

振雄风 。西南地区面向国际市场也有北 、东 、南三个出口 ，特别是面向东南亚的

便利 ，更加强了西南区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 。比如云南省把对外开放的重点放

在与云南接壤的东南亚 、南亚国家 ，云南从封闭的末端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 ，利

用云南与东盟的地缘优势 ，大力推进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澜沧江 —湄公

河次区域合作 ，将全省的对外开放推上一个新台阶 。而今 ，云南的目标是将云南

省的经济贸易与东盟国家接轨融合 ，参与东盟和全球经济的大循环 ，实现区域经

济一体化 ，并在加快建设出省大通道的同时 ，协商构建连接东南亚的高速公路和

泛亚铁路 。目前 ，从昆明经老挝到泰国曼谷的高速公路项目已经启动 ，从昆明到

新加坡的泛亚铁路正在筹建中 。跨国高速公路和泛亚铁路将成为云南连接东南

亚的桥梁纽带 ，沟通云南与东盟之间的经贸物流 ，为云南经贸走向东南亚提供良

好的交通条件 ，使云南成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理想的平台和“桥头堡” 。

四 、欠发达地区基本社会特征

（一）人口总量大 ，增长速度快 ，受教育水平不高

中国欠发达地区很多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 ，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少数

民族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再加上一些人的观念落后 ，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

快于东部地区 。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年 ，西部地区总人口由 ２６ ０４３万人增加到 ２８ ７７１万

人 ，年平均增长 １ ．１１％ ，同期中部和东部地区总人口平均增长分别为 ０ ．８９５％ 和

０ ．７８８％ 。西部地区人口的文化程度整体较低 ，文盲 、半文盲人口比例较高 ，特别

是女性文盲率更高 。据 １９９９年统计数据分析 ，西部地区 １５岁以上文盲 、半文盲

比例高达 ３５ ．３９％ ，比全国平均水平（２２ ．２１％ ）高出近 １４个百分点 ，其中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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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女文盲 、半文盲比例高达 ４７ ．５７％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 １６个百分点 ；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 ２ ．２％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２ ．４个百分

点 ；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 １ ．２８％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７６ ．４％ 。

西部地区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最需要人才的地区 ，但是多年以来人力

资源开发滞后 。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人才数量不足 、人力资源开发不足 、知识结

构不合理 ，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不够 、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对

开发人力资源的动力 ，致使西部地区的人才不断流失 ，使本来就十分突出的人才

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

（二）基础设施建设差 ，缺少留住人才的硬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差表现在各个方面 ：交通运输落后 ，能源和通信不便 ，医疗卫

生条件相对差等 。 ２００１ 年 ，西部 １２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铁路营业里程为

２５ ８７３公里 ，占全国的 ３６ ．９％ ；公路里程为 ６９８ ９３６公里 ，占全国的 ４１ ．２％ ，高

速公路里程为 ４ ５１８公里 ，占全国的 ２３ ．２％ ；旅客周转量每公里仅有 ２ ８９８ 亿

人 ，占全国的 ２４％ ；货物周转量为每公里 ５ ８６２ ．４亿吨 ，占全国的 １３ ．８％ 。 ２００１

年 ，西部地区的邮电业务总量是 ７９３ ．５亿元 ，只占全国的 １７ ．５％ ；卫生机构数为

１１３ ６２４个 ，占全国的 ３４ ．４％ ，医院 、卫生院有 ２５ １３３所 ，占全国的 ３８ ．４％ ，卫生

机构床位数为 ８３ ．６万张 ，占全国的 ２６ ．１％ 。由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很难留得住人才 ，因此加快建设西部地区的

硬环境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条件之一 。

（三）广泛存在制约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软环境

软环境就是人们所说的人文生态环境 ，它是指观念意识与思维方式 、制度 、

体制 、机制及组织等构成的人的社会生活环境 。长期以来 ，我们对西部自然生态

环境的脆弱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但对西部人文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还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 ，以致造成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培养使用上的不利局面 。西

部地区人口由于受教育水平低 ，人们的观念还显得比较落后 ，还没有形成“学科

技 、用科学” ，以及“尊重知识 、珍惜人才 、爱护人才 、人尽其才”的社会氛围 ，在用

人制度方面存在不科学的态度 ，加上体制改革较慢等都会不利于人文生态环境

的营造 。

（四）贫困现象突出

欠发达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特征是贫困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印象 。胡鞍钢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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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在枟地区与发展枠一书中提出中国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 ，发展极不平衡 ，表现

为“一个中国 ，四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上海 、北京 、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 ，１９９９

年人均 GDP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８ ２３０美元） ；第二世界是

大中城市和沿海上中等收入地区 ，天津 、广东 、浙江 、江苏 、福建 、辽宁等沿海省份

人均 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３ ９６０美元） ；第三世界是下中

等收入地区 ，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 、东北 、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 GDP均低于下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贫困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 、农村地

区 、边远地区 、低收入地区 ，如贵州人均 GDP为 １ ２４７美元 ，低于世界低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１ ７９０美元） 。

另外 ，枟１９９７年人类发展报告枠中列出了世界上 ３ 个人类贫困指标地区差距

十分显著的国家 ，中国排在巴西和印度之前 。中国沿海地区这一指标为 ０ ．１８ ，

西部地区高达 ０ ．４４ ，贵州约为 ０ ．５５ ，相当于索马里等极高人类贫困指标国家 。

由此可见 ，西部地区的贫困是中国地区发展平衡的一大障碍 ，西部开发应以“富

民为本”作为宗旨 ，消除人类贫困 。

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特征的分析 ，我们必须认识到 ，欠发

达地区开发人力资源有一定的基础 ，但很多现实状况却增加了人力资源开发的

难度 。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状况如何 ，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的开发 。事实上 ，它

们之间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联效应 ，如图 ２唱２所示 。

图 ２唱２ 　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因果的关联图

经济落后 ，使得缺少知识资源的欠发达地区只能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 ，追求

产出量的增长 ，这样的经济活动规模必然会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结果只会

是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 ，必定使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和旅游资源优势毁于一旦 ，削

弱了欠发达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导致人才流失 。而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才流失

的最终结果将是经济落后 。如此反复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使欠发达地区发展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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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达不到经济起飞的转折点 ，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

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协调发

展 ，要实现这样的发展 ，必须使人才 、经济 、环境之间呈现一个良性循环 ，而西部

地区人口高速增长 、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现实阻碍了良性循环链的形成 。人力资

源的开发 ，是人口的量与质的开发 ，同时 ，人口的量的增长必须与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 。由于欠发达地区人口量的增长过快 ，而自然资源相对

无增长 ，加剧了人口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 ，这种状况加剧了恶性循环过程 ，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因此 ，欠发达地区要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 ，把开发的重点从

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转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开发为主 ，使知识要素成为促进欠

发达地区发展最重要的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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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评价

目前对人力资源评价的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中 ，具有一定规模的

公司一般都设有人力资源部 ，以对员工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调配 。相应地 ，北京 、

天津等城市成立了一批进行专业人力资源评价的公司 ，针对企业人事管理 ，结合

心理学 ，开发出人力资源评价软件 ，试图将人力资源评价与企业组织行为整合成

一个多层面的系统 。在个体层面上 ，通过定量评定员工能力结构 、个体特征 、动

机需求水平和职业偏好 ，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综合素质和潜力及适宜发展方向

做定性分析 ，为公司提供有关人才素质的全面评价服务 ，辅助企业有效合理地进

行人员选拔 、安置 、培训 ；在群体层面上 ，通过对员工工作满意度 、群体需求模式

及团队绩效和健康度的定量 、定性分析 ，提供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诊断咨询 ，比

如关于员工激励方案和团队建设等方面的针对性建议 。①

对人力资源评价的研究也多集中于企业人力资源方面 ，而从事人力资源评

价研究的也多为心理学研究者或曾从事企业管理的经理人 。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

来 ，伴随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人们正在逐步接受将人作为一种最宝

贵的资源加以使用和管理的观念 ，而且一直在探索尽可能准确地计算人力资源

投入 —产出效益的理论框架和科学方法 ，逐步形成了运用会计方法来评估组织

的人力资源活动的方法 ，即人力资源会计 。这种方法将人力资源与其他实物资

源一样视作组织的资产 ，计算其投资成本和维护成本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计算出

人力资源活动的经济价值 ，它也适用于对人力资源活动的成本 —效益评估 。目

前中国企业对人力资源会计方法应用尚处在初级实验阶段 ，而人力资源会计学

也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 。

人力资源是指总人口在经济上可供利用的最高人口总量 ，或具有劳动力的

人口 ，包括就业人口 、失业人口 、就学人口 、家务劳动人口和军事人口 ，并可分为

现实人力资源（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和潜在人力资源（就学人口 、家务劳动人

口 、军事人口） 。云南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 ，我们以云南省为例 ，根据云

① 孙雁胜 ：枟数学集合在人力资源评价中的运用枠 ，载枟甘肃科学学报枠 ，２００２（１４） 。



南统计资料分析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特征 ，并对云南省人力资源的现状做出

总体评价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总体特点一般为人力资源数量多 ，资源丰富 ，

但人力资源的质量较差 ，而且空间分布不平衡 ，地区差异较大 。本章分析人力资

源的数量 、质量 、结构和空间分布 ，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做出综合评价和分级 。

第一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数量特征

一 、影响人力资源数量的因素

（一）人口总量及其再生产状况

人力资源来源于人口的一部分 ，人口的数量决定了人力资源的数量 ，人口的

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人力资源的规模 。因此 ，静态分析人力资源数量

取决于人口总量 ，动态分析人力资源数量的变化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 。

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又取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 。在现代社会 ，

人口死亡率处于低水平的稳定状态 ，所以 ，人口总量和人力资源的数量主要取决

于人口出生率水平及其基数 。不过 ，从人出生到成长为劳动力之间存在一定的

时间因素 。因此 ，通过人口数量的变动来预测人力资源量的变动时 ，必须考虑这

一时间因素 。

（二）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动

人力资源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经济活动中的劳动人口 ，起决定作用的是适

龄劳动人口 ，因此 ，人口的年龄构成是影响人力资源数量的重要因素 。人口年龄

构成从两方面对人力资源数量产生影响 。一方面 ，在人口总量既定的条件下 ，人

口年龄构成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人力资源的数量 ：人力资源数量 ＝ 人口数量 ×劳

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高 ，则人力资源

越丰富 ；反之 ，这一比重越低 ，则人力资源越匮乏 。另一方面 ，劳动年龄组内部

年龄构成的变动 ，制约着人力资源内部构成的变动 。调节人口的年龄构成 ，需要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对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调节来实现 。

（三）人口迁移与移动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流动人口空前活跃 ，这极大地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数量的

变化 。人口迁移由多种原因造成 ，人口在国内移动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从农村向

城市流动 ，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 。其原因主要是眼前的收入差距和未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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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收入的最大化目标 ，以及能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找到工作的概率 。除了以上经济

动因外 ，还有一些非经济因素 ，如城镇的文化生活 、新鲜感以及亲朋好友的吸引等 。

此外 ，人口迁移也还与人们的流动能力（知识 、技能 、健康 、财富）的强弱有

关 。从理论上讲 ，经济最落后 、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对人口流动的驱动力应该最

强 。但实际统计数据表明 ，经济落后和失业与流动的相关性仍然是不明显的 。这

是因为 ，尽管最穷 、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对人的流动的驱动力最强 ，但这些地区的人

力资源质量也是最低的 ，以致相当大一部分人实际上并没有流动的愿望与可能 。

人口迁移的主体一般都是成年人 ，对于流入地来说 ，迁入的人力资源越多 ，

质量越高 ，越有利于它们的经济发展 ，增加了它们的人力资源存量 ；而对流出地

来说则是人力资源的流失 ，损失了它投入的人力资本 ，影响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

二 、人力资源数量

人力资源数量是人力资源存量的重要方面 ，是人力资源量的规定性 。人力

资源数量可以用绝对量和相对量两类指标来描述 。一般情况下 ，一定时空范围

内人力资源绝对数量与该范围内的人口数量呈同向变动关系 。也就是说 ，在一

定时空范围内 ，人口越多 ，人力资源越丰富 。由于现实意义上的人口由劳动力人

口和非劳动力人口两部分构成 ，而且 ，非劳动力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实际上可视作

纯消费人口 ，而劳动力人口则同时具有生产和消费特性 ，因此 ，人力资源数量虽

与人口数量呈同向变化 ，但二者在数量上往往不等 ，人口数量通常大于人力资源

数量 。为了分析的方便 ，在计量要求不高时 ，人们往往用人口总数去近似地代表

广义人力资源总量 。当然 ，人口本身并不就是人力资源 ，而只是人力资源形成的

基础 。二者的区别主要不在于计算口径 ，而在于研究问题的目的不同 。人力资

源有自身的指标体系 、评价标准和发展取向 。

众所周知 ，人口具有一定的年龄和健康的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的劳动

能力有一个先增强后衰弱并最终失去的过程 。为此 ，人们根据生物学规律把某

一年龄区间规定为劳动年龄 ，在此范围以内的全部人口均称为劳动适龄人口 。

目前 ，国际上一般将 １５周岁作为劳动适龄人口的下限 ，将 ６４周岁作为劳动适龄

人口的上限 ，把 １５岁 ～ ６４岁的人口作为劳动适龄人口 。中国则规定劳动适龄

人口的年龄区间为男性 １６岁 ～ ６０岁（不包括 ６０岁） 、女性 １６岁 ～ ５５岁（不包括

５５岁） ，并将这部分人口作为经济活动人口 ，也就是现实的社会劳动力 。而在没

有退休制度的广大农村 ，超过 ６０岁的大多数农民仍在劳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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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健康状况改善 ，从增加青少年人口受教育年限及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利用着眼 ，扩展劳动年龄人口上 、下限已成为一种趋势 ，因此 ，中国劳动年龄内的

劳动适龄人口与现实的劳动力人口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从狭义上讲 ，人力资源

指的就是经济活动人口或劳动力人口 ；而劳动力人口是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且

进入法定劳动年龄的人口 ，减去其中不具备或已丧失劳动能力者 ，加上不在劳动

年龄以内但实际参加了劳动的人数 。人们往往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人力资

源这个范畴 ，即所谓广义人力资源 。广义人力资源包括了现在和未来一切可能

成为生产要素的人口 ，即不仅包括了除丧失了劳动能力以外的全部劳动适龄人

口 ，而且还包括了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可以将其看做是未来人力资源） 。云

南省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中既包含现实的社会劳动力（经济活动人口） ，也包含

潜在的劳动力 。

（一）绝对数量

人力资源绝对数量是指一定时间 、空间范围内具有现实或潜在劳动能力的

人口总数 。为便于比较 ，我们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来计算云南省人力资源的

绝对数量 ，包括 １５岁 ～ ６４岁的人口作为劳动适龄人口和此年龄段以外的具有

劳动能力的人口 。根据这一计算方法 ，云南省人力资源数量包括下列 ８个部分 ，

如图 ３唱１所示 。

图 ３唱１ 　人力资源数量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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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处在劳动年龄之内 ，正在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 ，亦可称为“适龄就业人

口” ； ②尚未达到劳动年龄但已经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 ，即“未成年就业人口” ；

③已经超过劳动年龄 ，继续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 ，即“老年就业人口” ； ④处在劳

动年龄之内并要求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 ，即“求业人口”或失业人口 ； ⑤处在劳

动年龄之内 ，正在学习的人口 ，即“就学人口” ； ⑥处在劳动年龄之内 ，正在从事

家务劳动的人口 ； ⑦ 处在劳动年龄之内 ，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 ； ⑧处在劳动年

龄之内的其他人口 。

现实人力资源为人力资源数量构成中 ① ～ ④部分人口的合计 ，称为经济活

动人口 ，亦称劳动力人口 。 ⑤ ～ ⑧部分为潜在人力资源 。也就是说 ，人力资源总

量是现实人力资源与潜在人力资源的统一 。潜在人力资源与现实人力资源之间

存在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数量关系 。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动员投入劳

动运行的人力资源数量 。后者是指直接投入劳动运行的人力资源 ，包括那些由

于非个人原因暂时未能从事劳动的求业人口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２０００

年云南省劳动适龄人口为 ２ ９８６ ．４５万人 ，其中离退休人口为 ９０ ．６９ 万人 ，丧失

劳动能力的人口为 １１７ ．６５万人 ，而 ６５ 岁以上仍在就业的人力资源为 ７２ ．９９ 万

人 。由下式 ：人力资源总量 ＝劳动适龄人口总量 ＋适龄外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

口总量 －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 ，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力资源的总量为 ２ ８５１ ．１ 万

人 。与 １５岁 ～ ６４岁劳动适龄人口总数 ２ ８７８ ．３１万人相差 ２７ ．２１万人 。而低于

１５岁的已就业人力资源我们暂无法统计 ，因此 ，为便于统计与分析 ，我们以 １５

岁 ～ ６４岁劳动适龄人口总数 ２ ８７８ ．３０９ ５ 万人近似为云南省的全部人力资源 。

从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 ，云南省 １９５３年人力资源总量为 ８３２ ．１万人 ，１９６４年

人力资源总量为 １ ０７２ ．９万人 ，１９８２年人力资源总量为 １ ６５０ ．２万人 ，１９９０年人

力资源总量为 ２ １８２ ．１万人 ，２０００年人力资源总量为 ２ ８７８ ．３１万人 ，２０００年分

别比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６４年 、１９８２年和 １９９０年增长 ２ ．４６倍 、１ ．６８倍 、０ ．７４倍和 ０ ．３２

倍（见图 ３唱２） 。①

云南省人力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全省 １６个地 、州 、市人力资源占该地

区总人口比重较高的有昆明 、思茅 、楚雄和西双版纳 。从表 ３唱１来看 ，人力资源

比重最低的昭通与最高的昆明相差 １４ ．９６个百分点 ，文山州比昆明市低 ９ ．０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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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另外 ，从表中也可以看出 ，各地区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重集中程度较

高 ，说明人力资源有向某些地区集中的趋势 。但总体而言 ，各地区人力资源所占

比重并无太大偏差 ，１６个地 、州 、市 ２０００ 年人力资源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大部分

都在 ５９％ ～ ６９％ 之间 。

图 ３唱２ 　云南省历次人口普查人力资源的增长状况

表 3唱1 　云南各地 、州 、市人力资源的分布（2000年）

地区
１５岁 ～ ６４岁

人口数／人

１５岁 ～ ６４岁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地区

１５岁 ～ ６４岁

人口数／人

１５岁 ～ ６４岁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

昆明 ４ ２９９ ０７７  ７４  ．３６ 西双版纳 ６９４ ９４６ c６９ J．９６

曲靖 ３ ６０６ ３０４  ６５  ．９８ 大理 ２ ２５８ ３６０ c６８ J．５１

玉溪 １ ４１７ ２２３  ６８  ．３７ 保山 １ ５７４ ６６１ c６７ J．０５

昭通 ２ ７２７ ７７６  ５９  ．４０ 德宏 ７３４ １１９ c６７ J．８１

楚雄 １ ７７８ ６８１  ６９  ．９６ 丽江 ７６４ ９０７ c６７ J．８９

红河 ２ ８１９ ０１１  ６８  ．２５ 怒江 ３３２ ６６４ c６７ J．６４

文山 ２ １３５ ８９２  ６５  ．３５ 迪庆 ２４２ ３５４ c６８ J．５５

思茅 １ ７８５ ９７４  ７２  ．０１ 临沧 １ ６１１ １１７ c６９ J．０７

全省合计 ２８ ７８３ ０９５ c６７ J．９５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０ 年云南省人口普查资料 。

（二）相对数量

人力资源的相对数量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现实与潜在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

比重 。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绝对量的大小 ，是反映国力的重要指标 。一国人力资

源相对量则表明该国人力资源拥有量 。作为一种相对国力的表示 ，它可用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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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等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特征 。

人力资源相对数量可用人力资源率这一指标来表示 ，公式如下 ：

人力资源率 ＝
人力资源总量

被考察范围总人口 × １００％

一般地 ，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源率越高 ，人力资源的数量也往往

越多 ，表明可投入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数量越多 ，从而创造的国民收入也就越

高 。①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的人力资源占全省总人口的 ６７ ．９５％ ，人力资源率较高 ，可

投入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数量比较充足 。但这只是一种直观感觉 ，因为人力资

源率高有时并不意味着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现实人力资源就多 ，现实人力资源

的相对量可用劳动参与率表示 ，公式如下 ：

劳动参与率 ＝
劳动力人口（现实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总量 × １００％

云南省 ２０００年适龄就业人口（在业人口）为 ２ ４６７ ．２６万人 ，劳动参与率为

８５ ．７２％ ，面临着解决人力资源过剩及其合理配置的问题 。

第二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质量特征

人力资源质量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现实和潜在人力资源所具有的体力 、

智力 、知识和技能水平 ，它反映了人力资源的本质特征 ，是人力资源存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 。

一 、影响人力资源质量的因素

（一）遗传和先天因素

这是影响人力资源质量的客观因素 。智力的可遗传性已为遗传学的研究所

证实 ：人类个体中相当一部分智力差异可溯源于遗传禀赋 。

（二）营养食物总量

营养是有机体维持生长发育等所需要的物质 ，营养不良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和智力的形成 ，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必须要有良好的营养进行必要的支撑 。从目

前情况看 ，云南省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 ，一些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膳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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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很不合理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力资源的质量 。

（三）教育

教育是人力资源形成的重要形式 ，广义的教育是指为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 、

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和行为的一切活动 ，它对人的思维方式 、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

及思想观念等有着重大影响 。狭义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 ，它是社会和教育者根

据一定的社会要求 ，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 、有组织的身心影响过程 ，

旨在把受教育者培养成满足社会需要的人 。

在传统社会中 ，教育是传承文明的主要手段 ，前人所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必

须通过教育的方式实现代际间的延续 。因此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 ，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 。① 建国以来 ，云南在解决文化落后 、人力

资本短缺的问题上 ，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体系 ，各级各

类学校都有大幅度增加 ，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显落后 。在人力资源的开发方面 ，

西方一些国家走在世界前列 ，它们有专门从事人力资源开发的机构帮助劳动者

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激发劳动者的热情 ，大大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而目前云

南的这些服务机构还有待开发和加强 。

二 、人力资源质量构成

人力资源质量由健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个方面组成 。②

（一）健康素质

健康素质主要是就人的身体素质而言 ，它是劳动能力形成的基础 。人力资

源的健康素质通常影响劳动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效率 、工作耐久力及其一生

中为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 ，因此 ，身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人的体力 、智

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身体的健康又是由人的寿命长短和体质强弱反映出来

的 。寿命长短和体质强弱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 ，遗传和其他先天

因素 。人类的体质具有一定的继承性 ，这种继承性来源于人口代际间生理基因

的保持 、人口的遗传 ，并从根本上规定着人力资源的体质 。第二 ，营养因素 。营

养是人体正常发育的重要条件 ，一个人儿童时期的营养状况 ，必然影响其未来成

为人力资源时的体质 、寿命 ；营养也是人体正常活动的重要条件 。第三 ，环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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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人的平均寿命的差异 ，主要是由环境条件引起的 。平均寿命的长短 ，既受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又对社会 、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第四 ，后天的努力程度 。

积极 、经常 、科学地锻炼身体 ，无疑会增强身体机能 ，延长寿命 。当然 ，身体并不

能预先完全决定人力资源的发展 ，而只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决定人力资源发

展水平的因素是后天的实践活动和所受到的教育训练程度等 ，甚至个人的一些

身体缺陷也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 。

（二）科学文化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现实和潜在人力资源的智力水平 、文化

知识状况及经验和劳动能力等 。科学文化素质的形成是先天智力遗传与后天教

育 、培训和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 。科学文化素质通常用某一群体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 、文化构成 、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者分别占群体人力资源的比

重 、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人数占群体人力资源的比重 、全体工人的技术等

级和文盲率等指标来反映 。

劳动能力是构成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 ，是人认识客观事物 、获取知识并运用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劳动能力的大小集中表现在人认识客观事物的深

刻 、正确和完全程度上 ；表现在人获取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速度和质量

上 。人们掌握知识和技能要以一定的能力为前提 ，能力制约着人们掌握知识的

快慢 、深浅 、难易和巩固程度 ，能力的存在为掌握知识 、技能提供了可能性 ，而这

种可能性转为现实性则是在掌握知识和完成技能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 。所以 ，

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活动是能力的表现形式 ，而能力则是掌握知识和完成技能活

动的内在条件 。平时所说的某人具有某种劳动能力 ，并不是根据他所具备的心

理特征来直接判断的 ，而是通过他是否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和他所进行的技能活

动间接地进行判断 。一般地讲 ，掌握知识 、技能的状况反映着能力的水平 ，但也

并不是绝对的 。具有相同文化水平的人或具有相同操作技术的人 ，他们的能力

可能并不相同 。另一方面 ，能力大致相同的人 ，因社会经历不同 、学习与训练的

时间长短不同 ，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水平与技能水平 。总而言之 ，每个人的科

学文化素质是有差异的 ，缩小这种差异需要学习和训练 。

（三）思想素质

思想素质主要指劳动者从事劳动的精神状态 ，包括事业心 、责任心 、敬业精

神和进取心等 。其中 ，劳动者的敬业精神和劳动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它决定着

劳动行为的发生和发展 ，对劳动效果有着重大的影响 。敬业精神是劳动者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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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从事工作的喜爱程度和无私追求 ，它表现为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 、主动性 ，

对工作的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劳动态度是指劳动者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观点

和看法 。一般地说 ，劳动态度端正与否 ，往往会直接影响劳动者主动性 、积极性

和创造性的发挥 ，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效率 、所生产产品的质量及劳动过程中物耗

和能耗水平 。

人的劳动态度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 。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客观的和

主观的两大类 。客观因素又分为一般社会因素和特殊因素两种 。属于一般社会

因素的有社会关系和国家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 ，但其影响还不足以培养出把劳

动视为生活第一需要的劳动态度 ；特殊因素包括社会职业群体的具体劳动环境

和条件 ，如劳动的性质和内容 ，部门 、企业 、科室 、班组的具体组织技术条件 ，集体

里的社会心理气候 、价值观念体系等 。特殊因素中最基本的是具体劳动的内容 ，

其特征复杂多样 。劳动内容是由体力因素和脑力因素的比例关系 、劳动工具和

劳动对象的复杂程度 、劳动分工水平和机械化水平 、劳动节奏的强度和进行创造

的可能性等一系列因素决定的 。

三 、质量特征

（一）平均受教育年限低 ，人力资源文化素质不高

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反映人力资源质量的指标 ，能较好地反映人力资源的

文化素质 ，代表性较强 ，因此 ，本文根据云南省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来反映云南

省人力资源的总体质量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表述如下 ：

E ＝ P１ × a ＋ P２ × b ＋ P３ × c ＋ P４ × d ＋ P５ × e
　 　其中 ，P１ 、P２ 、P３ 、P４ 、P５ 分别代表大专以上 、高中和中专 、初中 、小学 、文盲

半文盲人口的比重 ，a、b 、c 、d 、e分别代表具有大专以上 、高中和中专 、初中 、小

学 、文盲半文盲等分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平均接受教育的年数 。根据中国现行

教育制度并兼顾云南各地区区域差异 ，令 a＝ １６ ，b ＝ １２ ，c ＝ ９ ，d ＝ ６ ，e ＝ １ 。未上

过学 ＋扫盲班是文盲人口和半文盲人口的合计 ，小学辍学人口均统计在内 ，因

此 ，将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定为 １ 。①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后 ，全省人力资源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６ ．９１年 ，仅相当于初一教育程度 ，与全国平均高中教育程度

相比 ，说明云南省人力资源的文化素质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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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指数偏低 ，人才资源存量不足

人才是“专门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简称 ，是指具有中专以上学历 ，拥有

一定的专业技术职称或受过专门训练和有特别专长的人 ，是人力资源中的精华

部分 。人才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宝贵 、最重要的资源 ，它不仅能在开发自然资源

中起重要作用 ，而且能够通过其特有的高层次的能动性创造出新的物质资源 ，并

促使经济发展成倍数增长 。人才指数是指人才资源在人力资源中的比值 ，是衡

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 ２０００ 年云南省的

人才指数为 ６ ．７２％ ，与全国相比 ，人才指数偏低 ，说明云南省的人才资源存量较

低 ，人力资源的素质较低 。而且人才资源中以中专文化程度为主 ，占 ５７ ．１％ ，研

究生文化程度的比重最低 ，仅为 ０ ．６％ ，人才资源的结构不平衡 ，高素质人才缺

乏（见表 ３唱２） 。

表 3唱2 　 2000年云南省人才资源的构成

中专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合计 人才指数

人才资源／人 １ １０３ ５３５  ５６４ ６８６ 忖２５２ ８２９  １１ ７５０ �１ ９３２ ８００  ０ 潩．０６７ ２

占全省比重／％ ５７ M．１ ２９ M．２ １３ {．１ ０ c．６ １００ 悙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０ 年云南省人口普查资料 。

（三）文盲率较高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云南省的文盲 、半文盲人口占 １５岁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即文盲率）为 １１ ．４％ ，与全国 ６ ．７２％ 的文盲率相比 ，文盲率较高 。可以

看出 ，云南省人力资源的质量较低 ，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 。

第三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结构特征

人力资源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总体在年龄 、性别 、质量 、地

区等不同方面的分布或构成 。目前 ，世界上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 ，因而在确

定划分人力资源结构标准时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例如 ，由于发展水平 、地理位置

以及战争等原因使得一些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相对较低 ，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

失调 ，导致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 ，这些国家所制定的划分标准也就相对较低 。而

欧美发达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远远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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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在划分人力资源质量结构时所采用的标准就会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 。①

一 、年龄结构

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劳动年龄的规定不尽相同 。大多数国家将

劳动年龄规定为 １５岁 ～ ６４岁 ；中国规定为男性 １６岁 ～ ５９周岁 ，女性 １６ 岁 ～

５４岁 。为了便于比较 ，我们采用国际标准对云南省劳动年龄内的人力资源进行

划分 ，可以分为青年人力资源 、成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源三类 。

（一）青年人力资源（15岁 ～ 24岁）

青年人力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心理 、生理方面逐步成熟 ，劳动能力在这一

时期不断增长 ，他们对工作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同时有较强的学习和创新精

神 。青年人力资源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具有稳定性小 、流动性大的不足之处 。

总之 ，青年人力资源整体开发潜力大 ，以他们为主体的人力资源结构属于发展型

的结构 。如果青年人力资源所占比例过大 ，短时间内增长过快 ，就会导致人力资

源供过于求 。

（二）成年人力资源（25岁 ～ 49岁）

成年人力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体质和智力达到一生中的高峰 ，各方面因

素都比较稳定 ，职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 ，从而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这一时期是人

力资源的黄金时期 。

（三）老年人力资源（50岁 ～ 64岁）

老年人力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生理衰退 ，智力因素下降 ，学习和创新意识

远不如青年人力资源和成年人力资源 ，实际操作能力不如以往 ，但是他们在长期

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感性和理性知识比较丰富 ，弥补了他们在其他方面

的不足之处 ，具有代偿性 。以他们为主体的人力资源结构属于供不应求的结构 。

如果老年人力资源所占比重过大 ，会导致人力资源结构老化 。

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不难看出 ，人力资源年龄结构的比例要适当 ，以

成年人力资源和老年人力资源为主体的人力资源年龄结构是合理的人力资源

结构 。云南省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以成年人力资源为主体 ，占总人力资源的

５８ ．３３％ ，劳动参与率为 ９１ ．０１％ ，说明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较合理（见表 ３唱３）。

４４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杨蓉 ：枟人力资源经济学枠 ，１４ 页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２００１ 。



表 3唱3 　云南省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

年龄／岁 人力资源数量／人 占全省比例／％ 就业人力资源／人 劳动参与率／％

１５ ～ ２４ {７ ５２４ ０９４ 憫２６ *．１４ ５ ４３１ １６０ a７２ b．１８

２５ ～ ４９ {１６ ７８８ ５９７ 憫５８ *．３３ １５ ２８０ １２０ a９１ b．０１

５０ ～ ６４ {４ ４７０ ４０４ 憫１５ *．５３ ３ ２３１ ４３０ a７２ b．２８

合计 ２８ ７８３ ０９５ 憫１００ *２３ ９４２ ７１０ a８３ b．１８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０ 年云南省人口普查资料 。

二 、性别结构

云南省劳动力总的参与率为 ８５ ．７２％ ，其中男性为 ８４ ．１５％ ，女性为

８２ ．１１％ ，男性高于女性 。各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见表 ３唱４ 。由表中可以看出男

性和女性的不同之处在于 ：

（１）除了 １５岁 ～ １９岁 、２０岁 ～ ２４岁 、３０岁 ～ ３４岁 、３５岁 ～ ３９岁组外 ，在其

他年龄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都大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

（２）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的最大值高于男性的最大值 。

（３） ２０岁以后 ，随着年龄的增加 ，男女劳动力参与率也随之上升 。

三 、职业结构

（一）在业人力资源构成

１畅 在业人力资源的自然构成

在业人力资源是指正在从事社会劳动和服务活动并取得报酬或经营收入的

人力资源 。年龄在 １５岁 ～ ６４岁的人口是按国际标准统计的劳动适龄人口 。第

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２０００年全省在业人力资源总数为 ２４ ６７２ ６００ 人 ，在业

男性人力资源总数为 １３ １８３ ７３０人 ，在业女性人力资源总数为 １１ ４８８ ８７０ 人 。

全省在业人力资源总数占全省人口总数的比重为 ５８ ．２４％ ，在业人力资源的性

别比为 １１４ ．２９ 。在业人力资源总数占 １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 ８２ ．６１％ 。

男性在业人力资源比重为 ５３ ．４３％ ，女性在业人口比重为 ４６ ．５７％ 。在业青年人

力资源（１５岁 ～ ２４岁）占全省在业人力资源的比重为 ２６ ．１４％ ；成年人力资源

（２５岁 ～ ４９岁）占全省在业人力资源数的比重为 ５８ ．３３％ ；老年人力资源（５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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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占全省在业人力资源数的比重为 １５ ．５３％ 。① ２０００ 年各年龄组在业人力

资源中 ，都是男性的比重高于女性 。

表 3唱4 　云南省各年龄别男性 、女性人力资源劳动参与率

年龄别
合计

／人

男性

／人

女性

／人

就业男性

／人

劳动参与

率／％

就业女性

／人

劳动参与

率／％

１５岁 ～ １９岁 ３ ５５４ ７１０ i１ ８７５ ９３８ (１ ６７８ ７７２ 骀１ １２４ ２５０ い５９ 哌．９３ １ ０２５ ５４０ !６１ 痧．０９

２０岁 ～ ２４岁 ３ ９６９ ３８４ i２ ０９８ ８７０ (１ ８７０ ５１４ 骀１ ７３３ ２８０ い８２ 哌．５８ １ ５４８ ０９０ !８２ 痧．７６

２５岁 ～ ２９岁 ４ ５１７ ０７１ i２ ４２０ ０２７ (２ ０９７ ０４４ 骀２ １６１ １４０ い８９ 哌．３０ １ ８４７ ９２０ !８８ 痧．１２

３０岁 ～ ３４岁 ４ ２４４ ５７４ i２ ２６８ １５６ (１ ９７６ ４１８ 骀２ ０７３ ７００ い９１ 哌．４３ １ ８１１ １７０ !９１ 痧．６４

３５岁 ～ ３９岁 ３ ４９４ ８８７ i１ ８５０ ０７９ (１ ６４４ ８０８ 骀１ ７１２ ８７０ い９２ 哌．５８ １ ５３５ ４６０ !９３ 痧．３５

４０岁 ～ ４４岁 ２ ２３６ ２４８ i１ １７１ ９２８ (１ ０６４ ３２０ 骀１ ０８７ ２８０ い９２ 哌．７８ ９８４ ４５０ !９２ 痧．５０

４５岁 ～ ４９岁 ２ ２９５ ８１７ i１ １８６ ８５０ (１ １０８ ９６７ 骀１ １０１ ５２０ い９２ 哌．８１ ９６４ ６１０ !８６ 痧．９８

５０岁 ～ ５４岁 １ ７４０ ９４４ i９０３ ４６６ (８３７ ４７８ 骀７９０ ４８０ い８７ 哌．４９ ６５３ ９５０ !７８ 痧．０９

５５岁 ～ ５９岁 １ ４２６ ０５１ i７３１ ６３０ (６９４ ４２１ 骀５７２ ６００ い７８ 哌．２６ ４７２ ２１０ !６８ 痧．００

６０岁 ～ ６４岁 １ ３０３ ４０９ i６６８ ４２５ (６３４ ９８４ 骀４１２ ５９０ い６１ 哌．７３ ３２９ ６００ !５１ 痧．９１

６５岁及以上 ４１４ ０２０ い３３ 哌．９４ ３１５ ８７０ !２３ 痧．２２

总计／人 ２８ ７８３ ０９５ i１５ １７５ ３６９ (１３ ６０７ ７２６ 骀１２ ７６９ ７１０ い８４ 哌．１５ １１ １７３ ０００ !８２ 痧．１１

占总人口

比例／％

６７ 邋．９５ ３５ い．８２ ３２ b．１２ ３０  ．１５ ２６ 潩．３８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０ 年云南省人口普查资料 。

２ ．在业人力资源的职业构成

在人力资源的产业构成中（见表 ３唱５） ，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农 、林 、牧 、渔业）

的从业人力资源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最大 ，达到 ７９ ．３３％ ，这是云南在业人力

资源基本的和主要的特征 。 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力资源所占比重最小 ，

仅为 ７ ．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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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唱5 　 2000年云南省在业人力资源的产业构成

产业大类
从业人力资源总量

／万人

占在业人力资源的

比重／％

第一产业（农 、林 、牧 、渔业） １ ９５７ 潩．２３５ ７９  ．３３

第二产业（采掘 、制造 、电力水利 、建筑业等） １８５ 潩．４３８ ７  ．５２

第三产业（交通 、商业 、服务业等） ３２４ 潩．５８７ １３  ．１５

全省合计 ２ ４６７ 潩．２６ １００  
　 　 注 ：２０００ 年的数据是经过处理的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机器汇总资料 。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在业人力资源的职业构成中 ，绝大部分集中在物质生产部

门 ，约占在业人力资源总数的 ８７ ．０％ ，而非物质生产部门在业人力资源比重很

低 ，仅占在业人力资源总数的 １３ ．０％ 。 在物质生产部门中 ，在业人力资源主要

集中在农 、林 、牧 、渔业 ；在非物质生产部门中 ，人力资源最多的行业是商业 、服

务业 ，其次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３唱６） 。

表 3唱6 　云南省在业人力资源的职业构成

行业大类 男／人 女／人 合计／人 比重／％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５４４ ３９０ s４９９ ６２０ 哌１ ０４４ ０１０ K４ 悙．２３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企业 、

　事业单位负责人

１９１ ８８０ s３２ ９５０ 哌２２４ ８３０ K０ 悙．９２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３３３ ８６０ s１２７ ７１０ 哌４６１ ５７０ K１ 悙．８７

商业 、服务业人员 ６６０ １４０ s８８３ ０１０ 哌１ ５４３ １５０ K６ 悙．２５

农 、林 、牧 、渔 、水利业劳动者 １０ ０１７ ８５０ s９ ５３８ １５０ 哌１９ ５５６ ０００ K７９ 悙．２６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１ ４３０ ６６０ s４０４ ５６０ 哌１ ８３５ ２２０ K７ 悙．４４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４ ９５０ s２ ８７０ 哌７ ８２０ K０ 悙．０３

在业人口总计 １３ １８３ ７３０ s１１ ４８８ ８７０ 哌２４ ６７２ ６００ K１００ 悙
　 　 注 ：２０００ 年的数据是经过处理的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机器汇总资料 。

（二）未工作人力资源构成

未工作人力资源是指不从事社会劳动 、没有任何劳动报酬和经营收入的人

力资源 ，相对和区别于在业人力资源 。以 １５岁年龄为下限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

普查将之称为未工作人力资源 ，并分为在校学生 、料理家务 、从未工作正在找工

作 、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 、其他等 ５项 。 ２０００年未工作人力资源总数为 ３ １０８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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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占全省人力资源总量的 １０ ．８０％ 。其中未工作男性人力资源总数为 １ ２００ ７５０

人 ，女性为 １ ９０７ ７３０人 ，未工作人力资源女性多于男性 ，其性别比为 ６２ ．９４ 。在

未工作人力资源中 ，在校学生为 １ １４８ ８８０ 人 ，占未工作人力资源总数的

３６ ．９６％ ；料理家务的 １ ３６１ ０４０人 ，占未工作人力资源总数的 ４３ ．７８％ ；从未工

作正在找工作的有 １８５ ３７０ 人 ，占 ５ ．９６％ ；失去工作正在找工作的有 １４５ ６９０

人 ，占 ４ ．６９％ ；其他 ２６７ ５００人 ，占 ８ ．６１％ 。

四 、民族构成

由于云南民族众多 ，人力资源的数量在各民族构成上也存在着差异 （见

表 ３唱７） 。汉族人力资源占全省人力资源的 ６７ ．４２％ ，少数民族中人力资源较多

的民族依次为彝族 、白族 、傣族 、壮族和苗族 ，分别占全省人力资源的 １０ ．９０％ 、

３ ．５０％ 、２ ．６８％ 、２ ．５８％ 和 ２ ．３３％ ，其余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占全省人力资源的

１０ ．５８％ 。人力资源主要以汉族为主 ，占全省的 ２／３以上 。这主要是由云南汉族

人口的比重较大决定的 。

表 3唱7 　 2000年云南省人力资源的民族差异 单位 ：人

年龄别 合计 汉族 苗族 彝族 壮族 白族 傣族
其他少数

民族

１５岁 ～ ２４岁 ７ ５２４ ０９４  ４ ８０６ ６４６ 棗２１８ ７４５  ８９１ ０４６ い２１７ ５２５ +２６２ ９６４ 北２１３ ３０２ 8９１３ ８６６ 揪
２５岁 ～ ４９岁 １６ ７８８ ５９７  １１ ５３０ ８７６ 棗３５８ ５６２  １ ７８０ ３４４ い４０７ ４３２ +５８７ ２６０ 北４５２ ７６５ 8１ ６７１ ３６８ 揪
５０岁 ～ ６４岁 ４ ４７０ ４０４  ３ ０６９ ２９６ 棗９３ ２１３  ４６５ ０４５ い１１８ ０４２ +１５８ ０５６ 北１０５ ６６２ 8４６１ ０９０ 揪
总计 ２８ ７８３ ０９５  １９ ４０６ ８１８ 棗６７０ ５２０  ３ １３６ ４２５ い７４２ ９９９ +１ ００８ ２８０ 北７７１ ７２９ 8３ ０４６ ３２４ 揪

占总数比例 １００ 1．００％ ６７ 哪．４２％ ２ K．３３％ １０ 蜒．９０％ ２ X．５８％ ３ 揶．５０％ ２ e．６８％ １０ 腚．５８％

　 　注 ：２０００ 年的数据是经过处理的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机器汇总资料 。

第四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综合评价

一 、评价方法

　 　人力资源的综合评价 ，主要是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 ，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体

系和评价方法 ，对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源进行评价和分级 。但如何建立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因此 ，我们选取评价指标中的数量 、质量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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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当量 、人才指数和人力资源经济系数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各项

指标的排序作为评价指数 ，对于正指标采用降序排序 ，逆指标采用升序排序 ，排

序最前则评价为最优 。

对于人力资源当量 ，建立一个人力资源当量指数 ，其意义为代表人力资源个

体的劳动生产率的综合差异 ，因统计资料缺乏 ，只能取近似值 ，故称为指数 。其

公式为 ：

C ＝ （Uy１ ＋ Hy２ ＋ My３ ＋ Ly４ ＋ Iy５ ）／（U ＋ H ＋ M ＋ L ＋ I）
　 　式中 ，U代表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力资源数 ，H 代表具有高中和中专文化
程度人力资源数 ，M代表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人力资源数 ，L 代表具有小学文化
程度人力资源数 ，I代表文盲半文盲人力资源数 ，y１ 、y２ 、y３ 、y４ 、y５ 分别为具有大
专以上 、高中和中专 、初中 ，小学 、文盲半文盲的人力资源当量 。根据不同文化程

度劳动者的劳动简化系数 （见表 ３唱８ ） ，令 y１ ＝ ３ ．９８ ，y２ ＝ ２ ．９２ ，y３ ＝ ２ ．２８ ，

y４ ＝ １ ．６ ，y５ ＝ １ ．０ ，代入上式 ，并计算出各地区的人力资源当量指数（见表 ３唱９）。①

表 3唱8 　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劳动简化系数

人力资源

文化程度

按教育年限

确定的简化系数

按部门技术复杂

程度确定的简化系数

经过加权修正后的

劳动力折算系数

文盲半文盲 １ 儋．０ １ {．０ １  ．０

小学 ２ 儋．０ １ {．０ １  ．６

初中 ３ 儋．０ １ {．２ ２ 铑．２８

高中及中专 ４ 儋．０ １ {．３ ２ 铑．９２

大专以上 ５ 儋．３ ２ {．０ ３ 铑．９８

　 　 资料来源 ：转引自赵秋成 ：枟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枠 ，１９６ 页 ，大连 。

二 、评价指标

（１）人力资源数量是评价人力资源的数量的指标 ，以“人”计 。

（２）人力资源质量是评价人力资源的素质的指标 ，一般采用平均受教育年

限来计算 ，也可以采用成人识字率来计算 。

（３）人力资源丰度是反映人力资源的充裕度的指标 ，指人力资源质量与人

力资源数量的乘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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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人力资源当量是根据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力资源个体的平均劳动生产

率 ，将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中专与高中 、初中 、小学和文盲半文盲确定为不同

数量级的当量人力资源 ，制定出不同的当量标准 ，用来进行不同地区间人力资源

拥有量的比较 。

（５）人才指数是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的比重 ，是衡量人力资源质量的重要指标 。

（６）人力资源经济系数反映一定范围内人力资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的

指标 ，用该范围产值与人力资源的数量之比表示 。

三 、人力资源的综合评价

根据五项指标和评价方法 ，计算出五项指标的数值 ，并根据升降序依次排

序 ，把五项指标的序号相加得出人力资源综合指数（见表 ３唱９） ，并依据该指数对

各地区的人力资源做出综合分级 。

表 3唱9 　云南省各地州市综合人力资源指数

地区 数量 排序 质量 排序
人才

指数
排序

人力资源

经济系数
排序

人力资源

当量指数
排序

综合

指数
名次

昆明 ４２９ 敂．９１ １ 乔７ �．９９ １ 吵１６ �．４４ １ 櫃１４ ５６７  ．９ ２  ２ "．０９ １ 　６ 憫１ |
曲靖 ３６０ 敂．６３ ２ 乔６ �．３１ ７ 吵４ �．８ １２ �５ ９０９ 邋．５７ ６  １ "．７７ ７ 　３４ Ζ５ |
玉溪 １４１ 敂．７２ １１ 苘６ �．７６ ４ 吵７ l．０７ ２ 櫃２０ ７８３ �．８２ １  １ "．８６ ２ 　２０ Ζ２ |
昭通 ２７２ 敂．７８ ４ 乔５ �．４９ １５ 热３ l．９７ １６ �３ ９０５ 邋．６４ １１ 2１ "．６２ １５ 抖６１ Ζ１４ 悙
楚雄 １７７ 敂．８７ ８ 乔６ �．８６ ２ 吵５ l．９８ ８ 櫃５ ９３３ 邋．７４ ５  １ "．８５ ３ 　２６ Ζ４ |
红河 ２８１ è．９ ３ 乔６ �．１６ １０ 热５ l．７１ ９ 櫃５ ０９９ 邋．５８ ７  １ "．７５ １０ 抖３９ Ζ７ |
文山 ２１３ 敂．５９ ６ 乔６ �．０２ １３ 热３ l．９８ １５ �３ ３１２ 邋．８２ １５ 2１ 6．７ １３ 抖６２ Ζ１５ 悙
思茅 １７８ è．６ ７ 乔６ �．１５ １１ 热５ l．４７ １１ �３ ００５ #１６ 2１ "．７４ １１ 抖５６ Ζ１１ 悙

西双版纳 ６９ �．４９ １４ 苘６ �．２４ ９ 吵６ l．１３ ７ 櫃６ ６５６ �．１ ３  １ "．７６ ９ 　４２ Ζ８ |
大理 ２２５ 敂．８４ ５ 乔６ �．８６ ２ 吵５ l．５１ １０ �５ ９６２ 邋．９９ ４  １ "．８５ ３ 　２４ Ζ３ |
保山 １５７ 敂．４７ １０ 苘６ �．５２ ５ 吵４ l．５１ １３ �４ ４７２ 邋．４２ ９  １ "．７９ ６ 　４３ Ζ９ |
德宏 ７３ �．４１ １３ 苘６ �．４９ ６ 吵６ l．６８ ４ 櫃５ ０１２ 邋．３６ ８  １ 6．８ ５ 　３６ Ζ６ |
丽江 ７６ �．４９ １２ 苘６ �．２８ ８ 吵６ l．３１ ６ 櫃４ ０２８ �．４ １０ 2１ "．７７ ７ 　４３ Ζ９ |
怒江 ３３ �．２６ １５ 苘５ 敂．３ １６ 热６ l．６４ ５ 櫃３ ３３７ 邋．９３ １４ 2１ "．６２ １５ 抖６５ Ζ１６ 悙
迪庆 ２４ �．２４ １６ 苘５ �．５８ １４ 热６ l．９６ ３ 櫃３ ８０８ 邋．６９ １２ 2１ "．６６ １４ 抖５９ Ζ１２ 悙
临沧 １６１ 敂．１１ ９ 乔６ �．０５ １２ 热４ l．４３ １４ �３ ４１４ 邋．０２ １３ 2１ "．７１ １２ 抖６０ Ζ１３ 悙
总计 ２ ８７８ 膊．３１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枠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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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３唱９中的人力资源综合指数 ，我们可以把云南 １６个地州市划分为五

个等级 。第一等级 ：人力资源综合指数在 ０ ～ １５ 之间 。只有昆明为第一等级 ，

人力资源丰富 ，质量为全省最高 ，人才指数较高 ，经济发展速度快 ，人力资源与经

济发展较协调 。第二等级 ：人力资源综合指数在 １５ ～ ３０ 之间 ，包括玉溪 、大理

和楚雄 ，人力资源丰富 ，质量较高 ，经济发展较快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比较协

调 。第三等级 ：人力资源综合指数在 ３０ ～ ４５ 之间 ，包括曲靖 、德宏 、红河 、西双

版纳 、保山和丽江 ，人力资源丰富 ，质量较低 ，经济发展较缓 ，与经济发展的协调

性差 。第四等级 ：人力资源综合指数在 ４５ ～ ６０之间 ，包括思茅 、迪庆和临沧 ，人

力资源的数量较多 ，质量偏低 ，经济欠发达 ，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 。第五等

级 ：人力资源综合指数在 ６０ 以上 ，包括昭通 、文山和怒江 ，人力资源的数量较

多 ，但质量在全省最低 ，人才指数偏低 ，经济欠发达 ，在全省处于末位 ，人力资源

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见表 ３唱１０） 。

表 3唱10 　云南省人力资源综合评价分级状况

等级 地区
数量

／万人

质量

／年

人才

指数

人力资源

经济系数

人力资源

当量指数

综合

指数
名次

一级 昆明 ４２９ v．９１ ７ 痧．９９ １６ 哌．４４ １４ ５６７  ．９ ２ 亖．０９ ６ 种１ a

二级

玉溪 １４１ v．７２ ６ 痧．７６ ７ 哌．０７ ２０ ７８３  ．８ １ e．８６ ２０  ２ a
大理 ２２５ v．８４ ６ 痧．８６ ５ 哌．５１ ５ ９６３  １ e．８５ ２４  ３ a
楚雄 １７７ v．８７ ６ 痧．８６ ５ 哌．９８ ５ ９３３  ．７ １ e．８５ ２６  ４ a
合计 ５４５ v．４３ ６ 痧．８３ ６ 哌．１９ １０ ８９３  ．５ １ e．８５ ２３  ．３

三级

曲靖 ３６０ v．６３ ６ 痧．３１ ４ 哌．８ ５ ９０９  ．６ １ e．７７ ３４  ５ a
德宏 ７３ v．４１ ６ 痧．４９ ６ 哌．６８ ５ ０１２  ．４ １ e．８ ３６  ６ a
红河 ２８１ い．９ ６ 痧．１６ ５ 哌．７１ ５ ０９９  ．６ １ e．７５ ３９  ７ a
西双版纳 ６９ v．４９ ６ 痧．２４ ６ 哌．１３ ６ ６５６  ．１ １ e．７６ ４２  ８ a
保山 １５７ v．４７ ６ 痧．５２ ４ 哌．５１ ４ ４７２  ．４ １ e．７９ ４３  ９ a
丽江 ７６ v．４９ ６ 痧．２８ ６ 哌．３１ ４ ０２８  ．４ １ e．７７ ４３  ９ a
合计 １ ０１９ v．３９ ６ 痧．３３ ５ 哌．６９ ５ １９６  ．４ １ e．７７ ３９  ．５

四级

思茅 １７８ い．６ ６ 痧．１５ ５ 哌．４７ ３ ００５  １ e．７４ ５６  １１ a
迪庆 ２４ v．２４ ５ 痧．５８ ６ 哌．９６ ３ ８０８  ．７ １ e．６６ ５９  １２ a
临沧 １６１ v．１１ ６ 痧．０５ ４ 哌．４３ ３ ４１４  １ e．７１ ６０  １３ a
合计 ３６３ v．９５ ５ 痧．９３ ５ 哌．６２ ３ ４０９  ．２ １ e．７０ ５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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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级 地区
数量

／万人

质量

／年

人才

指数

人力资源

经济系数

人力资源

当量指数

综合

指数
名次

五级

昭通 ２７２ M．７８ ５ 痧．４９ ３ 亮．９７ ３ ９０５ �．６ １ c．６２ ６１ 3１４ a
文山 ２１３ M．５９ ６ 痧．０２ ３ 亮．９８ ３ ３１２ �．８ １ z．７ ６２ 3１５ a
怒江 ３３ 6．２６ ５  ．３ ６ 亮．６４ ３ ３３７ �．９ １ c．６２ ６５ 3１６ a
合计 ５１９ M．６３ ５  ．６ ４ 亮．８６ ３ ５１８ �．８ １ c．６５ ６２  ．７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枠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第五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空间差异

云南省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也存在着地域差异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

料分析可得 ，云南人力资源分布的特点可概括为 ：东 、西部分布不平衡 ，东部

地区人力资源的数量 、群体规模和密度都远远超过西部 ；山区和坝区人力资

源分布不平衡 ，坝区密集 ，山区稀疏 ；各地州市的人力资源数量和密度差异也

很大 。

一 、自然地理差异

云南的东西两部 ，大致以哀牢山为界 ，在不打破地区行政建制的条件下 ，东

部地区包括昆明 、昭通 、曲靖 、楚雄 、玉溪 、红河 、文山等 ７个地 、州 、市 ，共辖 ７４个

县 、市 、区 ；西部地区包括思茅 、西双版纳 、大理 、保山 、德宏 、丽江 、怒江 、迪庆 、临

沧等 ９个地 、州 、市 ，共辖 ５４个县 、市 、区 。东部地区土地面积为 １８ ．４万平方公

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 ４６ ．７％ ，２０００年人力资源为 １ ８７８ ．４万人 ，占全省人力资源

总量的 ６５ ．２６％ 。 西部地区土地面积为 ２１ ．０ 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

５３ ．３％ ，２０００年人力资源为 ９９９ ．９１万人 ，占全省人力资源总量的 ３４ ．７４％ 。在

不到全省面积一半的东部地区 ，分布着全省约 ２／３ 的人力资源 。东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 １０２ 人和 ４８ 人 ，东部为西部的 ２ ．１

倍 ，人力资源分布东密西疏的特征非常明显（见表 ３唱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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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唱11 　云南省东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分布情况

年份

总人力

资源

／万人

东 部 地 区 西 部 地 区

人力资源

／万人

占全省

／％

人力资源密度

／人 ·平方公里

人力资源

／万人

占全省

／％

人力资源密度

／人 ·平方公里

１９５３ d８３２ 崓．１ ５３７ 亖．５ ６４ 滗．６ ２９  ２９４ Q．６ ３５ 创．４ １４ 舷
１９６４ d１ ０７２ 鞍．９ ６９０ 亖．０ ６４ 滗．９ ３８  ３８２ Q．９ ３５ 创．１ １８ 舷
１９８２ d１ ６５０ 鞍．２ １ ０７５ 亖．９ ６５ 滗．２ ５９  ５７７ Q．３ ３４ 创．８ ２７ 舷
１９９０ d２ １８２ 鞍．１ １ ４２７ 亖．１ ６５ 滗．４ ７８  ７５５ Q．０ ３４ 创．６ ３６ 舷
２０００ d２ ８７８ 櫃．３１ １ ８７８ 亖．４ ６５ 滗．３ １０２  ９９９ #．９１ ３４ 创．７ ４８ 舷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枠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注 ：１９９０ 年以前人力资源数据为男性 １５ 岁 ～ ５９ 岁 、女性 １５ 岁 ～ ５４ 岁的劳动适龄人口 。

云南人力资源的分布具有由地势低平的河谷 、盆地 、坝子向地势较高的山区

递减的特点 ，人力资源垂直分布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 。云南坝区面积仅占全省

土地总面积的 ６％ ，山地 、高原占 ９４％ 。而云南的人力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地势

较低平的河谷 、坝子地区 。仅面积 １００ 平方公里以上的 ４９个坝子中 ，就集中分

布了近千万人力资源 。由此估算 ，坝区的密度每平方公里可达 ８００人 ～ ９００人 ，

而山区每平方公里只有 ５０人 。人力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海拔 ２ ４００米以下的

区 ，大约占人力资源总量的 ８５％ 左右 。另外 ，不同的坝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海拔不同 ，人力资源密度相差也很大 。内地的坝子如滇池盆地 、曲靖坝子 、玉

溪坝子等的人力资源密度 ，比边远的高寒山区的坝子如中甸坝子高得多 。与此

同时 ，由于城镇多在坝子 ，在坝子中的人力资源分布也形成以城镇为中心 ，向外

递减 ，具有某种不规则形状的疏密圈层结构 ，越靠近城镇 ，人力资源越密 ，反之则

逐渐减少 。①

二 、行政区域差异

（一）人力资源数量的地区差异

云南人力资源的行政地域分布不平衡（见表 ３唱１２） 。从人力资源总量上看 ，

全省 １６个地区中人力资源最多的是昆明市 、曲靖市 、红河州和昭通市 ，人力资源

总量均在 ２７０ 万以上 ，分别占到了全省人力资源总量的 １４ ．９４％ 、１２ ．５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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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７９％ 、９ ．４８％ ，这四个地区加起来占到全省总人力资源的 ４６ ．７４％ ，几乎达到

了全省人力资源总量的一半 ；人力资源最少的是迪庆州和怒江州 ，人力资源总

量均在 ３５万以下 ，只占到全省人力资源总量的 ０ ．８４％ 和 １ ．１６％ ；人力资源最

多的昆明市与最少的迪庆州相差了近 １８倍 。从人力资源密度看 ，人力资源分布

最密集的地区是昆明市和曲靖市 ，每平方公里达到了 １２０人以上 ，迪庆州和怒江

州人力资源最稀少 ，每平方公里不到 ２３人 ，其中迪庆州每平方公里只有 １０ 人 。

按人力资源平均密度区位商（地 、州 、市人力资源密度与全省人力资源密度之

比） ，可将 １６个地州市分为 ４种人力资源区域 ：（１）人力资源稠密区 ：区位商大

于 １ ．６ ，包括昆明市 、曲靖市 、昭通市 ，人力资源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在 １１５人以

上 ；（２）人力资源较密区 ：区位商在 １ ．０ ～ １ ．５之间 ，包括玉溪市 、红河州 、保山市

和大理州 ，人力资源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在 ７５人 ～ ９５人 ；（３）人力资源较稀区 ：

区位商在 ０ ．６ ～ ０ ．９之间 ，包括文山州 、临沧地区 、德宏州和楚雄州 ，人力资源平

均密度每平方公里在 ５０人 ～ ７０人 ；（４）人力资源稀少区 ：区位商小于 ０ ．６ ，包括

思茅地区 、西双版纳州 、丽江市 、怒江州和迪庆州 ，人力资源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

在 ４０人以下 。

表 3唱12 　云南各地州市总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密度（2000年）

地区
总人力

资源／人

占全省

／％

人力资源

密度／人 ·

平方公里

密度区

位商
地区

总人力

资源／人

占全省

／％

人力资源

密度／人 ·

平方公里

密度区

位商

总计 ２８ ７８３ ０９５ &１００ )７３ o．１ １ 沣．０ 西双版纳 ６９４ ９４６ Ё２ 8．３５ ３５ 乙．３ ０  ．４８

昆明 ４ ２９９ ０７７  １４ 屯．９４ １９９ 唵．２ ２ 烫．７３ 大理 ２ ２５８ ３６０ 缮２ 8．４１ ７６ 乙．７ １  ．０５

曲靖 ３ ６０６ ３０４  １２ 屯．５３ １２０ 唵．８ １ 烫．６５ 保山 １ ５７４ ６６１ 缮７ 8．８５ ８０ 乙．２ １  ．１０

玉溪 １ ４１７ ２２３  ４ 抖．９２ ９２ o．７ １ 烫．２７ 德宏 ７３４ １１９ Ё５ 8．４７ ６３ 乙．７ ０  ．８７

昭通 ２ ７２７ ７７６  ９ 抖．４８ １１８ 唵．５ １ 烫．６２ 丽江 ７６４ ９０７ Ё２ 8．５５ ３６ 乙．１ ０  ．４９

楚雄 １ ７７８ ６８１  ６ 抖．１８ ６０ o．８ ０ 烫．８３ 怒江 ３３２ ６６４ Ё２ 8．６６ ２２ 乙．６ ０  ．３１

红河 ２ ８１９ ０１１  ９ 抖．７９ ８５ o．６ １ 烫．１７ 迪庆 ２４２ ３５４ Ё１ 8．１６ １０ 乙．２ ０  ．１４

文山 ２ １３５ ８９２  ７ 抖．４２ ６６ o．３ ０ 烫．９１ 临沧 １ ６１１ １１７ 缮０ 8．８４ ６５ 乙．８ ０  ．９０

思茅 １ ７８５ ９７４  ６ 抖．２１ ３９ o．４ ０ 烫．５４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枠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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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源质量的地区差异

１畅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

从表 ３唱１３中可以看出 ，云南省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大 ，全省

人力资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６ ．９１ 年 ，达到小学文化程度 。 最高的昆明市为

７ ．９９年 ，接近初中文化程度 ，而怒江州 、昭通市 、迪庆州等地区低于小学文化程

度 ，其余地州市均高于小学文化程度 。这说明云南省人力资源的文化素质偏低 ，

而且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 。

表 3唱13 　云南省各地州市人力资源文化构成及平均受教育年限（2000年）

地区
未上过学 ＋

扫盲班／％

小学

／％

初中

／％

高中及中专

／％

大专以上

／％

平均受教育

年限／年

全省 １５ e．４ ４４ M．６８ ２７  ．５７ ９  ．４７ ２ 5．８８ ６ y．９１

昆明 ８ e．９４ ３７ M．８６ ３１  ．２９ １３  ．３ ７ 5．６１ ７ y．９９

曲靖 １８ e．５ ５０ M．０３ ２３  ．６８ ６  ．３９ １ 5．４ ６ y．３１

玉溪 １６ e．０１ ４５ M．６９ ２７  ．５９ ８  ．３２ ２ 5．３８ ６ y．７６

昭通 ２４ e．９５ ５６ M．４６ １３  ．７９ ３  ．９３ ０ 5．８７ ５ y．４９

楚雄 １１ e．５ ５１ M．２４ ２８  ．７２ ６  ．９４ １ 5．６ ６ y．８６

红河 ２１ e．５８ ４７ M．６８ ２２  ．２ ６  ．９６ １ 5．５９ ６ y．１６

文山 １８ e．０９ ５７ M．８１ １８  ．５９ ４  ．７２ ０ 5．７９ ６ y．０２

思茅 ２０ e．４３ ５０ M．２８ ２１  ．６９ ６  ．３５ １ 5．３３ ６ y．１５

西双版纳 １９ e．７１ ５０ M．８２ ２０  ．２２ ７  ．５５ １ 5．７ ６ y．２４

大理 １１ e．５５ ５１ M．３６ ２８  ．６２ ６  ．７７ １ 5．７ ６ y．８６

保山 １４ e．１７ ５３ M．３２ ２５  ．７７ ５  ．５８ １ 5．１７ ６ y．５２

德宏 １６ e．８ ５０ M．５１ ２３  ．１６ ７  ．９３ １ 5．５９ ６ y．４９

丽江 ２０ e．３９ ４６ M．８５ ２４  ．２１ ７  ．０８ １ 5．４７ ６ y．２８

怒江 ３４ e．５８ ４０ M．２２ １７  ．６７ ６  ．２３ １ 5．３ ５ y．３０

迪庆 ２８ e．７５ ４６ M．４８ １７  ．４８ ５  ．９６ １ 5．３７ ５ y．５８

临沧 １８ e．８３ ５５ M．６３ １９  ．２１ ５  ．４２ ０ 5．９１ ６ y．０５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枠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２ ．文盲率的差异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云南省的文盲 、半文盲人口占 １５岁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即文盲率）为 １１ ．４％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区有昆明 、保山 、楚雄 、思

茅 、大理 、德宏等 ６个地州市 ，其余的地区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文盲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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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怒江州 ，为 ２２ ．９％ ；最低的是昆明市 ，为 ６ ．１２％ 。两者相差达 ３ ．７ 倍 。文盲

率较高的地区还有迪庆 、昭通和红河 ，分别为 ２２％ 、１６％ 和 １５ ．４％ ，以上 ４个地

区文盲率均超过 １５％ ；文盲率在 １０％ ～ １５％ 的地区有曲靖 、玉溪 、保山 、文山 、

思茅 、西双版纳 、德宏 、临沧等 ８个地区 ；仅有昆明 、楚雄 、大理等 ３ 个地区的文

盲率在 １０％ 以下（见表 ３唱１４） 。从各地区较高的文盲率可以看出云南省人力资

源的质量较低 ，而且地区间差异较大 ，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 。

表 3唱14 　 2000年云南省各地州市的文盲率

地区别 文盲率／％ 地区别 文盲率／％ 地区别 文盲率／％

全省 １１ 儋．４ 红河 １５ 拻．４ 德宏 １０ y．８

昆明 ６ 儋．１２ 文山 １１ 拻．６ 丽江 １５ y．４

曲靖 １１ 儋．６ 思茅 １１ 拻怒江 ２２ y．９

玉溪 １２ 儋．２ 西双版纳 １１ 拻．８ 迪庆 ２２ y
昭通 １６ 儋大理 ７ 拻．０９ 临沧 １２ y．５

楚雄 ７ 儋．７９ 保山 １０ 拻．４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枠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３ ．在业人力资源职业构成的地区差异

全省各行业人力资源的地区构成存在较大的差异（见表 ３唱１５） 。 ２０００年农 、

林 、牧 、渔 、水利业人力资源占各地在业人力资源总数比重最低的是昆明市 ，为

５１ ．０２％ ；其次是玉溪市 、西双版纳 、德宏州和红河州 ，分别占 ７３ ．５０％ 、７５ ．３５％ 、

７８ ．５４％ 和 ７８ ．５６％ ；比重最高的是文山州 ，占 ８９ ．７２％ ，与昆明市相差 ３８ ．７ 个

百分点 ；其余地 、州 、市都在 ８０％ 以上 ，其中较高的昭通占 ８８ ．７４％ 、临沧占

８７ ．３１％ 、保山占 ８６ ．２１％ 。工业的在业人力资源比重最高的是昆明市 ，占本市

在业人力资源总数的 １７ ．５７％ 。工业从业人力资源在各地在业人力资源总数中

所占比重较大的地区除昆明市外 ，还有玉溪 、红河等地区 。

昆明市占全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 ２４ ．２１％ ；占全省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

企业 、事业单位负责人的 ３２ ．４２％ ；占全省商业 、服务业工作人员的 ３３ ．８５％ ；占

全省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 ３０ ．６９％ 。行业和职业的地区构成

都反映了昆明市是云南省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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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唱15 　 2000年云南省各职业人力资源的地区构成 单位 ：人

地区别 合计

各类专

业技术

人员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企事业负

责人

办事人

员和有

关人员

商业 、

服务业

人员

农 、林 、牧 、

渔 、水利业

劳动者

生产 、运

输设备操

作人员和

有关人员

不便分类

的其他

从业人员

昆明 ３２０ ５６３ z２５ ２７８ �７ ２８８ 怂１５ ７２４ '５２ ２２８ 敂１６３ ５４６ ]５６ ３２３ .１７６ Ё
曲靖 ３２１ ９２０ z１１ １１０ �２ ０３９ 怂３ ７３４ '１４ ２９６ 敂２６８ ２７７ ]２２ ３５０ .１１４ Ё
玉溪 １２４ １５３ z６ ０６０ �１ ０９４ 怂２ ９１８ '８ ７３５ 敂９１ ２５２ ]１４ ０５６ .３８ Ё
昭通 ２４９ ２７９ z７ ７２５ �１ ２２１ 怂２ ８４７ '７ ４６９ 敂２２１ ２２２ ]８ ７５６ .３９ Ё
楚雄 １５９ ６２３ z６ ２４８ �１ ２７２ 怂２ ３６９ '８ ３２３ 敂１３２ ３５１ ]９ ００４ .５６ Ё
红河 ２３７ ６８８ z９ １１７ �１ ６８１ 怂４ ５２３ '１３ ４１９ 敂１８６ ７２５ ]２２ １８７ .３６ Ё
文山 １９４ １５９ z５ ７６６ �８９６ 怂１ ８４６ '５ ５３４ 敂１７４ ２００ ]５ ８４８ .６９ Ё
思茅 １４２ ４２２ z５ ６０２ �１ ３１９ 怂１ ７７０ '６ ９６５ 敂１１９ ４０８ ]７ ３０１ .５７ Ё
西双版纳 ５７ ０１６ z２ ９０５ �７８２ 怂１ ０７９ '５ ２０９ 敂４２ ９６０ ]４ ０６６ .１５ Ё
大理 ２００ ７１２ z７ ４４３ �１ ６１９ 怂２ ８０９ '１０ ４１６ 敂１６６ ０２５ ]１２ ３６３ .３７ Ё
保山 １４３ ５２５ z４ ６２４ �８３４ 怂１ ７３１ '５ ８７０ 敂１２３ ７２６ ]６ ６９８ .４２ Ё
德宏 ６３ １４０ z２ ９９８ �６９９ 怂１ ２２９ '４ ７７１ 敂４９ ５９１ ]３ ８２４ .２８ Ё
丽江 ６７ ３０２ z２ ６３７ �４３８ 怂１ １１６ '３ ５７７ 敂５６ １６３ ]３ ３４０ .３１ Ё
怒江 ３１ １４８ z１ ３０９ �３０３ 怂４８８ '１ ３４１ 敂２６ ２０２ ]１ ５０１ .４ Ё
迪庆 ２０ ４５７ z１ １１１ �１７９ 怂４３７ '１ ０９３ 敂１６ ８２６ ]８１１ .０ Ё
临沧 １３４ １５３ z４ ４６８ �８１９ 怂１ ５３７ '５ ０６９ 敂１１７ １２６ ]５ ０９４ .４０ Ё
全省 ２ ４６７ ２６０ z１０４ ４０１ �２２ ４８３ 怂４６ １５７ '１５４ ３１５ 敂１ ９５５ ６００ ]１８３ ５２２ .７８２ Ё
占全省

比重（％ ）

１００ z４ p．２３ ０ A．９２ １ 潩．８７ ６  ．２５ ７９ 佑．２６ ７ い．４４ ０  ．０３

　 　 注 ：此数据为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机器汇总资料 。

４ ．未工作人力资源的地区差异

在各地区的未工作人力资源中 ，占多数的人力资源各不相同 ，从表 ３唱１６ 中

可以看出 ：在校学生人力资源数占整个地区未工作人力资源总数的比重最大的

是怒江 ，为 ４７ ．９％ ；曲靖和昆明分别为 ４７ ．２％ 和 ３９ ．６％ ，在 ５项中所占比重最

高 ；其余地区均是以料理家务的人力资源所占的比重最高 ，其中最高的是临沧 ，

为 ５５ ．３％ 。从未工作的人力资源以西双版纳和怒江最高 ，为 ９ ．８％ 和 ８ ．９％ 。失去

工作的人力资源占地区总人力资源最高的地区是昆明和西双版纳 ，分别为８ ．１％ 和

７ ．４％ ；玉溪和红河次之 ，为 ３ ．１３％ 和 ３ ．０３％ ；怒江最低 ，只占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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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唱16 　云南各地区未在业人力资源的构成

地区

未工作

人力资

源／人

在校

学生

／人

比例

／％

料理

家务

／人

比例

／％

从未工

作正在

找工作

／人

比例

％

失去工

作正在

找工作

／人

比例

／％

其他

／人

比例

／％

昆明 ７０ ９８８ 烫２８ １３１ )３９ 佑．６ ２４ ０３３ s３３  ．９ ４ ０１５ 浇５ �．７ ５ ７３９ >８ ．１ ９ ０７０ 牋１２ T．８

曲靖 ３２ ９８８ 烫１５ ５６６ )４７ 佑．２ １１ ９４２ s３６  ．２ ２ ４２３ 浇７ �．３ １ １０８ >３ ．４ １ ９５９ 牋５ T．９

玉溪 １６ ３２１ 烫６ ３５７ )３８ 佑．９ ６ ９８４ s４２  ．８ ８４６ 浇５ �．２ ８４８ >５ ．２ １ ２８６ 牋７ T．９

昭通 ２６ ９０８ 烫９ ９５３ )３７ 佑．０ １２ ４９６ s４６  ．４ １ ９１０ 浇７ �．１ ５６２ >２ ．１ １ ９８７ 牋７ T．４

楚雄 １８ ５７４ 烫６ ３０９ )３４ 佑．０ ９ ３０４ s５０  ．１ １ ０４７ 浇５ �．６ ７０９ >３ ．８ １ ２０５ 牋６ T．５

红河 ２９ ８６１ 烫８ ４５９ )２８ 佑．３ １４ ８８１ s４９  ．８ ２ １７２ 浇７ �．３ １ ４９９ >５ ．０ ２ ８５０ 牋９ T．５

文山 １７ ７８６ 烫７ ２５０ )４０ 佑．８ ８ ３３１ s４６  ．８ ８１６ 浇４ �．６ ４１３ >２ ．３ ９７６ 牋５ T．５

思茅 １６ ２６７ 烫６ ２９１ )３８ 佑．７ ７ ５２１ s４６  ．２ ９５７ 浇５ �．９ ５０９ >３ ．１ ９８９ 牋６ T．１

西双
版纳

１０ ７０９ 烫２ １１２ )１９ 佑．７ ５ ２３１ s４８  ．８ １ ０５４ 浇９ �．８ ７９３ >７ ．４ １ ５１９ 牋１４ T．２

大理 ２３ １３２ 烫８ ２１０ )３５ 佑．５ １１ ７１８ s５０  ．７ ９００ 浇３ �．９ ９１９ >４ ．０ １ ３８５ 牋６ T．０

保山 １４ ６１８ 烫５ １６０ )３５ 佑．３ ７ ７４６ s５３  ．０ ４７３ 浇３ �．２ ４２０ >２ ．９ ８１９ 牋５ T．６

德宏 ８ ０２７ 烫２ ８９５ )３６ 佑．１ ３ ３９０ s４２  ．２ ５７１ 浇７ �．１ ３９６ >４ ．９ ７７５ 牋９ T．７

丽江 ７ ０９８ 烫２ ６７７ )３７ 佑．７ ３ ３９４ s４７  ．８ ３３６ 浇４ �．７ ２９９ >４ ．２ ３９２ 牋５ T．５

怒江 ２ ５９７ 烫１ ２４５ )４７ 佑．９ ９５２ s３６  ．７ ２３２ 浇８ �．９ ３０ >１ ．２ １３８ 牋５ T．３

迪庆 １ ９６４ 烫６６５ )３３ 佑．９ ９９７ s５０  ．８ １０３ 浇５ �．２ ４１ >２ ．１ １５８ 牋８ T．０

临沧 １３ ０００ 烫３ ６０８ )２７ 佑．８ ７ １８４ s５５  ．３ ６８２ 浇５ �．２ ２８４ >２ ．２ １２４２ 牋９ T．６

合计 ３１０ ８４８ 烫１１４ ８８８ )３７ 佑．０ １３６ １０４ s４３  ．８ １８ ５３７ 浇６ �．０ １４ ５６９ >４ ．７ ２６ ７５０ 牋８ T．６

　 　 注 ：此数据为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机器汇总资料 。

三 、城乡差异

云南是一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省份 ，城镇人力资源和农村人力资源在

数量上相差悬殊 ，乡村人力资源所占比重较大 ，城镇人力资源比重较小 。人口普

查资料显示 ，２０００年人力资源总量中的城镇人力资源为 ７４２ ．４万人 ，占全省人

力资源总量的 ２５ ．７９％ ；居住在乡村的人力资源为 ２ １３５ ．９１ 万人 ，占全省人力

资源总量的 ７４ ．２１％ （见表 ３唱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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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唱17 　 2000年云南省各地州市人力资源的城乡差异

地区

地区总

人口

／人

人力资源

数量

／万人

占全省总

量的比例

／％

市人力资

源数量

／万人

镇人力资

源数量

／万人

城镇人力

资源数量

／万人

占地区总

量的比例

／％

乡村人力

资源数量

／万人

占地区总

量的比例

／％

昆明 ５７８  ．１３ ４２９ 儍．９１ １４ 蝌．９４ ２１３ 妸．０４ ４０ �．７４ ２５３ 憫．７８ ４３ ．９０ １７６ 槝．１３ ３０  ．４７

曲靖 ５４６  ．６１ ３６０ 儍．６３ １２ 蝌．５３ ３１ 妸．１３ ４３ �．５７ ７４ 憫．７ １３ ．６７ ２８５ 槝．９３ ５２  ．３１

玉溪 ２０７  ．３ １４１ 儍．７２ ４ 蝌．９２ １１ 妸．７８ ３０ �．１ ４１ 憫．８８ ２０ ．２０ ９９ 槝．８４ ４８  ．１６

昭通 ４５９  ．２４ ２７２ 儍．７８ ９ 蝌．４８ １２ 妸．０５ ２１ �．５５ ３３ 憫．６ ７ ．３２ ２３９ 槝．１８ ５２  ．０８

楚雄 ２５４  ．２５ １７７ 儍．８７ ６ 蝌．１８ １３ 妸．５７ ２５ �．１５ ３８ 憫．７２ １５ ．２３ １３９ 槝．１５ ５４  ．７３

红河 ４１３  ．０５ ２８１ 儍．９ ９ 蝌．７９ ２７ 妸．８６ ５０ �．３１ ７８ 憫．１７ １８ ．９３ ２０３ 槝．７３ ４９  ．３２

文山 ３２６  ．８６ ２１３ 儍．５９ ７ 蝌．４２ ３４ �．８９ ３４ 憫．８９ １０ ．６７ １７８ 槝．７ ５４  ．６７

思茅 ２４８  ．０３ １７８ 儍．６ ６ 蝌．２１ １１ 妸．０９ ２３ �．１１ ３４ 憫．２ １３ ．７９ １４４ 槝．４ ５８  ．２２

西双
版纳

９９  ．３４ ６９ 儍．４９ ２ 蝌．４１ ８ 妸．４９ ８ �．９４ １７ 憫．４３ １７ ．５５ ５２ 槝．０７ ５２  ．４２

大理 ３２９  ．６６ ２２５ 儍．８４ ７ 蝌．８５ １５ 妸．６５ ２９ �．５３ ４５ 憫．１８ １３ ．７１ １８０ 槝．６６ ５４  ．８０

保山 ２３４  ．８３ １５７ 儍．４７ ５ 蝌．４７ ７ 妸．２９ ９ �．７８ １７ 憫．０７ ７ ．２７ １４０ 槝．３９ ５９  ．７８

德宏 １０８  ．２６ ７３ 儍．４１ ２ 蝌．５５ １４ 妸．０１ １９ �．７７ ３３ 憫．７８ ３１ ．２０ ３９ 槝．６３ ３６  ．６１

丽江 １１２  ．６６ ７６ 儍．４９ ２ 蝌．６６ １３ �．６６ １３ 憫．６６ １２ ．１２ ６２ 槝．８３ ５５  ．７７

怒江 ４９  ．１８ ３３ 儍．２６ １ 蝌．１６ ５ �．４ ５ 憫．４ １０ ．９８ ２７ 槝．８６ ５６  ．６５

迪庆 ３５  ．３５ ２４ 儍．２４ ０ 蝌．８４ ４ �．３５ ４ 憫．３５ １２ ．３１ １９ 槝．８８ ５６  ．２４

临沧 ２３３  ．２６ １６１ 儍．１１ ５ 蝌．６０ １５ �．５９ １５ 憫．５９ ６ ．６８ １４５ 槝．５３ ６２  ．３９

全省
总计

４ ２３６  ．０１ ２ ８７８ 儍．３１ １００ 蝌３６５ 妸．９６ ３７６ �．４４ ７４２ 憫．４ １７ ．５３ ２ １３５ 槝．９１ ５０  ．４２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０ 年云南省人口普查资料 。

云南的城镇及其人力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 １５ 个城市有 ９ 个集中在东

部 。东部的 ７个地 、州 、市就有 ９个市 ；西部 ９个地 、州 、市只有 ６个市 。市人力

资源又主要集中在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东 。镇的分布也有相同的倾向 ，西部镇的

数量及人力资源远少于东部 ，尤其是滇西北 ，镇人力资源比重极低 。全省城镇人

力资源比重较高的是昆明 、德宏 、玉溪和红河等地区 ，其比重超过了全省平均水

平 ，在 １８％ 以上 ，有一半以上的城镇人力资源（５４ ．８％ ）集中分布在昆明 、红河 、

曲靖 ３个地区 ；其他大多数地区的城镇人力资源比重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其

中临沧 、保山 、昭通等地区城镇人力资源比重最低 ，不到 １０％ 。农村人力资源的

地区分布上也不均匀 ，仅曲靖 、昭通 、红河 ３个地区就占了全省近 １／３的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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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 ，而其他广大的地区农村人力资源比重较低 ，其中昆明 、德宏 、玉溪等地区

农村人力资源比重最低 。

第六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总体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一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总体特点

（一）人力资源数量丰富 ，存量增长快 ，年龄结构轻

从绝对数量上看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数量非常丰富（见表 ３唱１８） ，丰富

的人力资源说明可参与经济活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力数量众多 ，而且增长速

度快 ，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较轻 ，负担系数高 。但人力资源的过快增长与经济发

展不相适应 ，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总体水平欠发达 ，特别是工业化水平低 ，不

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动力的相对过剩造成就业形势严峻 ，丰富的人力资源

未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

　 　 　 　表 3唱18 　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差异（2001年） 单位 ：％

省区市 人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 省区市 人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

内蒙古 ７２ |．５８ 西藏 ６６ è．５１

广西 ６７ |．１３ 陕西 ６８ è．７８

重庆 ７１ |．０４ 甘肃 ６８ è．４１

四川 ６９ |．１０ 青海 ６８ è．１０

贵州 ６４ |．９８ 宁夏 ６７ è．５１

云南 ６７ |．３４ 新疆 ６８ è．７２

全国 ６９ è．６５

　 　 资料来源 ：庄亚儿 、张丽萍 ：枟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枠 ，７７ 、１３６ 页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

社 ，２００３ 。

（二）人力资源文化素质不高 ，人力资本质量低

由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不发达 ，导致人力资源的质量不高 ，主要表现为平均

受教育年限较低 ，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较少（见表 ３唱１９）。

从表中可以看出 ，最早被列入欠发达地区的十个省 、区 、市在业人力资源中除新

疆与陕西外 ，其余省区均在 １５％ 以下 ，其中西藏仅有 １％ 的人力资源具有高中以

上文化程度 。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人力资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 ６ ．９１ 年 ，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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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小学文化程度 ，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仅为人力资源总量的 ２ ．８８％ ，

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１５岁以上人力资源的文盲率为 １１ ．４％ ，高于全国 ６ ．７２％

的平均水平 。

表 3唱19 　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业人力资源接受教育程度构成（1999年）

单位 ：％

省区市 不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重庆 １２ 6．５ ４６ 拻．１ ３１ 镲．１ ８ 4．０ ２ 悙．３

四川 １４ 6．３ ４２ 拻．６ ３１ 镲．６ ９ 4．１ ２ 悙．５

贵州 ２４ 6．０ ４２ 拻．９ ２３ 镲．７ ６ 4．６ ２ 悙．３

云南 ２１ 6．３ ４６ 拻．５ ２４ 镲．２ ６ 4．５ １ 悙．６

西藏 ５４ 6．３ ４２ 拻．１ ２ 刎．６ ０ 4．５ ０ 悙．５

陕西 １２ 6．６ ３１ 拻．４ ３７ 镲．８ １４ K．４ ３ 悙．８

甘肃 ２３ 6．９ ３２ 拻．１ ３０ 镲．６ １１ K．３ ２ 悙．１

青海 ４３ 6．５ ２５ 拻．９ ２０ 镲．３ ７ 4．７ ２ 悙．７

宁夏 ２４ 6．８ ２６ 拻．１ ３２ 镲．５ １２ K．２ ４ 悙．４

新疆 ９  ．７ ３６ 拻．１ ３１ 镲．６ １４ K．８ ７ 悙．８

全国 １１ 6．６ ３４ 拻．８ ３７ 镲．９ １２ K．１ ３ 悙．５

　 　 资料来源 ：陈洛 ：枟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枠 ，２７ 页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中国优秀博硕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网络数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

这说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数量虽然丰富但质量偏低 ，特别是高层次人

才较少 。这是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最典型的特征 。云南省各地区间的差异呈现

出不平衡的特点 ，昆明 、楚雄 、大理和玉溪四个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较高 ，而怒

江 、昭通 、迪庆等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较低 。整体文盲率较高 ，人力资源质量的

配置也不平衡 。

（三）农村人力资源多 ，城市化水平低 ，人力资源二元结构典型

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发达 ，其经济上的典型特点是二元化 。一元是技术落后 ，

生产力低下 、自我雇佣的传统经济部门 ，包括渔猎经济 、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 ，分

工与交换不发达 ；一元是技术比较先进 、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大工业经济 。而

且这两大部门之间的联系不紧密 ，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的二元结构 。 ２０００年云南

省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为 ７４ ．２％ ，是城市人力资源的 ２ ．８８

倍 ，而且农村与城市人力资源的质量差别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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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力资源配置表现为就业结构单一 ，分工程度低

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产业配置看 ，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力资源占就业人

力资源的比重过大 ，达到了 ６０ ．６％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０ ．６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平均 １０个百分点的有广西 、贵州和青海 ，云南和西藏更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０个

百分点 ；第二 、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力资源的比重偏低 ，平均比全国低 ９个百分点

（见表 ３唱２０）。这与欠发达地区丰富的自然物质资源形成鲜明的反差 ，反映了欠

发达地区以农业为主 ，工业化发展水平还处于低级阶段的产业形态 。这样的配

置使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到低产值的农业中 ，造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 。

表 3唱20 　西部地区三次从业配置情况（2001年） 单位 ：％

省区市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省区市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内蒙古 ５３  ．９ １６ 刎．０ ３０ ┅．１ 西藏 ７１ K．８ １６  ．７ ２１ 眄．７

广西 ６１  ．８ １０ 刎．１ ２８ ┅．０ 陕西 ５５ K．７ １６  ．７ ２７ 眄．６

重庆 ５４  ．７ １５ 刎．４ ３０ ┅．０ 甘肃 ５９ K．４ １３  ．４ ２７ 眄．２

四川 ５８  ．８ １４ 刎．６ ２６ ┅．６ 青海 ６０ K．０ １３  ．０ ２７ 眄．０

贵州 ６６  ．４ ９ 刎．４ ２４ ┅．２ 宁夏 ５６ K．５ １８  ．２ ２５ 眄．２

云南 ７３  ．６ ９ 刎．０ １７ ┅．４ 新疆 ５６ K．６ １３  ．４ ２９ 眄．９

西部 ６０  ．６ １３ 刎．０ ２６ ┅．２ 全国 ５０ K．０ ２２  ．３ ２７ 眄．２

　 　 资料来源 ：陈洛 ：枟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枠 ，３０ 页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中国优秀博硕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网络数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

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城乡配置看 ，农村人力资源占绝对比重 。在农村内

部 ，由于非农产业不发达 ，农业产业化低 ，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就业的比重在 ８０％ 以

上 ；城镇就业中 ，国有经济单位的就业比重居高不下 ，不仅远高于东部发达地区 ，

而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就业结构比较单一 ，行业和职业的多样化程度低 ，分

工不发达 ，限制了交换和市场范围的扩展 ，从而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

（五）人力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地域空间分布的不平衡 ，而且与经

济发展的程度不相协调 ，丰富的人力资源未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人力资

源的数量（就业人力资源和未工作人力资源） 、质量 、构成及评价等级来看都存在

地域上的差异 ，这一方面使人力资源的分布不均衡 ，不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

发展 ；另一方面使某些地区人力资源过剩 ，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云南省人力

资源集中分布于昆明 、曲靖 、红河和昭通 ４个地区 ，具有聚集性的特点 ，从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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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分布上的不平衡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红河 、昭通等地区来说 ，人力资源

的过剩造成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反而成为阻碍经济发展

的不利因素 。

二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 、人力 、人才发展不平衡

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快 ，人们的生育观念陈旧 ，多生 、超生现象较多 ，

特别是农村地区 ，自然增长率较高 ，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

大 ，人力资源的数量增长快 ，受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 ，就业形势紧张 。而人力资

源的质量并没有随数量的增长而有很大提高 ，人才数量较少 ，使得人才的增长与

人口和人力的发展不平衡 。

（二）人力资源既多又缺并存 ，而且浪费严重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既多又缺的现象同时存在 ，多是指低素质的人力资源

数量众多 ，缺是指缺乏高素质 、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从云南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看 ，仅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 ，远低于全国平均的初中文化程度 。而在人力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中 ，浪费非常严重 ，人力资源不像物质资源一样可以储存 ，如不充分

利用就会失去利用价值 。

（三）人力资源结构失调与断层并存 ，并且人才流失严重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年龄 、性别 、构成和地域结构失调 ，使得人力资源主

要集中于农业 ，第二 、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力资源较少 ，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较差 。

特别是人才的结构严重失调 ，初 、中级人才比重较大 ，高级人才不仅数量少 ，而且

大多数已进入老年人力资源的行列 ，出现人才断层 ，缺乏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高级

人才 ，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推动力不足 。更为严重的是 ，大批高级人才流向东部发

达地区 ，造成一方面人才缺乏 ，一方面高级人才外流 。

（四）亟待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 ，使选才 、育才与用才有机联系与

良性循环

　 　由于缺乏市场机制和未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 ，使得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缺乏有机联系和良性循环 ，人才的利用率低 ，不能达到人尽其才 ，从而发挥人才

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① 因此 ，必须利用市场机制建立人力资源的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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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市场 ，使选才 、育才与用才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通过市场来调节人力资源的

配置 ，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

（五）农村人力资源的转移与利用问题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大多数居住在农村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 ，农业经济产

值的进一步降低 ，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力资源转移到城市 ，这些人力资源素质较

低 ，在城市中多从事笨重体力劳动 ，经济边缘化 ，而且流动性较大 。如何管理和

利用这些农村剩余人力资源是今后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

综上所述 ，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不发达 ，人力资源的总体评价表现为数量

丰富但质量偏低 ，而且空间分布不平衡 ，地区差异较大 。一方面造成人力资源过

剩 ，就业形式严峻 ；另一方面缺乏高素质人才 ，对发展经济的推动力不足 。 因

此 ，根据人力资源的评价结果 ，因地制宜 ，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理利用力度 ，

是欠发达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的战略措施之一 ，也是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快速 、健

康发展的现实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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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时间维度研究

在前三章里 ，我们从人力资本的理论 、研究方法方面考察了人力资本开发 ，

并对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 、人力资源特征进行了评价 。在本章里 ，我们将

对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 、形成方式进行研究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时

间维度研究 。

人力资本的思想最初的萌芽是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 ·配第 ，然而人

力资本理论却是新古典经济学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一大发现 。人力资本理论的

创建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人力资本定义为人们在教育和培训 、医疗保健等

方面的花费是对于知识技能和健康所进行的投资 ，它形成一种以人为载体的特

殊资本 。人力资本的形成从宏观上讲是指获得和增加有技能 、受过教育 、有经验

人员的过程 ；微观上的人力资本形成是指人们获得和增加人的技术（技能） 、信

息 、知识存量的过程 。

近几年来 ，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们共同致力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和

实践研究 。杨柳新在其著作枟人力资本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人力资本成长模

式研究枠中将中国人力资本成长模式按时间序列划分为自然模式 、计划模式和市

场模式 ，较为清晰地对中国人力资本成长模式进行了时间维度研究 。李忠民在

其著作枟人力资本 ———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枠中谈到人力资

本形成的方式 ，但是没有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形成的时间维度演变 。而戚鲁在枟人

力资源能本管理与能力建设枠一书中针对江苏省人力资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对

今天进行的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时间维度研究提供了借鉴 。

我们对中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时间维度研究是根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

物主义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展开研究 。以中国云南为例 ，把云南的人力资本按时

间序列划分 ，进行区域内的比较研究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云南省在教育

培训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 。此外 ，还把云南省

放到区际中进行了横向的对比研究 。研究表明 ：在欠发达地区 ，学校教育投入 、

医疗卫生投入和职业培训投入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 ，人才积累与社会经

济环境呈正相关 。在研究中 ，我们发现在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的形成上存在许



多问题 。如区域的差异性 ，又表现为区域的滞后性和区域的过于集中性 。区域

的滞后性表现为与发达地区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有很大差距 ；区域的过于集中

性即人力资源过于集中于昆明等较发达区域 。在问题面前 ，我们及时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 ，这也是我们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时间维度研究的意义所在 。

第一节 　学校教育投入与科学文化素质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 、企业和个人的人力资本的

来源主要是教育 。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可以更快地吸取新的信息 ，更为有效

地采取各种新技术和新工艺 。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 ，将直接转化为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具备良好的知识和能力 ，在现代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都能处于有利的地位 。

１９９５年 ，云南省提出了全面实施“科教兴滇”的战略决策 ，把科技工作和教

育工作放在全省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历时至今 ，云南省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均

获得了长足发展 。

一 、欠发达地区教育经费投入状况分析

（一）云南省教育经费支出总体水平

总体上看 ，云南省教育经费投入有如下特点 ：

第一 ，增幅较大 。财政性教育经费 、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其他渠道教育经费均

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 １９５２年云南省的教育事业费为 ８３４万元 ；与 １９５２年相比 ，

１９８０年教育事业费升至 ２３ ０３２万元 ，增加了 ２７ ．６２倍 ；１９９０年为 １２２ ８３１万元 ，

增加了 １４７倍 ；２０００年迅速增加到 ６２３ １０９ 万元 ，增加了 ７４７倍 ；２００１年继续

以较高的速度达到了 ７６２ ７９７ 万元 。 ２０００ 年与 １９９０ 年相比 ，增加了 ５ ．０８ 倍 。

与云南省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较 ，２０００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 ９５５ ．０９ 亿元 ，比

１９５２年的 １１ ．７８亿元增长了 ３３ ．１％ ，增长了 １６６倍 ；比 １９９０年的 ４５１ ．６７亿元 ，

增长了 １ ．４％ ，增长 ４倍 ；比 １９９９年的 １ ８５５ ．７４亿元增长了 ７ ．７％ ，增长了１倍 。

可以看出 ，云南省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

第二 ，教育经费仍然紧张 。 ２０００年与 １９９６ 年相比 ，教育事业费年均增长

幅度为 ９％ ，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２００１ 年数据统计表明 ，云南省教育经费为

９７ ．６２亿元 ，低于四川（１６１ ．９８亿元） 、陕西（１０１ ．４６亿元） ，居西部第三位 。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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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的教育经费为 ３ ６０９ ７２１万元 ，约是云南省的 ３ ．７倍 ；湖北省的教育经费

为 １ ７０６ ４１６ 万元 ，是云南省的 １ ．７５ 倍 。 另外 ，由于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 ，教

职工工资的大幅增加以及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等因素加剧了教育经费紧张

的矛盾 。

（二）云南省各项教育经费投入情况分析

１ ．总体投入

２００１年 ，云南省预算内教育拨款比上年增长 ２０ ．７４％ ，财政经常性收入比上

年增长 ５ ．８３％ ，二者增长幅度差值为 １４ ．９１％ 。 １９９５年 — ２０００年 ，财政支出年

均增长 １１ ．９９％ ，教育事业费年均增长 １４ ．４４％ 。

２ ．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情况

２０００年 — ２００１年 ，云南省普通小学 、普通高中 、普通初中 、职业中学 、普通高

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情况以及在全国的排序如表 ４唱１所示 。

表 4唱1 　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增长情况 单位 ：元

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中学 普通高等学校

年份 ２０００ 腚２００１ 1２０００ v２００１ 技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G２０００ 寣２００１ 乙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s
云南 ６５３ 摀．２０ ８０８ 儋．４０ ９０８  ．４８ １ ０２０ 剟．０３ １ ６４４ 揶．１ １ ９４６ #．６ １ ６３９ l．９ １ ６６５ 北．３ ７ ９７５ 鼢．７ ７ ５０８ S．５

全国 ４９１ 摀．５８ ６４５ 儋．２８ ６７９  ．８１ ８１７ d．０２ １ ３１５ 後．０ １ ４７１ &．１ １ ３４９ l．５ １ ５４７ 北．３ ７ ３０９ 鼢．６ ６ ８１６ S．２

排序 １０ 靠１２  １０ J１１ 悙９ 靠８  １０ `１６ Ζ５ 照７ 1
　 　 资料来源 ：枟中国教育报枠 ，２００３唱０１唱０４

数据分析表明 ，云南省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２００１年

云南省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职业中学 、普通高中的生均预算内教育公费均有所

上升 ，与 ２０００年相比 ，分别增长了 １５５ ．２ 元 、１１１ ．５５ 元 、２５ ．４ 元 、３０２ ．５ 元 。其

中普通高中的增幅较大 ，而职业中学的增幅不太明显 ，二者的差额达 ２８１ ．３ 元 ，

需增大对职业中学的教育经费投入 。普通高等院校则下降了 ４６７ ．２元 ，但仍高

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６９２ ．３元 。在全国的排序中 ，云南省尚位于中上水平 ，但是

与其他省份相比 ，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增幅不大 。

３畅 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

公用经费是维持学校正常运转的费用 ，对保证教学质量有重要影响 。 从

表 ４唱２可以看出 ，云南省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职业中学 、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生均

预算内公用经费 ２００１ 年比 ２０００ 年分别下降了 １３ ．５８％ ，１３ ．１６％ ，１３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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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０４％ 。职业中学的相应指标下降了 １３ ．９５％ ，但是普通高中仍保持 ２３ ．２１％ 的

增长率 ，远高于同期全国 １２ ．２１％ 的增长水平 。可以看出 ，云南省高度重视普通

高中教育 。各类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投入差异较大 ，这一现象应引起足够

的重视 。

表 4唱2 　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增长情况 单位 ：元

普通小学 普通高中 普通初中 职业中学 普通高等学校

年份 ２０００ 镲２００１ 5２０００ z２００１ 览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K２０００ 悙２００１ 种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w
云南 ８２ |．７１ ７１ 侣．４８ ３２１  ．８３ ３９６ d．５４ １６１ ┅．６４ １４０  ．４ ３３１ K．６ ２８５ z．３４ ３ ６４１ �．０ ３ ４２１ U．０

全国 ３７ |．１８ ４５ 侣．１８ ２１２  ．１ ２３７ d．９８ ７４ ┅．０８ ８３  ．４ ２１４ K．９ ２２０ z．３９ ２ ９２１ �．２ ２ ６１３ U．６

排序 ７ |７ 侣７  ７ d５ ┅７  ８ K９ z４ �５ U
　 　 资料来源 ：枟中国教育报枠 ，２００３唱０１唱０４

（三）云南省教育经费来源构成分析

从图 ４唱１可以看出 ，政府拨款仍是云南省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云南省是全

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最高的省区之一 。学费 、杂费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而

社会捐（集）资办学则呈现下降的趋势 ，教育经费来源单一的现象虽有一定程度

的改变 ，但相对于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而言 ，差距仍较大 。例如 ：２０００ 年云南

省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８２ ．２１亿元 ，占教育总投入的 ８４ ．７％ 。社会团体和个人办

学经费为 ０ ．２７亿元 ，占 ０ ．７７％ ，而全国各地区平均为 ２ ．５３％ ；社会捐资办学经

费为 ２ ．３３亿元 ，占 ２ ．４％ ，全国为 ３ ．０３％ ；学费 、杂费为 ６ ．３０亿元 ，占 ６ ．４９％ ，

全国为 １ ．３８％ ；校办产业提供教育经费为 １ ．３１ 亿元 ，占 １ ．３５％ ，全国为

１ ．３８％ 。

图 ４唱１ 　全省教育经费支出按来源构成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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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欠发达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学前及基础教育

１ ．幼儿园

２００１年 ，云南省幼儿园数量为 １ ５３０所 ，班级数量为 ２２ ５５０个 ，幼儿数量为

６２７ ０２９人 ，教职工数量为 ２０ ８１３人 ，专任教师数量为 １３ １４８人 。与 ２０００年相

比 ，幼儿园的数量减少了 ２４０所 ，园均规模达 ４１０人 ，增加了 ６９ 人 ，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 ２２９人 ；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量为 ４８人 ，增加了 １６人 ，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 １１人 ，专任教师有短缺现象 。 ２００３年 ，云南省幼儿园数量为 １ ８６２所 ，班级数

量为 ２４ ４８８个 ，幼儿数量为 ７０６ ５５１人 ，教职工数量为 ２３ ８５７人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５ ２７９人 。云南省学前教育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 ，城市和农村差别很大 ，幼儿园

的分布集中于城市 ，农村幼儿的入园率低 。

２ ．小学

（１）小学校均规模扩大 ，一师一校的办学点在进一步地缩小 。 ２００３年一师一

校的教学点数为 １２ ６７６个 ，小学资源得到优化 。学校数由 １９９０年的 ５３ ５５６个缩

减到 ２００１年的 ２１ ３１５个 ，减少了 ３２ ２４１个 ，２００３年又进一步缩减为 ２０ ２９６个 。

（２）小学专任教师数量趋于合理 。在校学生数 ２００１年达 ４６０ ．５万人 ，专任

教师数达 ２１ ．７７万人 ，师生比为 １ ∶ ２１ ．１６ ，与全国平均水平 １ ∶ ２１ ．６４相差 ０ ．４８

个百分点 。 ２００３年教职工人数为 ２３ ．５７万人 ，专任教师数为 ２２ ．１６万人 ，师生

比为 １ ∶ １９ ．９４ 。

（３）学龄儿童入学率增长较快 。 与全国的差距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１ ．７％ 减小到

２０００年的 ０ ．１１％ ，２００１年达到 ９９ ．３７％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０ ．２７％ ，西部排名

第 ２位 ，成绩突出 。

（４）小学毕业升学率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６０ ．５％ 上升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８１ ．７７％ ，但与

全国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 。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 ，２００１ 年毕业生升学率下降了

４ ．７０％ 。云南省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低（２０００年仅为 ７１ ．６％ ）是造成这一现象的

主要原因 。

（５）小学五年保留率由 １９９５年的 ６５ ．３６％ 增加到 ２００１年的 ８７ ．４０％ ，增幅

为 ２２ ．０４％ ，但仍然与全国平均水平（９５ ．３０％ ）有很大的差距 。

表 ４唱３是云南省小学各类指标发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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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唱3 　云南省小学主要年份各类指标发展情况

年份 １９９０ 鬃１９９５ 憫２０００ J２００１ 祆
学校数／所 ５３ ５５６ �— ２２ １５１ m２１ ３１５  

在校学生数量／万人 ４４６ {．８６ ４６２ L．４ ４７２ 铑．０６ ４６０ Ё．５

专任教师数量／万人 １７ {．４１ １８ L．１５ ２１ 铑．０５ ２１ Ё．７７

学龄儿童入学率／％ ９４ {．６ ９４ L．４２ ９９ 铑．０ ９９ Ё．３７

毕业升学率／％ ６０ {．５ ７３ L．３９ ８５ 铑．８４ ８１ Ё．７７

小学五年保留率／％ — ６５ L．３６ ８５ 铑．０６ ８７ Ё．４０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２ 。

３ ．普通初中

云南省普通初中的基本情况表现在 ：

（１） ２００３年云南省普通初中学校数量为 １ ８５４所 ，比 １９８０年增加了 １ ０２９

所 。 ２００３ 年招生人数为 ６７７ ４９５ 人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６７ ３３７ 人 ，增长

９ ．９４％ 。

（２） ２００３年 ，初中毕业生（包括普通初中和职业初中）升学率为 ４１ ．６％ ，比

２０００年减少了 ４ ．５个百分点 ；初中毛入学率为 ９０ ．７９％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了 ８ ．０２

个百分点 ；普通初中辍学率从 １９９５年的 ７ ．２％ 下降到 ２００１年的 ２ ．８７％ ；全省

平均每万人口中普通初中在校生为 ４４３ ．４０ 人 。可以看出云南省对普通初中教

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

（３） ２００１年 ，云南省每万人口初中学校数量为 ０ ．４５所 ，普通初中校均规模

为 ７４３人 ，与全国 ８５５人的平均数相差较大 。初级中学需要较大的发展 ，以满足

小学毕业生的入学要求 。

（４） ２００１年普通初中专任教师数量为 １７３ ．９５ 万人 ，比上一年的 １６３ ．７５ 万

人有所增加 。 ２００１年师生比为 １ ∶ １０ ．５７ ，低于全国 １ ∶ １９ ．２１的水平 。 ２００３年

师生比为 １ ∶ １９ ．４６ 。

表 ４唱４是云南省普通初中的基本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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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唱4 　云南省普通初中主要年份基本情况

年份 学校数量／所
在校学生

数量／万人

专任教师

数量／人

招生数量

／万人

毕业生数

量／万人

１９８０ 摀８２５ M１４ 摀．６７ ４３ ７２８  ２８  ．７０ １９ y．７８

１９９０ 摀１５２７ d１８ 摀．０６ ５６ ９０７  ３７  ．８９ ２８ y．４２

２０００ 摀１ ８１８ o２２ 摀．２１ ９０ ９８９  ６１  ．０２ ４１ y．８９

２００３ 摀１ ８５４ o１９ 摀．２２ ９８ ７２４  ６７  ．７５ ５５ y．４９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

４ ．普通高中

（１） ２００３年 ，高中学校数量为 ４２１ 所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３ 所 ；招生数量为

１３８ ３６９人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 ５０ １５５人 ，增长 ３６ ．２５％ ；在校生人数为 ３６３ ３６８人 ，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 １４１ ２９２人 ，增长 ３８ ．８８％ ，毕业生人数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５ ．６５万人增

加到了 ２００３年的 ８ ．４５万人 。

（２） ２００３年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有 ２１ ４９７人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 ６ ８６６人 ，增长

３１ ．９４％ 。 ２００３年专任教师与在校学生比例为 １ ∶ １６ ．０ ，师生比例较为合理 。

（３）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每万人口中普通高中在校生数量在西部排名第 １１位 ，校

均规模在西部排名第 １０位 ，处于非常落后的位置 ，需要增加投入 ，扩大高中学校

的数量及规模 ，以满足普通初中升学的要求 ，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

表 ４唱５是云南省普通高中的基本情况 。

表 4唱5 　云南省普通高中主要年份基本情况

年份 学校数量／所
在校学生数

量／万人

专任教师数

量／人

招生数

量／万人

毕业生数

量／万人

１９８０ 摀６１０ M１４ 摀．６７ ８ ８７７ �６ 镲．２７ ８ b．１２

１９９０ 摀５０３ M１８ 摀．０６ １２ ３３１ �６ 镲．５１ ５ b．５７

２０００ 摀４１８ M２２ 摀．２１ １４ ６３０ �８ 镲．８２ ５ b．６５

２００３ 摀４２１ M３６ 摀．３４ ２１ ４９７ �１３ 镲．８４ ８ b．４５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

（二）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中学

１ ．中等专业学校

从表 ４唱６可以看出 ：

（１） ２００１年共有中等技术学校 ７８１所 ，中等师范学校 ２０９所 ，占西部中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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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的比重为 １２ ．２％ ，居西部第 ３位 。 ２００３年全省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１１３

所 ，比 ２０００年减少了 １４所 。学校总数中 ，有中等技术学校 ９８所 ，中等师范学校

１５所 。

（２） ２００３年 ，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４５ ３９４ 人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７ ７５８ 人 ，增长

２０ ．６１％ ；在校学生为 １４８ ４０７人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 ２９ ２０８人 ，增长 ２４ ．５０％ 。其

中 ，中等技术学校 １２３ ７５１人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 ３２ ６３７人 ，增长 ３５ ．８２％ ；中等师

范学校２４ ６５６人 ，比 ２０００年减少 ３ ４２９人 ，减少了 １２ ．２１％ 。

（３） ２０００年 ，云南省平均每 １０ 万人口有中等专业学校为 ０ ．２９ 所 ，平均每

１０万人口拥有中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为 ３０ ．４人 。可以看出云南省的普通中等教

育的规模偏小 。由于高校的扩招 ，造成 ２０００ 年中等学校规模的显著萎缩趋势 。

２００３年云南省中等专业学校有教职工 １２ ４４３人 ，其中专任教师数量为 ７２６ 人 ，

师生比为 １ ∶ ２０ ．４４ ，师资比较缺乏 。

表 4唱6 　中等学校主要年份基本情况

年份 学校数量／所
在校学生数

量／万人

专任教师数

量／人

招生数

量／万人

毕业生数

量／万人

１９８０ 摀１００ M４ |．０２ ３ ３２１ �１ 镲．４８ １ b．５９

１９９０ 摀１３８ M７ |．３８ ７ ０９３ �２ 镲．２９ ２ b．０７

２０００ 摀１２７ M１１ |．９２ ７ ７５０ �３ 镲．７６ ３ b．７７

２００３ 摀１１３ M１４ |．８４ ７ ２６２ �４ 镲．５４ ３ b．９４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

２ ．职业中学

（１）学校

２００３年云南有职业中学 １８１ 所 ，比 ２０００ 年减少 １８ 所 。其中高中 １６７ 所 ，

比 ２０００年减少 １３所 ；初中 １４所 ，比 ２０００年减少 ５所 。

（２）在校生规模

２００３年云南省职业中学在校学生 １３１ ４２５人 ，比 ２０００年减少了 ２７ ０７９人 ，

减少 １７ ．０８％ ；全年招生 ５３ ５０２ 人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１５ ８６６ 人 ，增长 ４２ ．１６％ ；

２００３年毕业生 ４３ ０２３人 ，比 ２０００年减少了 ３ ０８９人 ，减少 ６ ．０７％ 。招生人数有

所增加 ，但是在校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呈减少的趋势 ，这与较高的辍学率有关

系 ，２００３年云南省职业高中辍学人数是 ９ ９２３人 ，辍学率为 ９ ．１９％ ；职业初中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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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数是 ３ ９１５人 ，辍学率为 １４ ．２４％ 。

（３）教职工

２０００年 ，教职工总数量为 １ ．０１万人 ，其中专任教师数量为 ０ ．７１万人 ，占教

职工总数量的比重为 ７０ ．３％ ，高于全国 ６６ ．６％ 的水平 。师生比为 １ ∶ １９ ．２７ ，高

于全国 １ ∶ １５ ．２５ 的水平 ，名列西部第 １ 名 。每 １０ 万人口拥有的学校数量为

０ ．４９所 ，每 １０ 万人拥有的职业中学在校生数量为 ３２３人 。职业中学的结构相

对合理 ，但师资呈紧张状态 。 ２００３年 ，职业高中有教职工 ３ ８７５ 人 ，专任教师数

为 ２ ３４６人 ，师生比为 １ ∶ １５ ．５０ ；职业初中有教职工 ５８５人 ，专任教师数为 ５１５

人 ，师生比为 １ ∶ ４２ ．９４ 。

表 ４唱７是云南省职业中学的基本情况 。

表 4唱7 　云南省职业中学主要年份基本情况

年份
学校数

量／所

在校学生数

量／万人

专任教师数

量／人

招生数

量／万人

毕业生数

量／万人

１９８０ 摀５９ 6０ |．５４ ２７４ 鬃０ 镲．３５ ０ b．０９

１９９０ 摀２２８ M６ |．８２ ３ ７１２ �３ 镲．２８ ２ b．６３

２０００ 摀１９９ M１５ |．８５ ７ ０９１ �６ 镲．４２ ４ b．６１

２００３ 摀１８１ M１３ |．１４ ７ １６７ �５ 镲．３５ ４ b．３０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

（三）普通高等教育

２００３年 ，云南省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表现在 ：全省有普通高等院校 ３４

所 ，全部为地方所属院校 ，其中本科院校 １６所 ，专科院校 ７ 所 ，高职院校 １１ 所 ，

高职院校中有民办高校 ２所 。校均规模 ４ ８６６人 ，本科院校校均规模 ８ ９７６ 人 。

毕业生 ３１ ３３７人 ，其中 ：本科 １５ ５９０人 ，专科 １５ ７４７人 。招生 ６２ １７６人 ，其中 ：

本科 ３２ ５３３人 ，专科 ２９ ６４３人 。在校学生 １７５ ２５５人 ，其中 ：本科 １０５ ６７１人 ，专

科 ６９ ５８４人 。

云南省普通高等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见图 ４唱２和图 ４唱３） ，具体表现在 ：

第一 ，学校数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增加后 ，基本保持平稳 。 １９９９年有所下降 ，

高校合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 ２００３ 年学校数量达到了 ３４ 所 ，增长速

度很快 。

第二 ，在校生人数有明显上升 ，且增幅最大 ，招生数和毕业生数也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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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专任教师数增幅最小 。事实上 ，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 ，师生比的矛盾越来

越明显 ，２００３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有 １２ ２３６ 人 ，师生比为 １ ∶ １９ ．６０ ，师资

缺乏的问题较为突出 。

第三 ，与全国相比 ，云南省高等教育规模偏小 ，毛入学率偏低 ，２００３年毛入

学率仅为 １１％ 。高等教育结构不尽合理 ，层次结构偏低 。 ２０００ 年在校研究生

２ ７０８人 ，本科生 ９ ．０４万人 ，专科生 １１ ．９２万人 ，高层次的人才较少 。

图 ４唱２ 　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年份发展趋势图

图 ４唱３ 　云南省历年高等学校数变化图

第四 ，生均教育经费相对充足 ，但是高校研究与实验经费和西部发达地区差

距甚大 。在高等教育经费总量中 ，研究经费所占比例过小 ，进行研究与实验的经

费结构相对不合理 ，集中表现为试验发展所占研究经费比例过小 ，仅为 ２２ ．０％ ，

而应用研究所占研究经费为总量的 ５９ ．５％ 。

第五 ，云南省高校的分类学校分布总体上是较为合理的 ，但理工类院校 、职

业技术院校分布相对较少 ，２００１年 ，二者占学校分类比重仅为 ７ ．１％ 和 ２１ ．４％ ；

而师范院校分布相对较多 ，比重为 ３５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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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师资队伍的各项数量指标（专任教师数量 、教辅人员数量 、行政人员数

量）在西部地区有一定的优势 ，云南省高校师资队伍结构相对不合理 ，具体表现

为专任教师和教辅人员不足 ，而行政管理人员过多 。近年来由于高校扩招 ，导致

专任教师数量远低于招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的增长 ，加剧了高等教育师资紧缺

的状况 。

（四）特殊教育及民族教育

１ ．特殊教育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特殊教育学校有 ２４所 ，在校生 １ ．７２万人 ，教职工 ５８９人 ，分

别比上一年增长了２６ ．３％ 、２ ．６％ 、５ ．４％ 。全省残疾学生中共有 ８４名考入大专

院校 ，有 ２８０名进入中等专业学校 。 ２００３年全省特殊教育学校发展到 ２５所 ，毕

业生 １ ７５９人 ，招生 ２ ６１９人 ，在校学生 １７ ６２１人 。这些学校共有教职工 ２ ６１０

人 ，其中专任教师 ４４２人 。

２ ．民族教育

２０００年 ，高等院校在校生 ９ ．０４ 万人 ，少数民族生 １ ．９５ 万人 ，占 ２１ ．５７％ ；

中专在校生 １１ ．９１万人 ，少数民族生 ４ ．４１ 万人 ，占 ３７ ．０２％ ；普通中学在校生

１８５ ．９６万人 ，少数民族生 ５７ ．７９万人 ，占 ３１ ．０７％ ；小学在校生 ４７２ ．０６万人 ，少

数民族生 １６８ ．０７万人 ，占 ３５ ．６０％ ；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９８ ．６６％ 。

三 、欠发达地区学校教育与科学文化素质特征

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内容 ，而学校教育则是科学文化素质

形成的重要途径 ，学校教育对培养和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云南省学校教育对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体现在 ：

（１）各种层次受教育人口数量增加迅速 。

２０００年全省普查实际登记 ６岁及 ６岁以上人口中 ，接受大学（大专以上）教

育的人口为 ８５ ．３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２ ．０１％ ，比 １９８２ 年增加了近 ７４ ．５ 万人 ，增

长近 ７倍 ；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人口为 ２７８ ．８６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６ ．５８％ ，

比 １９８２年增加了 １８７ ．９２万人 ；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为 １ ８９７ ．９２万人 ，占总人

口的 ４４ ．８０％ ，比 １９８２年增加了 ９４２ ．８６万人 。

（２）文盲人口的比例下降较快 。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云南省 １５岁及 １５岁以上人口中 ，文盲 、半文盲

人口为 ４８４ ．２ 万人 ，同 １９９０ 年相比 ，减少了 ４６２ ．５ 万人 ，文盲 、半文盲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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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６１％ 下降到 １１ ．４％ ；同 １９６４年相比 ，文盲 、半文盲率从 ４７ ．２９％ 下降到 １１ ．４％

（见图 ４唱５） 。

图 ４唱５ 　云南省历次普查人口文盲率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３）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有较大提高 。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 ６岁及 ６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６ ．３３年 ，比 １９９０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 ４ ．７５年提高了 １ ．５８年 ，但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仍处于

较低水平 ，全社会 ６岁以上人口从总体上看 ，平均只达到了小学毕业的程度 。但

是与全国相比 ，云南省总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 ２９ ．９％ ，

低于全国 ４８ ．７％ 的水平约 １８ ．８个百分点 ，而文盲 、半文盲率则比全国高出 ４ ．７

个百分点 。

学校教育是云南省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和提高的主要方式 ，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人口的总体素质 。但目前 ，云南省科学文化素质仍不高 。 ２００３年云南公

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 ，云南省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 ０ ．１３％

（即每千人中仅有 １ ．３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 ，远低于全国平均的 １ ．４％ 。另外 ，

云南省的这一数据也远低于中部地区 ０ ．８５％ 和西部地区 ０ ．６５％ 的水平 ，与东部

地区的 ２ ．３％ 相比 ，相差近 ２个百分点 。按全国平均年 ０ ．２４％ 的增长速度计算 ，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需要 ５年时间 ，达到东部发达地区水平需要 ９年时间 ，而且云

南 ４ ０００多万人口每年至少需要有 １１万人达到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标准 ，才能

保持现有的与全国平均的差距 。调查表明 ，云南不达标人群的文化层次 、经济状

况和地域分布给科普工作的开展带来的难题比较大 。

具体调查结果表明 ，云南省公众科学素养的差距较大 ，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

方面 ：

（１）性别差异大 。公众不同性别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差异甚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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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达标比例为 ０ ．４３％ ；女性公众比例仅为 ０ ．１２％ ，妇女的科学素养亟待

提高 。

（２）职业差别大 。在干部知识化 、年轻化改革的推进下 ，机关 、党群 、事业 、

企业单位负责人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最高 ，达 ４ ．８８％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

平均 ４ ．５５％ ） ；离退休人员达标者的比例为 ２ ．３３％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平

均 ０ ．８７％ ） ；学生具备公众科学素养的比例为 ４ ．７６％ ，说明教育利于提高公众

科学素养的重要性 。

（３）城乡差别大 。城镇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为 １ ．４８％ ，略高于全国水平 ；

乡村仅为 ０ ．１２％ 。

（４）经济区域差别大 。发达地区公众科学素养达标率为 ０ ．７５％ （略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中等发达地区为 ０ ．４４％ ；次发达地区为 ０ 。欠发达地区公

众科学素养太低 ，已影响了云南省的整体科学素养水平 。

（５）不同学历差别大 。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的公众比例较大 。被调查的公

众中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５３ ．３％ ，其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零 。中

等学历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为 ０ ．４７％ ，大专以上的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

例为 ３ ．４５％ ，但与全国接近 １０％ 的比例相比还是很低的 。

（６）科普知识普及率低 。 ３４ ．１％ 的公众不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 ；４９ ．９％ 的

人不知道地球公转期为一年 ；６８ ．９％ 的人不知道圆周率为 ３ ．１４ ；６２ ．３％ 的人不

知道水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组成 。

（７）计算机普及率低 。在回答问题的 １ ８８６个人中 ，工作单位有计算机的只

有 １１７人 ，１ ７６９名被调查者的工作单位无计算机 ，占 ９４％ 。 ９２％ 以上的公众从

不用计算机 ，６％ 的公众偶尔用计算机 ，工作中平均每人每星期用计算机的时间

为 ０ ．３５小时 。 ６０％ 的被调查者不懂得什么是互联网 ，在调查的 １ ７６９ 个对象

中 ，只有 ２２个有 E唱mail地址 。①

调查反映了云南省人力资源的基本水平 ，也反映了云南省不同的经济发展

地区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存在很大差距 ，说明云南省民族 、文化 、经济

等方面发展差异很大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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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职业培训投入与专业技能

职业培训能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能 ，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一般说来 ，

学校教育结束后 ，职业培训是形成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 ，并且实践性强 、创新性

强的专业技能都是通过职业培训来获得 。职业培训是指组织在将自身目标和员

工个人发展目标相结合的基础上 ，有计划地组织员工从事学习和训练 ，提高员工

的专业知识技能 ，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 ，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 ，使员工能胜任本

职工作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 。培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 ，大都发生在专业技能的

增进上 ，包括管理能力 、技术能力 、服务能力的培训 。

一 、职业培训的目标取向

（一）实现组织企业的发展目标

一个组织企业要谋求发展并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的洪流中立足 ，就必须对员

工进行职业培训 ，通过培训 ，提高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 ，应用现代科

学技术成果 ，使企业在日新月异的生产力变革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

（二）实现员工个人的发展目标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 ，人只有在满足了次一级的需要时才会去追求

上一级的需要 。企业内部的员工有自己的发展目标 ，如希望掌握新的知识和技

能 ，希望获得较高的报酬和待遇等 。要实现这些个人发展目标 ，企业首先要做的

就是满足员工对职业培训的需要 ，而且职工在企业中受训是达到这个发展目标

最为直接 、有效的方式 。离开培训这一环节 ，员工的个人发展目标就很难实现 ，

进而也会影响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 。

（三）作为普通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续

当学生毕业后进入企业 ，成为工作岗位上的职工 ，面临着如何适应新环境 ，

如何掌握实际的工作技能 ，以及如何将在学校里获得的专业基础知识运用到工

作中去处理现实问题等 。解决怎样将所学与运用相融合问题的最佳途径 ，是参

加组织的员工培训 。

二 、职业培训的方式

职业培训的方式可分为在职培训和离职培训 。在职培训是指员工不脱离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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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利用业余时间和部分工作时间参加的培训 。常见的在职培训有 ：

（１）技术短训班和管理知识技能短训班 。这类短训班可以在企业中举办 ，

也可以到学校培训中心等组织里去举办 。

（２）带职学习 。即指员工带职到大学学习 。

（３）企业轮训 。即在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进行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交流与

学习 。

（４）离职培训 。人力资源的离职培训是指员工离开工作岗位 ，去从事某些

知识或技能的学习 ，离职培训可以是到大学学习 、到国外学习等 。离职培训的时

间有长有短 ，其内容包括攻读学位 、新技术培训等 。

三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职业培训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云南省人力资源职业培训现状分析

目前 ，职业培训已经成为培训机关 、企事业单位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目标之

一 。中国在不断地向发达国家学习较为先进的职业培训模式 ，并结合本国实际

进行很有成效的职业培训 ，在总体上形成了包括广播电视大学 、职工高等学校 、

农民高等学校 、干部管理学院 、教育学院 、独立函授学院以及普通高等学校举办

的函授 、夜大学等的全国职业培训网络 。

云南省是西部地区的欠发达地区 ，解放后经过各部门的不懈努力 ，已经建成

了包括 １０所成人高等学校 、３所教育学院 、１４１所成人中等学校 、１０所职工中等

学校 、２ 所函授中等学校和 １２５ 所教师进修学校的职业培训基地（见表 ４唱８） 。

２０００年毕业生人数达到 ３０ ３４６人 ，同年招生达 ２１ ０６９人 ，在校生人数近 ７ ．４万

人 ，教职工人数有 ９ ６８１人 ，专任教师人数达 ５ ００４人 。

表 4唱8 　各级各类成人学校基本情况（2000年）

学校类型
学校数

／所

毕业生人数

／人

招生人

数／人

在校生人

数／人

教职工

／人

专任教师

人数／人

成人高等学校 １０ 5４ ５３３ n３ ５２１ n１３ ８７８ 剟１ ７６４ m９１７ 2
成人中等学校 １４１ 5２０ ６４５ n１３ ５３１ n４８ ０４４ 剟４ ２５６ m２ １９７ 2
函授中等学校 ２ 5１ ８２７ n１ ７６４ n３ ７８２ 剟７２８ m３７８ 2
教师进修学校 １２５ 5１ ２１５ n２０３ n９９６ 剟２ １１３ m１ １８９ 2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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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云南省职业培训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 ，但是 ，与中

国东部发达省区（如广东 、山东 、江苏等省）比较 ，差距仍很大 。

按照学校类别结构看 ，云南省职业技术学校占 ２１ ．４％ ；全国中 、东部 １９ 个

省市为 ３２ ．７％ ；全国平均为 ３１ ．５％ 。

云南省有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７２所 ，在校生有 ９０ ７８３人 ，长班有 ７６人 ，短班

人有 ９０ ７０７人 ；毕业生有 １２３ ８５８人 ，长班有 ９８２人 ，短班有 １２２ ８７６ 人 。教职

工有 ８８３人 ，其中专任教师有 ５４４ 人 。山东省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有 １ ９２７ 所 ，

是云南省的 ２４倍 ；在校生有 ５８５ ８４９人 ，是云南省的 ６倍 ，长班有 １１７ ８２７人 ，短

班有 ４６８ ０２２人 ；毕业生有 ５９４ ６４４人 ，长班有 ６１ ９３８人 ，短班有 ５３２ ７０６人 。教

职工有 １４ ９９８人 ，其中专任教师有 ７ １７９人 。

云南省有农民技术培训学校 １２ ４９８所 ，山东省有 ６１ １３９所 ，约是云南省的 ５

倍 。云南在校生有 ２ ２９３ ７３０人 ，长班有 ３７ ９６４人 ，短班有 ２ ２５５ ７６６人 ；毕业生

有 ５ ５４５ ３１８人 ，长班有 ８０ ５０２人 ，短班有 ５ ４６４ ８１６人 ；教职工有 １ ７０２人 ，其中

专任教师有 ７５１ 人 。山东省有在校生 ４ ３６０ ０５９人 ，长班有 １８３ １０８人 ，短班有

４ １７６ ９５１人 ；毕业生有 ７ ７４０ ８２９人 ，长班有 ３３１ １６８ 人 ，短班有 ７ ４０９ ６６１ 人 ；

教职工有 ６２ ５９５人 ，其中专任教师有 ２８ ３７５人 。可以看出 ，云南省的职业培训

处于全国的中下水平 ，应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 ，形成多层次 、高质量的人才资源

库 。全国职业技术培训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山东 、河南 、河北等省区 ，而广

东 、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职业技术培训机构较少 。

（二）云南省职业培训存在的问题分析

（１）云南省职业培训缺乏依据 。职业培训之前应该明确培训的依据 ，要做

到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实际上很多企业在进行职工上岗 、转岗等培训时因为

没有进行规范的工作分析 ，没有详尽的工作说明书和工作规范表 ，往往导致无法

具体地要求受训的员工 。

（２）云南省职业培训缺乏规划 。由于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要求 ，很多下

级企事业部门很被动地完成上级的任务 ，因而很少有部门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要长期地 、有计划地 、有步骤地对员工进行培训 ，在企业自身内部缺乏规划 。

（３）云南省企业在培训对象上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即只注意对技术人员

的培训 ，不注意对管理人员的培训 。在很多企事业的领导层里 ，认为只要注意对

技术人员的培训就行 ，而管理人员的培训就不必要 。但是 ，在研究中发现 ，现代

社会经济的竞争不只是技术的竞争 ，管理方式 、管理水平的竞争已经日趋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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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成功的企业来看 ，先进的技术迅速发展壮大之后 ，会发现与其技术远远不

能相匹配的 、落后的管理水平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

（４）云南省许多机关 、企事业单位只注意对中层人员的培训 ，而认为高层管

理人员不需要培训 。他们认为 ：第一 ，高层管理人员本身就是人才 ；第二 ，高层

管理人员有丰富的经验 ；第三 ，高层管理人员工作太忙 。

（５）云南省培训效果缺乏评估 。对培训结果的评估可分为四个层次 ： ①通

过问卷来评估受训者对培训的反应 。 ②通过考试来衡量受训者对培训内容的掌

握程度 。 ③通过受训者接受培训后行为的改变来检验培训的效果 。 ④通过培训

后绩效的改变来衡量培训的结果 。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在这些方面都缺乏专业的

评估 。①

（６）职业培训的总体投入不足且区域差异很大 。云南省的职业培训基地及

受训人员多集中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 ，如昆明 、玉溪 、楚雄 、曲靖等地 ，经济

相对落后地区忽视职业培训发展 ，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一般是从较发达地区引

入 ，或送本地区人员到较发达地区受训 ，需花费较多的财力和时间 。

（７）从职业培训时间来看 ，长期培训的人员远少于短期培训的人员 ，这严重

制约了云南省的长期高新技术的发展 。例如 ：同样是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云南

省在校生有 ９０ ７８３人 ，其中长班仅占 ０ ．０８％ ，短班占了 ９９ ．９２％ ；而山东省在校

生有 ５８５ ８４９人 ，长班占 ２０ ．１１％ ，短班占 ７９ ．８９％ 。云南省的职业培训远不能

满足长期高素质的人才需求 ，应增加长期培训的机构和受训人员 。

第三节 　医疗卫生投入与身体素质

医疗卫生的投入关乎人的身体健康和生产劳动的效率 ，是人力资本投资的

一种重要形式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宏观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中包括保健

设施与服务 ，广义地说包括影响人的寿命 、体力 、精力以及活力与生命力的一切

开支 。我们认为 ，医疗卫生和保健投入 ，可以延长人的寿命 ，增强人的体力 、精力

和耐力 ，保证人有旺盛的生命力从事学习和工作 ，保证人力资源的有效程度 ，推

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 ，和学校教育 、职业培训投入一样 ，医疗卫生投入

是维持和维护人力资本 ，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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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投入的历史变化与现状

（一）云南省医疗卫生投入的总体特征

新中国建立至今 ，云南省在医疗机构数量 、卫生机构人员数量和卫生机构床

位数量及其医疗卫生资金投入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人民的身体素质达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宏观上讲 ，云南省医疗卫生投入具有以下特征 ：

（１）医疗机构数量 、卫生机构人员数量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量明显增加 。

医疗机构数量从 １９８０年的 ５ ８３６个增加到 １９８５年的 ６ ３０５个 ，增幅为 ８％ ；

从 １９８５年到 １９９０年增加了 ３３６个 ，增幅达 ５ ．８％ ；１９９０年到 １９９５年有所下降 ，

但到 ２００１年 ，医疗机构数量已达 １２ ５５２个 ，是 １９９５年的 １ ．９６倍（见表 ４唱９） 。卫

生机构人员数量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０１ 年间 ，每 ５ 年的人员增幅分别为 １２ ．０３％ 、

４０ ．８８％ 、１１ ．１７％ 和 ７ ．３５％ 。平均千人有卫生技术人员和平均千人有医生数都

在呈增加趋势（见表 ４唱１０） 。卫生机构床位在总量上增加的幅度也很大 ，县级及

县级以上医院床位数量增加也很明显（见表 ４唱１１） 。

表 4唱9 　云南省卫生机构数量 单位 ：个

年份 总计 医院总数 门诊部 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站 药品检验所

１９８０ 亮５ ８３６ o１ ８６４ @３ ３７６ n１４９ z１４３ è７３ 照
１９８５ 亮６ ３０５ o１ ８１３ @３ ８４６ n１５９ z１４５ è１０１ 祆
１９９０ 亮６ ６７１ o１ ９０８ @４ ０８５ n１５０ z１４４ è１３２ 祆
１９９５ 亮６ ４００ o２ １０８ @３ ５２２ n１５８ z１４５ è１３７ 祆
２００１ 亮１２ ５５２ 唵５９０ @３７ n１５２ z１４２ è１３６ 祆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２ 。

表 4唱10 　云南省卫生机构人员数量 单位 ：人

年份 总计 卫生技术人员 农村 医生
平均千人有卫

生技术人员

平均千人

有医生

１９８０ 痧７９ ５２０ 沣６５ ４８６ 沣３６ ２０９ 忖３１ １４５ V２ 刎．１２ １ y．０１

１９８５ 痧８９ ０８６ 沣７１ ３７５ 沣４０ ４６８ 忖３３ ４２１ V２ 刎．２５ １ y．２８

１９９０ 痧１２５ ５０３ 沣１０１ ６４９ 沣６１ ５０１ 忖５３ ８７９ V２ 刎．７２ １ y．４２

１９９５ 痧１３９ ５２９ 沣１１２ ５３０ 沣６６ ２００ 忖５９ ４５６ V２ 刎．８６ １ y．４９

２００１ 痧１４９ ７８８ 沣１２３ ０２１ 沣６９ ０９７ 忖６２ ３１１ V２ 刎．８９ １ y．４６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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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唱11 　云南省卫生机构床位数量 单位 ：个

年份 总计 医院床位 农村床位
县级及县级以

上医院床位
平均每千人有床位

１９８０ 亮６６ ０４９ 档６０ ２４９ 创３８ ８３１ 忖３８ ４２５ m１  ．９

１９８５ 亮７４ ４７７ 档６８ ０１２ 创４７ ７０９ 忖４５ ３７８ m１  ．９９

１９９０ 亮８４ ５３０ 档７６ １４５ 创４８ ２８６ 忖５３ ５１９ m２  ．０４

２００１ 亮９９ ７６８ 档６５ ９７８ 创３１ ７２２ 忖６５ ３１３ m１  ．５５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２ 。

（２）农村卫生机构人员数量迅速增加 。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云南省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投入日益增加 ，主要表

现为农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不断增多 。

（３）卫生事业资金投入不断增加 。

云南省在卫生事业资金的投入上从 １９７５ 年的 ４ ２６７ 万元增至 １９８０ 年的

７ ７９０万元 ，增幅达 ８２ ．５６％ ；由 １９８０年的 ７ ７９０万元增至 １９９０年的 ２８ ８３１ 万

元 ，增幅达 ２７０ ．１１％ ；自 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０１年增幅达 ３４４ ．３６％ ，达到 １２８ １１３万元

（见表 ４唱１２） 。

　 　 　表 4唱12 　云南省计划生育事业 、卫生事业和公费医疗费历年统计 单位 ：万元

年份 计划生育事业费 卫生事业费 公费医疗费

１９７５  ３２６  ４ ２６７ V１ ０６５ 儍
１９８０  ７５９  ７ ７９０ V１ ９１９ 儍
１９９０  ６ ２２８  ２８８３１ V１９ ４８３ 儍
２００１  ２ ８２０７  １２８ １１３ V１０９ ９５１ 儍

　 　 资料来源 ：枟云南统计年鉴枠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年 。

表 4唱13 　云南省卫生事业固定资产额 单位 ：万元

年份 医院 疗养院 专科防疫站 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站 药品检验所 其他卫生

１９９０ 摀３ ８４３  ７０ M８０  ４８１  ４０６  １４１  ７１７  
１９９５ 摀２１ １２０  １ １７９ M１５５  ２ ５６６  １ ４４０  ３９１  ７２７  
２００１ 摀５２ ５５４  ６ ２６０ M９８  ２ ２６３  ６３０  １７６  １４５  

　 　 资料来源 ：枟云南统计年鉴枠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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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卫生事业固定资产投资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００年重点为医院和疗养院 。

其中 ，疗养院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大 ，１９９０年到 １９９５年医院增幅为 ４５０％ ，疗

养院为 １ ５８４％ ；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００年 ，医院增幅为 １４９％ ，疗养院为 ４３１％ 。

（４）云南省妇幼保健进展状况良好 。

从表 ４唱１４ 可以看出 ： ①从 １９５３到 ２００１年 ，孕产妇死亡率（１／１００ ０００）由 １

５００ 逐渐降到 ７８ ．１５ ； ② 婴儿死亡率从 １９５３ 年的 ３１９ ．３ ‰ 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３０ ．４４ ‰ ，逐年呈现减少的趋势 ； ③新法接生率由 １９４９年的 ３％ 增加到 ２００１ 年

的 ８８ ．７６％ ； ④ 住院分娩率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年间由 １５ ．１％ 上升到

５３ ．６３％ ； ⑤孕产保健覆盖率也有了大的增加 ，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８ ．２２％ 增加到

２００１年的 ８７ ．７６％ ； ⑥ ０ ～ ６ 岁儿童保健覆盖率也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４ ．７％ 上升到

２００１年的 ６５ ．８１％ ； ⑦云南省的期望寿命在 １９９５年已达到 ６６ ．４岁 。

表 4唱14 　 1949 — 2001年云南省妇幼保健主要指标进展状况表

指 　 　标 １９４９年 １９５３年 １９７９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１年

孕产妇死亡率／１／１０万 — １５００ z９５ 拻．５ ８１ 4１４９ z．５５ ７８ 眄．１５

婴儿死亡率／‰ — ３１９ 5．９ ７０ {．７９ ６６ 镲．３６ ５３ c．０８ ３０ 眄．４４

新法接生率／％ ３ 亮１９  ．５３ ４５ {．３６ ８７ 镲．２６ ９１ c．４９ ８８ 眄．７４

住院分娩率／％ — — — １５  ．１ ４０ z．１ ５３ 眄．６３

孕产妇保健覆盖率／％ ０ 亮０ 5— ２８ 镲．２２ ５５ c．４９ ８７ 眄．７６

０岁 ～ ６岁儿童保健覆盖率／％ ０ 亮０ 5— ４ 镲．７ ３３ c．５３ ６５ 眄．８１

期望寿命／岁 — — — — ６６ z．４ —

　 　 资料来源 ：枟云南统计年鉴枠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２ 年 。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云南省的妇幼保健工作自建国以来 ，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云南省人民的身体素质 、健康水平提高到了较高的台阶 ，

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基本吻合 。

（二）中医中药投入情况分析

到 ２０００年 ，全省中医院达 １０７家 ，中医药从业人员数近 １１ ０００ 人 ，主任医

师 、副主任医师达 ４００余人 ；形成多个研究所 ，取得 ５０余项成果 ，分别获得国家

级 、省级 、厅级奖项 ，并研制出小柴胡口服液 、臭灵丹等制剂 。同时 ，大力发展了

农村中医中药医疗卫生事业 。但在全省范围内 ，中医中药事业仍缺乏有效管理 ，

医疗队伍逐渐减少 ，加上经费的投入不足 ，设备简陋 ，导致云南省的中医中药事

业的发展日渐衰弱 。民族医学虽有发展但因管理机制太差 ，发展态势不甚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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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医学投入分析

云南省在建国以前 ，被称为“瘴疠之区” ，全省人民贫病交加 ，医疗机构仅仅

有昆华 、云大两家医院 。而目前 ，全省已建成 ５３７ 家县级及县级以上正规医院 ，

并且医疗水平明显提高 。医院软件建设已见成效 。 １９９５年 ，在全省范围内进行

了一次针对“乱办医 ，办医乱”的歪风整治 ，到 ２００１年 ，近万人参加了“护士职业

考试”和“全国医师资格考试”等 ，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医疗卫生资金投入

明显增加 ，大量的硬件设施更新换代 ，已经形成全省医疗软硬件并重的局面 。

（四）医学教育的投入分析

从解放至今 ，云南省已建成 ３所医学院 、１６所中等卫生学校 ，在校生近 ２万

人 ，教职工达 ３ ０００余名 ，专职教师达到 ２ ７００余名 ，在卫生科研方面取得显著成

绩 。云南省还把乡村卫生医学建设作为一个重点来抓 ，把医学教育办到农村 ，在

全省范围内进行医学成人补课教育 、正规化的培训和岗位培训 。

（五）不断发展中的农村医疗卫生

１９５８年 ，全省进行了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３１５个农村合

作医疗站建立 ，全省有赤脚医生 ３１ ３６１名 ；１９８４年 ，合作医疗站解体 ，提倡集体

和个体联合办医 ；１９８７年 ，乡镇卫生院 、卫生室建设步伐加快 ，恢复集体办医 ；

１９９５年 ，全省 １ ５７０个乡镇设有卫生院近 １ ５３９个 ，中心医院 ３１２个 ，已办医院

１ ２２７个 ，床位数达 ２１ ７６３ 个 ，在职职工 ２３ ４１４ 名 ，平均每所医院 １５ ．２ 名 ，有

１３ ４５３个行政村 、办事处设有卫生所 １７ ７９６个 ，乡村医生 、卫生员 ３６ １８０人 ；从

１９９７年起 ，每年由财政安排合作医疗的卫生工作责任目标中将医疗纳入其中 ，

全省有 ６８６ 个乡镇 ２ ５７８ 个行政村开展合作医疗 ，由 １９９６ 年的 １ ．５％ 上升到

２００１年的 １９ ．７７％ ，全省已有 ５７４个乡镇 ３ ５２６个村卫生室实行了乡村卫生组

织一体化管理 ，管理覆盖率以乡镇为单位达到 ３６ ．８７％ ，以村为单位达到

２６ ．３３％ 。

（六）不断进步的卫生防疫

云南省的卫生防疫工作成绩突出 。 １９４９ 年 ，仅死于鼠疫的就达到数百万

人 。解放后 ，伤寒 、霍乱 、白喉 、麻疹和百日咳等病明显减少 。 １９５６年 ，全省控制

住鼠疫 。 １９６０年 ，全省消灭了天花 。霍乱自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很少发生 。 １９８０

年后 ，传染病发病率持续稳中有降 ，“八五”期间下降了 ６９％ 。 １９９５年 ，有 ７２ ６８２

例发病 ，发病率为 １８４ ．５１／１００ ０００ ，为历史最低点 ；全省消灭脊髓灰质炎进程加快 ，

地方病防治成果显著 。到 ２００１年 ，卫生防疫的重点转向卫生监督 ，加强了食品卫

５８第四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时间维度研究



生 、公共场所卫生 、饮用水及化妆用品的监督 ，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见表 ４唱１５）。

表 4唱15 　云南省卫生监督工作主要指标合格率 单位 ：％

指 　 　标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１年

食品卫生合格率 ７４ M．０２ ７９ 5．７２ ８５ 3．４９

公共场所卫生合格率 ７６ M．３４ ８６ 5．９６ ８７ x
饮用水监测合格率 — ７５ z８８ 3．４８

化妆用品监测合格率 — ９４ L．７ ８７ x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情枠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枟云南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２ 年 。

（七）计划生育的投入

１９７５年 ，计划生育事业费投入为 ３２６ 万元 ，到 １９８０ 年增加到 ７５９ 万元 ，

１９９０年的投入为 ６ ２２８万元 ，是 １９８０年的 ８ ．２１倍 ，到 ２００１年投入达到 ２８ ２０７万

元 ，是 １９９０年的 ４ ．５３倍 。 １８３０年到 １９４９年间 ，云南人口净增了 ９３９ ．７万人 ，每

年增加 ７ ．９万人 ，这时期的人口增长呈现二高一低（高出生率 、高死亡率和低增

长）的局面 。 １９４９年到 １９８７年之间 ，净增人口达 １ ９３９万人 ，每年增加５１ ．０３万

人 ，增长速度居全国的第 ６位 。这阶段 ，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经济发展速度 。

１９８７年之后 ，云南人口转为持续低增长 。然而 ，人口形势依然严峻 ，计划生育管

理服务能力还待有进一步提高 。

二 、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投入的区际比较

（一）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投入在全国的地位

如表 ４唱１６ 所示 ，１９８２年 ，西部地区的医生数量为 ３３ ．２万人 ，占全国（１３０ ．７万

人）的 ２５ ．４％ ，每千人有医生 １ ．２３ 人 ，比全国水平（１ ．２９人）少 ０ ．０６ 人 ；医院 、

卫生院床位数量为 ５５ ．９万张 ，占全国比例的 ２４ ．５％ ，每千人有床位 ２ ．０６张 ，比

全国水平多 ０ ．０３张 。 １９９０年 ，西部地区的医生增加到 ４６ ．３ 万人 ，占到全国比

例的 ２６ ．３％ ，每千人有医生 １ ．４９人 ，与全国水平相比 ，少 ０ ．０５人 ；医院 、卫生院

床位数量为 ６９ ．３万张 ，占到全国比例的 ２６ ．４％ ，每千人有床位 ２ ．２３张 ，与全国

水平相比 ，少 ０ ．０５ 张 。 ２０００ 年 ，西部地区的医生数量为 ５１ ．７ 万人 ，占全国

（２０７ ．６万人）的 ２４ ．９％ ，每千人有医生 １ ．５６ 人 ，比全国水平（１ ．６８人）少 ０ ．１２

人 ；医院 、卫生院床位数量为 ７６ ．３万张 ，占全国比例的 ２５ ．９％ ，每千人有床位

２ ．０６张 ，比全国水平少 ０ ．０７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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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唱16 　西部地区医疗卫生投入与全国比较

时 　 　间 １９８２ 4１９９０ y２０００ Ζ
地 　 　区 全国 西部 全国 西部 全国 西部

医生数量／万人 １３０  ．７ ３３ ┅．２ １７６ c．３ ４６ 铑．３ ２０７ è．６ ５１  ．７

每千人有医生数量／人 １ 儋．２９ １ {．２３ １  ．５４ １ 览．４９ １ c．６８ １ 眄．５６

医院 、卫生院床位数量／万张 ２２８ 儋．０ ５５ {．９ ２６２  ．４ ６９ 览．３ ２９４ c．８ ７６ 眄．３

每千人有床位数量／张 ２ 儋．０３ ２ {．０６ ２  ．３０ ２ 览．２３ ２ c．３８ ２ 眄．３１

　 　 资料来源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１ 。

（二）云南省医疗卫生投入的区际比较

就北京 、广东 、云南和湖北卫生事业的部分指标进行了大体上的对比（见

表 ４唱１７） 。在选择的这 ４个直辖市和省份当中 ，卫生事业各项指标从量化上来

讲有的比较好 ，有的较差 。与北京相比 ，１９９０年 ，北京人口为 １ ０８１ ．９万 ，云南省

为 ３ ６９７ ．２万 ，卫生机构的数量分别为 ４ ９５３个和 ６ ６７１个 ，而平均每千人有床位

数量北京为 ５ ．５５张 ，云南省为 ２ ．０４张 ，平均每千人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 ，北京

为 １０ ．３５ 个 ，云南仅仅为 ２ ．７２ 个 ；１９９５ 年 ，北京平均每千人有床位数量为

５ ．３６张 ，云南为 ２ ．４０张 ，平均每千人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北京为 ９ ．２７个 ，云南

为 ２ ．８６个 ；２０００年 ，北京平均每千人有床位数量为 ５ ．１４张 ，云南降为 １ ．５５张 ，

北京平均每千人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为 ８ ．３９个 ，云南为 ２ ．８９个 。与广东和湖

北比较而言 ，在平均每千人有床位数量和平均每千人有卫生技术人员数量这两

个指标上 ，差距不是很大 ，但还需要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 。

表 4唱17 　北京 、广东 、云南和湖北卫生事业部分指标对比

时间 地区
人口数

量／万人

机构合

计／个

床位合

计／个

平均每千人有

床位数量／张

卫生技术

人员数量／人

平均每千人有卫生

技术人员数量／人

２００１年 北京 １ ３８２ 侣６ １７６ 6７１ ０００ 靠５ #．１４ １１６ ０００ /８ !．３９

广东 ８ ６４２ 侣１３ ４９９ 6１６８ ０００ 靠１ #．９４ ２６５ ０００ /３ !．０７

云南 ４ ２８８ 侣１３ ３５６ 6９８ ０００ 靠１ #．５５ １２４ ０００ /２ !．８９

湖北 ６ ０２８ 侣１１ ０６５ 6１４３ ０００ 靠２ #．３７ ２３９ ０００ /３ !．９６

１９９５年 北京 １ ２５１ 侣４ ９５５ 6６７ ０００ 靠５ #．３６ １１６ ０００ /９ !．２７

广东 ６ ８６８ 侣８ ８４８ 6１４９ ０００ 靠２ #．１７ ２２９ ０００ /３ !．３３

云南 ３ ９９０ 侣６ ３９５ 6９６ ０００ 靠２ #．４ １１２ ０００ /２ !．８６

湖北 ５ ７７２ 侣９ ７４４ 6１５８ ０００ 靠２ #．７４ ２３２ ０００ /４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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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地区
人口数

量／万人

机构合

计／个

床位合

计／个

平均每千人有

床位数量／张

卫生技术

人员数量／人

平均每千人有卫生

技术人员数量／人

１９９０年 北京 １ ０８２ 侣４ ９５３ 6６０ ０００ 靠５ #．５５ １１２ ０００ /１０ 6．３５

广东 ６ ２８３ 侣８ ９８９ 6１２４ ０００ 靠１ #．９７ １９５ ０００ /３ 6．１

云南 ３ ６９７ 侣６ ６７１ 6８５ ０００ 靠２ #．０４ １０２ ０００ /２ 6．７２

湖北 ５ ３９７ 侣１０ ４７２ 6１６３ ０００ 靠３ #．０２ ２０９ ０００ /３ 6．８７

　 　资料来源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１ 。

三 、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投入与人力资本开发

近几年里尽管欠发达地区（以云南省为例）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 ，但与全国水平和较发达地区相比较 ，医疗卫生投入与人力资本开发之间的投

入产出关系尚未达到最大效益的程度 ，仍然存在许多弊端 。这必然导致人力资

本在形成过程中缺乏有计划 、有步骤和合理地进行 。在弊端面前 ，我们应该作相

应的思考 。

第一 ，医疗卫生的资金和人才的投入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支持 。

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的投入不足 ，首先是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不足 。在很长时

期里 ，欠发达地区在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上不足 。近些年来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

济发展的不断一致 ，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在明显增加 。但这种增加在以后的时

间里仍然需要加大 。其次是医疗卫生人员在数量上有待增加 ，在素质上有待提

高 。要集中时间和资金进行医疗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在人

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欠发达地区虽然取得了较稳定的医疗卫生投入的增长 ，但

还有待加强 ，与发达地区比较（如北京） ，还十分薄弱 。从发展来讲 ，我们有很大

的优势 。因而 ，我们的发展仍需加大投入力度 ，而这种投入 ，不仅仅是简单的资

金经费投入 ，而是具有针对性地加大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投入和医疗硬件设施

的投资 。而作为欠发达地区 ，农村医疗卫生应作为重点考虑对象 。

第二 ，医疗卫生投入缺乏有效管理 。欠发达地区的卫生投入的力度比较大 ，

但是在管理上缺乏有效的运作 。例如 ，应在医院硬件和软件的投入比例上具体

管理 ，加强医院内部的人事管理 ，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和医疗水平较高的医疗人员

等 。医疗卫生投入的有效管理可以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有效的管理机制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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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医疗水平 ，对全民的健康提供有力的后备支持 。

第三 ，农村医疗工作还很薄弱 。目前 ，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投入 ，充分发掘农

村人力资本是中国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的重点 。因此 ，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应成

为 ２１世纪初期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投入的重点 。欠发达地区是以农村为主的

地区 ，农村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对整个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影响很大 。目前 ，农

村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在加大 ，但就全区而言 ，一些较为偏僻的地区的农

村医疗卫生投入不足 ，而有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医疗卫生的投入又过于集中 ，

即区域的差异性很大 ，农村医疗工作还很薄弱 。因此 ，很有必要加大欠发达地区

的农村医疗卫生投入 。①

第四 ，中医和民族医疗仍需加强 。 欠发达地区的中医中药和民族医疗一度

呈现工作十分薄弱 、中医药队伍连续负增长 、中医医疗机构数量少 、质量不高 、人

才出现不足等问题 。所以 ，加大中医和民族医疗的投资力度 ，加强中医和民族医

疗人员的培养是解决欠发达地区目前中医和民族医疗面临的问题的关键 。欠发

达地区多是集中了中国中医和民族医学的地区 ，因此 ，中医和民族医疗卫生的投

入将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提供有效的辅助力量和有效的动力源泉 。

第五 ，卫生法制与监督工作亟需加强 。提倡对卫生的法制建设和监督工作

是欠发达地区面临的一个难题 。目前 ，欠发达地区卫生的法制建设和监督工作

还很落后 ，在一些较为贫困的地区尚未建立有效的法制和监督机制 ，广大居民对

卫生的法制 、监督观念尚未形成 。因此 ，要通过学习和借鉴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

优秀监督机制和法制建设 ，加大法制建设力度 ，为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提供有

力的法律保障 。

第四节 　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才积累

一 、有关的人才理论分析

　 　环境是某一中心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外部条件或因素 ，人力资本的

形成受到所处环境因素的促进或制约的作用 。与之相关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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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枠 ，２００１（２） 。



经济环境因素 、科学技术环境因素 、政治法律环境因素 、人口环境因素 、社会文化

环境因素等 。

关于人才的定义 ，人才学研究领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按照侧重点和着眼点

的不同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 ①

（１）强调创造性和贡献 。认为人才“是指那些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 ，对

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 ，对认识社会 、改造社会 ，对人类进步做出了某种较大贡献的

人 。”“人才 ，是德才兼备 ，在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 、服务人民的过程中 ，通过创造性

的自由劳动 ，能够取得有效成果 ，为增添 、捍卫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做出贡献的

人 。”“凡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 ，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 ，为人类的进步和社

会的发展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领域中做出一定贡献的人 ，就可称得上

人才 。”

（２）强调能力 。认为主要应该是指具有做出“较大贡献”的潜力的人 。这里

的“潜力” ，主要是指潜在的能力 。 “人才就具备了做出某些较大贡献的能力的

人 ，人才是成才的内在多因素的有机结合体 。”“人才即具有可以做超乎于一般人

之上的贡献的”人 。

（３）认为“人才”即有“才”的人 ，“才”是知识和能力的有机结合 。

（４）强调创造性和进步性的统一 。认为人才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

行了创造性劳动的人” 。

从人才的内涵中可以看出人才是特殊的人力资本 ，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人

力资本其资本贡献率更高 。某一区域各类人才尤其是现代高新技术 、高层管理

人员等稀缺人才越多 ，区域发展的潜力越大 。因此 ，尽最大可能地开发人才 、积

累人才 、使用人才是区域谋求发展的重要手段 。

人才的积累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进行 ： ① 本区域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开

发获得 。前面从学校教育 、职业培训和医疗卫生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 。 ② 区域

内部以及区域间的人才流动 。人口流动性是现代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 。流动改

变了人的经济机会 、决策方式 ；在流动中也使得整体的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因而

流动会增进人力资本 。人才的流动可以推动人才比例的调整和人才结构的改

革 ，有利于经济结构合理化 ，提高经济效益 。人才的科学的 、合理的流动 ，也有助

于人才造就的科学化和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 。因此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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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吸引人才的条件 ，从人力资源的流动中获得人力资本 ，是一种节省时间 、节省

费用的高效率的人力资源投资 。以下主要分析区域社会经济环境与外部人才引

进的关系 ，以期达到人才积累的目的 。

人才的引进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才能达到促进本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理论上 ，人才引进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 ，适应性原则 。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

体制的改革决定着一个时期内人才流动的方向 ，人才合理流动必须与区域经济

结构调整相适应 、协调 。同时 ，引进人才类型 、数量 、部门等都要考虑具体的区域

情况 。第二 ，正向性原则 。人才的正向流动与人才的逆向流动相对 ，它使人才流

动合理 ，使人才流向社会生产最需要的地方 、部门 。目前 ，国际上和中国大部分

地区都存在人才的逆向流动 ，比如农村流向城市 ，小城市流向大城市 ，边远地区

流向内地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 ，人才的流动是逆向性的 ，导致欠发达地区的滞

后发展 。此类地区应充分开发区域优势 ，引进急需人才并挽留本地人才以抵消

人才外流的负面影响 。第三 ，双向性原则 。根据社会 、经济 、科技发展 ，应允许人

才在各个领域流动 ，特别是在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人才流时 ，人才既要能“进”又要

能“出” ，达到知识技能等信息的交流和使用效率最优化的目的 。

二 、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才积累

人才是知识 、技能和信息等要素的载体 ，人才的流动实质上伴随着技术的扩

散和传播 。人才流动的动因可以包括 ：薪水和福利 ，事业和发展机会 ，公平对

待 、尊重和工作表现的肯定 ，兴趣驱动 ，关系驱动等 。可以看出 ，经济因素和个人

的发展前景是导致人才流动的最大动因 。如果某一区域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

能够提供个人发展的空间 ，那么它将会成为最佳人才流入的地域 。因此 ，有必要

对具体区域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行分析 ，找出吸引人才的区域优势条件并分析目

前的紧缺人才类型 ，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法 。

（一）云南省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分析

引起人才积累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利用 ，高数量和高质

量的人才需求是人才积累的最大动力 。

在一段时期内 ，与低层次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云南省在人才成长 、发展

和创业环境方面尚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在人才数量 、质量和结构层次上处于比较

弱势状态 。就是在西部 １２个省市区中 ，云南省的人才数量 、质量和环境也不占

优势 。 １９９５年 ，全省各类人才总量为 ９５ ．２３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 ２ ．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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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全国平均数 １ ．４６ 个百分点 ；全省专业技术人才 ７６ 万多人 ，低于四川 、陕

西 、重庆 、新疆 、内蒙等省市 ；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才为 １５０人 ，在职高级专业

技术人才占专业技术人才的比例为 ２ ．６５％ 。 ２０００年 ，全省人才总量达 １１５万多

人 ，在职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占专业技术人才的比例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２ ．６５％ 提高到

了 ３ ．２％ 。可以看出 ，云南省人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

到 ２０１０年 ，各类人才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 ３ ．９９％ ，国民人均受教育时间

达到 ７年 ，省属专业技术人员中高职人数增加到 ３ ．１５万人 ，全省拥有中专以上

学历的人才达到 １９０ 万人左右 。① 云南省未来 １０ 年对人才的需求预测见

表 ４唱１８ 。

表 4唱18 　云南省未来 10年对人才的需求预测

有关指标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 ６年 ６ 烫．５年 ７年

人才占总人口比重 ２ |．７９％ ３ 亮．４２％ ３ 铑．９９％

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才 １２０万人 １５万人 １９０万人

对研究生的需求 ４ ７２５人 ７ ７００人 １ 创．０７万人

　 　 资料来源 ：李宏等 ：枟云南省教育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研究枠（研究报告） ，４１ 页 ，２０００ 。

（二）经济环境

从宏观上讲 ，经济环境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及其增长趋势 、

国民收入 、国民生产总值等经济发展的整体特征 。以云南省为例 ，经济环境具体

表现在以下方面 ：

１ ．经济活动实力

２００１年云南省财政收入为 １９１ ．２８ 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 ．２２％ ；财

政支出为 ４９６ ．４３ 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３ ．９３％ 。 全省粮食总量为

１ ４８６ ．３万吨 ，居全国第 ４位 ，西部第 ３位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２ ０７４ ．７１亿元 ，

居全国第 １８位 ，西部第 ３位 ；地方财政收入 １９１ ．２８亿元 ，居全国第 １６ 位 ，西

部第 ３位 ；人均 GDP为 ４ ８３９ ．５４ 元 ，居西部第 ９位 ，在全国排名倒数第 ４位 ，

上海为 ３０ ６７４ ．３５元 ，约是云南的 ６倍 。从产业构成来看 ，第二产业占国内生

２９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李宏等 ：枟云南省教育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研究枠（研究报告） ，４１页 ，２０００ 。



产总值的比重为 ４２ ．４９％ ，居西部第 ５ 位 ，第三产业的比重为 ３５ ．８％ ，仅高于

新疆 ，位居西部第 １１位 。

从产业构成来看 ，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４２ ．４９％ ，居西部第 ５

位 ，第三产业的比重为 ３５ ．８％ ，仅高于新疆 ，位居西部第 １１位 。

２ ．对外经济影响能力

２００１年云南进出口商品总值为 １９ ．８９亿美元 ，居全国第 ２０位 ，西部第４位 ；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 ６ ４５７万美元 ，居全国第 ２７位 ，西部第 ７位 ；外商投资

企业为 １ ６３２家 ，居全国第 ２３位 ，西部第 ４位 ；外商企业投资总额为 ５３ ．７７亿美

元 ，居全国第 ２４位 ，西部第 ５位 。

３ ．科技实力

２００１年云南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有专业技术人员 ６３ ．１７万人 ，居全国第 １３

位 ，西部第 ２位 ；科研机构实验发展经费为 ３１ ２８１万元 ，居全国第 １６位 ，西部第

３位 ；三种专利（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申请受理 １７９３项 ，居全国第 ２２位 ，

西部第 ６位 ；专利申请授权 １ ３７４项 ，居全国第 １８位 ，西部第 ３位 。综合评分 ，

云南省科技实力居西部第 ４位（见表 ４唱１９） 。

表 4唱19 　 2001年云南省科技成果情况

项 　 　目
发表科技

论文／篇

出版科技

著作／种

专利申

请数／件

发明专利

申请数／件

拥有发明

专利数／件

总 　 　计 １３ ５６６ W４６２  ３２８  １６８  ２６４  
科研与技术开发机构 ２ ０８３ @６３  ３７  ３２  １６  
全日制普通高校 ８ ３４６ @３７３  ３４  ２７  １２  
大中型工业企业 — — １２０  ２４  １１３  

其他 ３ １３７ @２６  １３７  ８５  １２３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２００２ 。

从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科研机构试验发展经费 、三种专利申

请受理授权几项指标来看 ，云南省科技实力居全国中等水平 ，对中高级人才具有

一定的吸引力 。总体上看 ，云南省自然科学研究各级活动人员数量有下降的趋

势（见表 ４唱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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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唱20 　全省分行业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各级活动人员数 单位 ：人

年份 农 、林 、牧 、渔 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邮

电通信业

社会服

务业

卫生体育和

社会福利业

科学研究与综

合技术服务业

１９８５ Z１ ９５６ 7３ ５２２  ６０  １９３ �— ８４５ 牋１ ３４０  
１９９０ Z２ ８０１ 7５ ００６  ８９  １９０ �９８ 换８１４ 牋１ ８９０  
１９９５ Z２ ８２１ 7２ ６０６  ６７  １７５ �１１５ 舷８７５ 牋１ ９４３  
２０００ Z２ ８１９ 7１ ７５４  ８２  １５２ �２５８ 舷３２１ 牋１ ７２６  
２００１ Z２ ９７８ 7１ ６０９  ８２  １３８ �２２０ 舷４０６ 牋１ ７４８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资料枠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２年 。

表 ４唱２１中的数据表明 ，与 １９９０年相比 ，２００１年文教 、科学 、卫生事业费有大

幅的增长 ，科研环境及社会生活有明显的改善 ，社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

表 4唱21 　全省主要年份文教 、科学 、卫生事业费分项目数 单位 ：万元

年份
文化

事业费

计划生育

事业费

教育

事业费

卫生

事业费

公费

医疗费

体育

事业费

科学

事业费

１９７５ 摀９８２  ３２６  １１ ９４４ W４ ２６７  １ ０６５ 忖４８０ 悙３４９ I
１９８０ 摀１ ６８１  ７５９  ２３ ０３２ W７ ７９０  １ ９１９ 忖８８２ 悙５３６ I
１９９０ 摀７ ２４７  ６ ２２８  １２２ ８３１ W２８ ８３１  １９ ４８３ 忖４ ９９０ 悙７ ８３２ I
２００１ 摀２８ ６６６  ２８ ２０７  ７６２ ７９７ W１２８ １１３  １０９ ９５１ 忖１６ ３０３ 悙３４ ４３５ I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资料枠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２ 。

４ ．日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 ，初步建立了“多层次 、全覆盖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管理服务

社会化”的新型养老保险体系 。 ２０００年底 ，全省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离退休人

员达到了 ６４ ．８７万人（其中企业离退休人员 ６１ ．５８ 万人） ，全年共发放养老保险

金 ４１ ．９６亿元 ，凡参加保险的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都百分之百按时足额发放 。

全省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达到了 ９６％ 。

第二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也取得明显的成效 。到 ２０００年

底 ，全省滞留中心的下岗职工有 ５ ．７８ 万人 ，进入中心的下岗职工百分之百签订

了协议 ，其中有 ５ ．６７万人足额领取了基本生活费 ，占总数的 ９８ ．１％ 。全年全省

通过各种渠道共筹集到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２ ．５０ 亿元 ，其中企业筹集 ４ ５１７ 万

元 ，劳动保障部门筹集 ６ ３１４ ．２万元 ；全年共支出基本生活保障资金 ２ ．４５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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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放基本生活费 １ ．４２亿元 ，代缴养老和失业保险费 ９ １８１ ．８ 万元 ，发放门

诊医疗补助费和代缴医疗保险费 １ １５７ ．５ 万元 ，人均月基本生活保障水平达到

３５１ ．８９元 。云南省失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到 ２０００年底 ，全省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人数为 ５ ．４３万人 ，其中新增 ３ ．５４万人 ，比 １９９９年同期增长 ４９％ 。

第三 ，工伤 、生育保险制度逐步完善 。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参保人数达 １０６万人 ，

为企业深化改革 、参与市场平等竞争创造了必要条件 。

从表 ４唱２２可以看出 ，云南省的优抚事业费和社会福利事业费呈逐年增长趋

势 ，与 １９９５年相比 ，２００１年优抚事业费和社会福利事业费分别增长了 ２ ．３８ 倍

和 ２ ．６７倍 。除去吸引人才的最大因素 ———经济吸引力外 ，社会的福利待遇可以

满足个人发展的需求 ，肯定个人的社会价值 。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社会

福利待遇 ，尽可能地吸引各类高级人才聚集到云南省 ，使云南省的经济得以快速

发展 。

表 4唱22 　云南省部分年份优抚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支出情况 单位 ：万元

年 　份 优抚事业费 社会福利事业费

１９８５ 痧１ ２６５ �．５ １０ １３６ '．５

１９９０ 痧３ ５３９ �．７ ４０ ９４８ '
１９９５ 痧６ ２９３ �．８ ３６ ９１６ '
２００１ 痧１４ ９７６ �．５ ９８ ７８２ '．６

　 　 资料来源 ：枟云南省统计年鉴枠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２ 。

５ ．政府政策 、措施与人才流动

为了从根本上增强对人才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云南省注重优化人才创业环

境 ，发展人才的增量优势 ，提升人才的质量优势 ，开发人才的效益优势 。

第一 ，２０００年 ，云南省先后出台了枟关于加快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的

决定枠 、枟关于鼓励省外来滇投资发展若干规定枠等文件 ，为云南省的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通过“首届北美经贸洽谈暨中国留学人员人才交流会” ，云

南省面向海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 ，与 ４００余名留学生 、美国学者进行洽谈 ，签订

了 ９个合作项目 。此外 ，枟云南省人才人事工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个体私营

经济服务的实施意见枠从 １４个方面为高新技术产业和个体私营的发展提供了人

事服务 ；制定了枟关于对发展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做出突出贡献人员实行奖励

的意见枠 ，拓展了人事工作的服务领域 。

５９第四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时间维度研究



第二 ，云南省采取举办人才信息发布会 、毕业生供需见面会等形式 ，积极引

导人才到企业和非公有制单位就业 ，并利用人才市场举办洽谈会以推行人事代

理制度的形式 ，为 １８ ７４１名流动人员与用人单位达成了意向协议 ，为 ４４４ 名统

配生和 ３６９名自费生在非国有单位找到了工作 。 ２０００ 年省级人才市场由 ７００

多平方米迁址扩建为 ５ ０００多平方米 ，成为西部最大 、全国一流的人才市场 ，年

均共举办各类人才供需洽谈会 ３５ 场 ，有 ３ ６５６ 人用人单位设摊招聘 ，进厂求职

人数达 ６９ ３６０人 ，达成用人意向 １８ ７４１人 。云南省还利用国际互联网建立了网

络人才资源库 ，开辟了网上市场 。

第三 ，在人才引进和积累上 ，云南省注重创新人事制度 。进一步完善人事分

类管理制度 ，加快并深化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创新人事服务 ，全

面强化为人才服务 、为用人单位服务 、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意识 ；创新人事管

理 ，彻底改变“封闭自守”的人事管理模式 。

三 、欠发达地区人才积累的优劣势分析

云南省是一个山区和边疆省份 ，由于受交通和地理条件的制约 ，社会经济发

展在全国属于欠发达地区 ，全省 １２８个县（市 、区）中就有 ７６个国家级贫困县 ，到

２０００年底还有 １６０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另外 ，云南省的工业化水平还比

较低 ，第一产业比重较大 ，仍然是一个农业省 。要加快云南省的经济发展速度 ，

缩小和东部发达省区的差距 ，就应该最大可能地引进各类高技术和管理人才 。

长期以来 ，由于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缺乏 ，严重制约了云南的科技进步

和经济发展 ，主要表现在 ：

第一 ，人才总量不足 ，素质不高 。截止到 １９９９年底 ，全省具有中专以上学历

和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人才为 １１０多万 ，仅占总人口数的 ２ ．６％ ，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１ ．４６ 个百分点 。 人才中 ，有研究生 ３ ７８３ 人 ，占 ０ ．３４％ ；本科生

１７３ ４３２人 ，占 １５ ．７７％ ；专科生 ３２３ ９３８人 ，占 ２９ ．５４％ ；中专生 ４６８ ５３０人 ，占

４２ ．５％ ；高中以下的有 １３０ ３１７人 ，占 １１ ．８５％ 。另外 ，部分人才知识更新慢 ，专

业和英语水平偏低 。

第二 ，人才结构不合理 。 一是从地域分布上看 ，云南省人才主要集中在昆

明 、玉溪 、曲靖三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占了全省人才总数的近 ５０％ ，仅昆明

就集中了全省科技人才的 ３１ ．７８％ 。二是从行业分布上看 ，云南省人才主要集

中在卫生 、教育等部门 ，占 ７０％ 多 ，而如出版 、图书等文化部门中的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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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仅占技术人才总数的 ２ ．３％ 。三是从专业技术人员职务结构比例来看 ，高级

职务人才比重明显偏低 ，而中 、初级人才比重偏大 ，初 、中 、高级比例为 ２５ ∶ ８ ∶

１ ，结构不合理 。高层次人才匮乏 。云南人才数量少 ，导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缺

乏基础 ，进而形成高层次人才匮乏现状 。

第三 ，教育发展滞后 ，文盲率高 ，人口整体素质不高 。长期以来 ，云南省人才

资源开发的基础薄弱且投资有限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极其落后 。 尤其是在边 、

少 、穷地区 ，办学条件差 、学生巩固率低 、流失率高 ，既无力大量开发 、吸纳人才 ，

也难留住现有人才 。 ２０００ 年 ，云南省文盲人口数量达到 ４８８ 万人 ，文盲率为

１１ ．３９％ ，高于同期全国 ６ ．７２％ 的水平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 ，如上海

为 ５ ．４０％ ，广东为 ３ ．８４％ ，江苏为 ６ ．３１％ 。云南省教育发展滞后 ，文盲率高等

状况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

第四 ，人才资源开发难度大 。首先 ，很多成年人文化素质低 ，墨守成规 ，形成

了自我封闭意识 ，信息闭塞 ，缺乏接受新知识 、新技术的现代观念和意识 ；其次 ，

由于城乡差别造成的人才地域分布差异 ，人才的流向基本上是从基层 、乡镇流向

大中城市 ，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 。再次 ，云南省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本障

碍体现为技术人员少 、技术等级不高 、技术人员学历层次低 、人力资源不足与人

力资源闲置并存等方面 。培育人力资本的外部环境较差 、人才流动不合理 、提高

技术人员水平的途径少 、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等是造成企业人力资本障

碍的主要原因 。

看到云南省的劣势所在的同时 ，也要看到云南省空前的发展机遇 。建设绿

色经济强省和东南亚国际大通道是云南省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的发展思路 。

云南省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发展绿色经济是云南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生物

资源的开发 、特色农业的蓬勃发展显示了云南经济发展的潜力 。昆明经济技术

开发区 ２０００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开发区 ，已经吸引了 ４８亿人民币的投资 ，

一批国内外的知名企业落户其中 ，如英国莫斯林公司 、新加坡 KMP 公司 、泰国

正大集团 、香港万裕集团 、健力宝公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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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区域结构与

空间移动 　 　 　 　 　 　

第一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区域结构特征

一 、人力资源区域空间结构的含义与测度

（一）基本含义

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概念里的“空间” ，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绝对空间”和几何

学中的“纯空间” ，而是其中分布着农业 、工业 、城镇居民点 、道路和通信设施 、文

化和商业供应设施等多种类型的客体 ，不断发生着诸如商品生产 、原料和产品的

运输 、信息的传递 、商品的销售等再生产过程 ，以及新区的开发 、人口的流动 、城

镇扩大和新居民点的产生 、新技术的扩散现象 。而这些社会经济要素在空间中

相互作用及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则形成空间结构 。① 空间结构不

仅是经济活动的“容器” ，而且体现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属性和相互关系 ，是社会经

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 ，是区域发展的“指示器” 。②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

必然导致空间结构的改变 。同样 ，一个高层次 、合理的空间结构能促进社会经济

的发展 。可以说 ，空间结构是历史发展的函数 。

人力资源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它的存在 、发展 、变化有其时

间上的阶段性 ，而且又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 。人力资源与

经济发展在空间中相互作用而引起人力资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 ，称为

人力资源区域空间结构 。人力资源在区域内的分布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

应 ，合理的结构必然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反之则出现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 ，甚

至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 。因此 ，研究人力资源的空间结构及其发展过程 ，揭示其

中的规律性 ，对制定区域人口政策 、人力资源的合理再分布以及实现人口资源环

①

②

陆大道 ：枟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枠 ，９９ ～ １００ 页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

陆玉麒 ：枟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研究枠 ，３９ 页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



境的协调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

（二）人力资源区域空间结构的测度

人力资源的地域分布是一个很广的概念 ，从人力资源数量 、素质 、年龄 、性别

及迁移等方面都可以进行区域的划分 ，而且都有静态和动态之分 。人力资源作

为一种生产要素 ，尽管它的分布和人口分布一样受自然环境 、社会 、宗教等因素

的制约 ，但作为经济要素 ，它的空间结构 、分布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

所以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尽量采用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关联度较大的一些指

标进行分析 。

１ ．人力资源比例

人力资源比例是用来衡量其区域分布状况最基本的指标之一 ，其计算公

式为 ：

R１ ＝
HRi

钞 HRi
　 R２ ＝

HRi

Pi

式中 ，R１ 、R２ 分别代表 i区域人力资源占全区域人力资源的比例及 i 区域人力
资源占 i 区域总人口的比例 ； HRi 为 i 区域人力资源数量 ； Pi 为 i 区域人口
规模 。

通过以上计算我们可知道区域人力资源基本分布状况 。

２ ．人力资源密度

人力资源密度是人口密度的外延定义 ，表示单位面积上的人力资源数量 ，其

计量方法与人口密度一样 ，计算公式如下 ：

Dh ＝
HRi

S i

式中 ，Dh 为人力资源密度 ；HRi 同上 ；Si 为 i区域土地面积 。

由于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要素 ，人力资源数量分布是否合理与所占有的土

地面积关系不明显 ，而是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

人力资源经济密度 ，它表示单位经济所占有的人力资源数量 ，其计算公式为 ：

De ＝
HRi

GDPi

式中 ，De 为人力资源经济密度 ；GDPi 为 i区域国内生产总值 ； HRi 同上 ，但一

般采用直接与经济增长密切的从业人员数量 。

３ ．不均衡指数 、集中指数和再分布指数

考察人力资源的地域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地域状况是相对均衡还是相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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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可以采用不均衡指数 、基尼系数或集中指数 ，其计算公式如下 ：

U ＝
∑
n

i ＝ １

２
２
（xi － yi ）

２

n

G ＝ ∑
n

i ＝ １

xi y i＋ １ － ∑
n

i ＝ １

xi＋ １ yi 　 　 C ＝
１
２ ∑

n

i ＝ １

| xi － yi |

式中 ，U为不均衡指数 ；G为基尼系数 ；C为集中指数 ；n为区域数量 ； x 为各
区域人力资源占总人力资源的比重 ；y为各区域 GDP占总 GDP的比重 。

U 、G 、C越小 ，表明人力资源的分布越均衡 ，反之则说明人力资源的分布差

异性显著 。

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这一演变过程一般

称为人力资源的再分布 。它可以用再分布指数 R加以度量 ，其计算公式如下 ：

R ＝
１
２ ∑

n

i ＝ １

| yi ，t＋ m － yit |

式中 ，n为区域数量 ；yit为 i区域在 t时人力资源占总人力资源的比重 ； yi ，t ＋ m为

i区域在 t ＋ m时人力资源占总人力资源的比重 。

通过人力资源再分布指数 ，可以知道区域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变化的反应

程度 。

４ ．人力资源分布重心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 ·沃尔克于 １８７４年最先提出人口分布重心 ，它是指假设

某区域内每个居民的重量都相等 ，则在该区域全部空间平面上力矩达到平衡的

一点 。① 利用人口分布重心也可以计算出相应的人力资源分布重心 ，其计算公

式为 ：

X ＝
∑
n

i ＝ １

Pi x i

∑
n

i ＝ １

Pi

　 　 Y ＝
∑
n

i ＝ １

Pi y i

∑
n

i ＝ １

Pi

式中 ，X 、Y 分别为某区域人力资源分布重心的坐标 ，通常指经度和纬度 ；n为区
域数量 ； pi 、xi 、yi 分别为 i区域人力资源存量 、人力资源分布重心的坐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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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较小的区域 ，可以取其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坐标作为全区的人力资源分

布重心 。

二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区域空间结构特征

任何人口现象都具有时空统一性 ，离开一定的时空限制的人口是不存在的 ，

各种人口过程都有其地域差异和空间结构特征 。人口的空间构成受自然环境 、

社会经济历史 、政治等因素的制约 ，其中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虽然有很大影响 ，

但它毕竟只提供了一个基础或一种可能性 ，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才是实现人口

在空间上的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可以说 ，人口分布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① 人

力资源作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分布更受到经济发展水

平的决定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空间结构是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函数 。

（一）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分布的基本特征

首先 ，云南省人力资源丰富 。 ２０００年全省劳动适龄人口为 ２ ７４８万 ，占总人

口的 ６４ ．９％ ，在全省 １６个地州市中 ，有昆明 、玉溪 、楚雄等 １１个地区劳动适龄

人口占全区总人口比重高于或等于全省平均水平 ，最高的昆明市达到 ７１ ．１％ ，

而最低的昭通市也达到 ５６ ．３％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８ ．６个百分点（见图 ５唱１） 。

图 ５唱１ 　劳动适龄人口的地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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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全省劳动适龄人口在区域间分布极不平衡 。最高的昆明市劳动适龄

人口占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为 １５％ ，分列第二和第三的曲靖市和红河州分

别为 １２ ．５％ 、９ ．８％ ，而最低的迪庆州其比重仅为 ０ ．８％ ，最高与最低相差约 １８

倍（见图 ５唱２ 、表 ５唱１） 。

图 ５唱２ 　各地区劳动适龄人口占全省比重

表 5唱1 　云南省人力资源构成比例

地区 人口规模／万人 劳动适龄人口／万人 占地区人口比重／％ 占全省比重／％

全省 ４ ２３６ 档２ ７４８ 潩６４ ┅．９ １００ 祆
昆明市 ５７８ 档．１ ４１１ 潩．３ ７１ ┅．１ １５ 祆
曲靖市 ５４６ 档．６ ３４４ 潩．１ ６３ ┅１２ 祆．５

玉溪市 ２０７ 档．３ １３４ 潩．６ ６４ ┅．９ ４ 祆．９

昭通市 ４５９ 档．２ ２５８ 潩．７ ５６ ┅．３ ９ 祆．４

楚雄州 ２５４ 档．３ １６９ 潩．６ ６６ ┅．７ ６ 祆．２

红河州 ４１３ 档２６８ 潩．９ ６５ ┅．１ ９ 祆．８

文山州 ３２６ 档．９ ２０４ 潩６２ ┅．４ ７ 祆．４

思茅地区 ２４８ 档１７４ 潩．４ ７０ ┅．３ ６ 祆．３

西双版纳州 ９９ 档．３ ６６ 潩．６ ６７ ┅．１ ２ 祆．４

大理州 ３２９ 档．７ ２１５ 潩．９ ６５ ┅．５ ７ 祆．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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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人口规模／万人 劳动适龄人口／万人 占地区人口比重／％ 占全省比重／％

保山市 ２３４ d．８ １４９ L．９ ６３ ┅．８ ５ 悙．５

德宏州 １０８ d．３ ７０ L．５ ６５ ┅．１ ２ 悙．６

丽江地区 １１２ d．７ ７２ L．６ ６４ ┅．４ ２ 悙．６

怒江州 ４９ d．２ ３２ L６５ ┅１ 悙．２

迪庆州 ３５ d．４ ２３ L．１ ６５ ┅．３ ０ 悙．８

临沧地区 ２３３ d．３ １５４ L．８ ６６ ┅．４ ５ 悙．６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第三 ，人力资源经济密度的地区差异很大 。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力资源数

量虽然可以表示地区分布的疏密程度 ，但由于人力资源作为经济生产要素 ，地区

分布的疏密与经济发展状况不具有绝对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采用与经济状况相

关的人力资源经济密度作为衡量其分布状况的指标 ，计量方法是 ：

人力资源经济密度 ＝ 从业人员 ／GDP（或国民收入）

单位是人／万元 。通过计算 ，全省人力资源经济密度为 １ ．２６人／万元 ，最高的怒

江州达到 ２ ．８１人／万元 ，最低的玉溪市为 ０ ．４２人／万元 ，两者相差约 ６倍 。通过

分析我们发现 ，人力资源经济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方向变化 ，经济越发达的

地区 ，人力资源经济密度越小 ，人力资源边际经济效益越高 ；相反 ，地区经济越

落后 ，人力资源经济密度越高 ，人力资源边际经济效益越低 。利用人力资源经济

密度指标 ，我们可对全省进行经济类型区划分 ，可将其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昆

明 、玉溪） ；经济发展中地区（曲靖市 、楚雄州等 ６个地区） ；经济落后地区（迪庆

州 、昭通市等 ８个地区）① （见图 ５唱３） 。

第四 ，人力资源质量的空间差异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人力资源的作用

已从数量优势转为质量优势 ，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之一 。下面我们用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及文盲率三个指

标对云南省人力资源质量的区域差异进行比较 。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

E ＝ ∑ I · EI
式中 ，IR为平均受教育程度 ； I为受教育程度 ；EI为相应受教育人数占 ６岁及

以上总人口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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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唱３ 　云南省经济发展类型

IR ＝
PI

Px ≥ １５

× １００％

式中 ，IR为文盲率 ；PI 为文盲人口数 ；Px ≥ １５为 １５岁及以上总人口 。

UR ＝
Pu
Px ≥ ２５

式中 ，UR为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Pu为受高等教育人数 ；Px ≥ ２５为 ２５岁及以上

人口数 。

通过计算 ，我们发现全省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 ，平均仅为 ４ ．０２年 ，区域间的

差异不太明显 。而文盲率最低的是昆明（７ ．６５％ ）和大理（９ ．４９％ ） ，分别低于全

省平均水平 ７ ．７９个百分点和 ５ ．５９个百分点 ；最高的是怒江（３１ ．４４％ ）和迪庆

（２９ ．８５％ ） ，分别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１６个百分点和 １４ ．４１ 个百分点 。最高与最

低相差更高达 ２３ ．７９个百分点 。同样 ，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区域差异也非常明

显 ，全省受高等教育人口占 ２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 １２ ．１％ ，最高的昆明市达

到 ３０ ．７％ ，其次是大理（１３ ．７％ ） ，而最低的昭通市仅为 ４ ．２％ 。所占比重大于

１０％ 的仅有 ４个地区 ，其余 １２ 个地区都小于 １０％ 。这说明云南省高素质人才

普遍还很缺乏 ，远远未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见表 ５唱２） 。以上数据基本反

映出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 ：一方面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历

史因素在其中也起很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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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唱2 　 2000年云南省人力资源质量构成状况 单位 ：％

地区 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文盲人口占 １５岁及以上比例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全省 ４ |．０２ １５ 镲．４４ ０ 铑．１２

昆明市 ３ |．９２ ７ 镲．６５ ０ 铑．３１

曲靖市 ４ |．０２ １６ 镲．２ ０ 铑．０８

玉溪市 ３ |．９２ １６ 镲．２２ ０ 铑．１２

昭通市 ３ |．９９ ２４ 镲．７３ ０ 铑．０４

楚雄州 ４ |．２２ １０ 镲．１６ ０ 铑．１２

红河州 ３ |．８２ ２０ 镲．７３ ０ 铑．０７

文山州 ４ |．２３ １６ 镲．４８ ０ 铑．０５

思茅地区 ３ |．９７ １４ 镲．２３ ０ 铑．０８

西双版纳州 ３ |．９９ １５ 镲．７８ ０ 铑．１０

大理州 ４ |．２３ ９ 镲．４９ ０ 铑．１４

保山市 ４ |．２０ １４ 镲．０３ ０ 铑．０８

德宏州 ４ |．０５ １５ 镲．１ ０ 铑．０９

丽江地区 ３ |．８２ ２０ 镲．８１ ０ 铑．０７

怒江州 ３ |．２３ ３１ 镲．４４ ０ 铑．０４

迪庆州 ３ |．５８ ２９ 镲．８５ ０ 铑．０５

临沧地区 ４ |．１５ １６ 镲．５４ ０ 铑．０６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在这当中 ，非常值得重视的是昆明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

平 、且低于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一般看来 ，这是有违常理的 。笔者认为 ，

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权数有差异 。 尽管会产生如上歧

义 ，但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不乏为衡量区域整体人口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 。

（二）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分布的变动

１ ．人力资源地域分布的数量变动

自 １９６４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到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全省人力

资源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 ３６ 年来 ，全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了 １６ ７５０ ３３１ 人 ，

其中增长量较多的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 、滇东 、滇东北等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

地区 ，向外增长量逐渐减少 ，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见图 ５唱４） 。增长量居前四

位的昆明（３ ０８７ ６８４） 、曲靖（２ ０１２ １８６） 、红河（１ ６２０ ７２７人） 、昭通（１ ４２５ ８３４） ，约

占同期全省增长量的 ４８ ．６％ ，即使增长量较少的迪庆和怒江也分别增长了

１３４ ９３８人及 ２０１ ０７９人 。从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来看 ，增长率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的除昆明外 ，绝大多数位于滇南 、滇西等少数民族地区 ，其中增长率居前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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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昆明（３０１ ．１％ ） 、西双版纳（２５６ ．３％ ） 、德宏（２１０％ ）和临沧（１７５ ．９％ ） ，增长
率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与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量空间分布完全相反的格局（见图５唱５）。

增长率的变化是云南省社会 、经济 、民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昆明由于处于

全省经济的核心 ，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适龄人口 ，如就学人口 、流动人口 、军人 、

外地来昆明工作的人口等 ，而西双版纳 、德宏等地区则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控制政

策的差异 ，出生率大于其他地区 ，从而使得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率较高 。

图 ５唱４ 　 １９６４ —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人力资源增长量的区域比较

图 ５唱５ 　 １９６４ —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人力资源增长率的区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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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人力资源地域分布的密度变动

人口密度表示人口在地域上分布的疏密程度 ，而人力资源经济密度则表

示人力资源对经济的疏密程度 ，它可以衡量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０年这 １１年间 ，云南省人力资源经济密度都有了大幅降低 ，全省人力资源

经济密度已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６ 人／万元下降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２６ 人／万元 ，降幅达

４ ．７４ ，即单位经济所需劳动力越来越少 。 在全省 １６ 个地州市中 ，人力资源经

济密度降幅最大的文山州为 １０ ．３６ ，最低的玉溪也达到了 ２ ．４８ 。 造成云南省

人力资源经济密度大幅下降的原因是近 １０年经济持续增长 ，其速率大于人力

资源增长速率 ，同时人力资源质量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其产出效率增加 。 从

图 ５唱６和图 ５唱７可以看出 ，全省人力资源经济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１９９０ 年 ，

大于或等于 ６人／万元的地区为 ７个 ，大于或等于 ４ 人／万元的地区更高达 １２

个 ，２人 ～ ４人／万元的地区仅有 ４个 ；而到了 ２０００年 ，大于或等于 ４人／万元

的地区已经消失 ，最高的怒江州也仅为 ２ ．８１人／万元 ，２人 ～ ４人／万元的地区

共有 ８个 ，小于或等于 ２人／万元的地区则有 ８个 。尽管人力资源经济密度都

有所下降 ，但全省人力资源经济密度分布以昆明为中心向四周递增的基本模

式仍没有发生变化 。

图 ５唱６ 　 ２０００年云南省人力资源经济密度区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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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唱７ 　 １９９０年云南省人力资源经济密度区域变化

３ ．人力资源重心的地域分布变动 ①

运用前面计算人力资源分布重心的公式 ，笔者对云南省主要年份的人力资

源分布重心进行了计算 ，得出 １９６４ 年人力资源分布重心位于 A 点（E １０６°６′ 、

N ２４°５３′） 、１９８２年位于 B点（E １０２°７′ 、N ２４°５１′） 、１９９０年位于 C点（E １０２°８′ 、

N ２５°３′） 、２０００年位于 D点（E １０２°７′ 、N ２４°５８′）（见图 ５唱８） 。从图上可看出 ，云

南省人力资源重心在近 ４０年来变化不大 ，一直徘徊于以昆明附近为中心的滇中

地区 。人力资源分布重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重心的分布 ，从人力资源分

布及变化来看 ，云南省近 ４０年来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以昆明及周边为中心 。

４ ．人力资源地域分布的集中 、分散变动

云南人力资源地域分布的上述变化 ，又表现为人力资源地域分布的集中 、分

散变化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人力资源的分布表现为

低水平的均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力资源的分布由均衡趋向于集中 ；到了经

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人力资源的分布又渐趋均衡 ，这是一种高水平的均衡 ，是与

经济发展拟合度很高的一种均衡（见图 ５唱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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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的人力资源分布重心系以县为基本单位而得 ；１９６４ 年及 １９８２ 年由于数据收集

的困难 ，是以地区为基本单位而得 ，虽然地域单元偏大 ，但对结果影响不大 。 另外 ，由于合计量单位经纬

度可能有误差 ，所以结果如与其他有差异 ，文责自负 。



图 ５唱８ 　云南省人力资源分布重心的变化

图 ５唱９ 　人力资源分布的发展变化

笔者运用前面的公式分别计算了云南省人力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指数 、集中

指数及再分布指数（见表 ５唱３ 、表 ５唱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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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唱3 　云南省人力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指数及集中指数

时间／年 非均衡指数（U） 集中指数（C）
１９９０  ０  ．０２７ ０  ．２１

２０００  ０  ．０４１ ０  ．２８

　 　 注 ：１９９０ 年采用国民收入及从业人员 ；２０００年采用 GDP 及从业人员 。

资料来源 ：利用云南省第四次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云南统计年鉴（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

表 5唱4 　云南省人力资源再分布指数变化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年

再分布指数 ０  ．０１９ ０ 铑．０２３

　 　 资料来源 ：利用云南省第四次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及云南统计年鉴（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

从以上数据可看出 ，云南省在两个时期的非均衡指数及集中指数相当低 ，这

表明云南省还处于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 ，农业劳动还占绝对比重 ，从而导致人力

资源分布相当均衡 。我们把非均衡指数和集中指数在时间序列上进行比较 ，发

现 ２０００年的非均衡指数和集中指数比 １９９０ 年有了提高 ，从而表明在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相应提高 。从表 ５唱４ 的人力资源再分布指

数也可得出以上同样的结论 。

５ ．人力资源质量地域差异的变动

人力资源质量的变动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００年的 １１年

间 ，云南省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增加了 ０ ．７６年 ，文盲率下降了 ２２个百分点 ，而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却提高了 ９ ．１ 个百分点 。总的说来 ，云南省人力资源质量

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总体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力资源质量还相对较低 。

在省内的区域差异也很明显 ，１１ 年来 ，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最多的是昭通

（１ ．２５年） ，最低的是昆明（０ ．３４年） ；文盲率降幅最大的是思茅 ，下降约 ３０个百

分点 ，其次是临沧（２９ ．６％ ） ，而降幅最低的是昆明（１４ ．２％ ） 。这种变化反映了云

南省近 １０年来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变化最明显的是昆明 ，１１年来提高了 １２ ．３ 个百分点 ；提高最少的是怒江 ，上升

３ ．４个百分点 。这说明一方面高素质人才的地区差距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昆明

在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方面一枝独秀很大程度上是落后地区人才流失的结果

（见表 ５唱５） 。

０１１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表 5唱5 　云南省人力资源质量变化

地区
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 文盲人口占 １５岁及以上比例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全省 ３ 侣．２６ ４ 摀．０２ ３７ 亮．４７ １５  ．４４ ０  ．０３ ０ 种．１２

昆明市 ３ 侣．５８ ３ 摀．９２ ２１ 亮．８７ ７  ．６５ ０  ．１８ ０ 种．３１

曲靖市 ３ 侣．１６ ４ 摀．０２ ４１ 亮．９６ １６  ．２ ０  ．０１ ０ 种．０８

玉溪市 ３ 侣．５７ ３ 摀．９２ ３０ 亮．７８ １６  ．２２ ０  ．０３ ０ 种．１２

昭通市 ２ 侣．７４ ３ 摀．９９ ５１ 亮．６７ ２４  ．７３ ０  ．０１ ０ 种．０４

楚雄州 ３ 侣．７９ ４ 摀．２２ ２８ 亮．７７ １０  ．１６ ０  ．０２ ０ 种．１２

红河州 ３ 侣．０１ ３ 摀．８２ ４０ 亮．６５ ２０  ．７３ ０  ．０２ ０ 种．０７

文山州 ３ 侣．１８ ４ 摀．２３ ４２ 亮．６ １６  ．４８ ０  ．０１ ０ 种．０５

思茅地区 ３ 侣．００ ３ 摀．９７ ４４ 亮．３７ １４  ．２３ ０  ．０１ ０ 种．０８

西双版纳州 ３ 侣．１６ ３ 摀．９９ ３７ 亮．７３ １５  ．７８ ０  ．０２ ０ 种．１０

大理州 ３ 侣．７１ ４ 摀．２３ ２８ 亮．９１ ９  ．４９ ０  ．０２ ０ 种．１４

保山市 ３ 侣．７８ ４ 摀．２０ ２８ 亮．５９ １４  ．０３ ０  ．０２ ０ 种．０８

德宏州 ３ 侣．２４ ４ 摀．０５ ３８ 亮．４３ １５  ．１ ０  ．０２ ０ 种．０９

丽江地区 ３ 侣．２３ ３ 摀．８２ ３８ 亮．２７ ２０  ．８１ ０  ．０２ ０ 种．０７

怒江州 ２ 侣．２３ ３ 摀．２３ ５８ 亮．０７ ３１  ．４４ ０  ．０１ ０ 种．０４

迪庆州 ２ 侣．６５ ３ 摀．５８ ５１ 亮．３５ ２９  ．８５ ０  ．０１ ０ 种．０５

临沧地区 ２ 侣．９６ ４ 摀．１５ ４６ 亮．１８ １６  ．５４ ０  ．０１ ０ 种．０６

　 　 注 ：高等教育包括大专及以上 ；１９９０ 年受高等教育比重未包括研究生人数 ，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未

包括研究生 ，不识字或很少识字受教育年限为 ０ 年 。

资料来源 ：云南省第四次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

第二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空间移动与布局

劳动力的迁移现象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其表现形式有差异 。人口的流迁行为从微观上说是个人的一种成本收益抉择

行为 。在移动前和移动过程中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成本 ，如心理成本 、直接经济

成本 、机会成本等 ；同时通过移动也会产生收益 ，如直接的经济收益和其他非物

质收益 ，这其中就包括移动者素质的提高 ，即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 。人口迁移流

动的投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 ，自舒尔茨 、贝克尔等人创立人力资

本理论时就已明确提出 。舒尔茨在他的巨著枟对人进行投资 ———人口质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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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枠中明确提出 ：“我们已经表明 ，孩子的抚养照顾 、家庭及职业工作的经验 、学

校教育以及健康保健方面的活动 ⋯ ⋯向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适合于居住

的地方迁移 ，是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活动 。” ①现在 ，人口流迁可以提高自

身人力资本存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人口流迁行为从宏观上说是一种劳动力资

源合理配置的行为 。众所周知 ，经济发展决定人口发展 ，反过来人口又反作用于

经济的发展 。如果人口从规模 、结构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则促进经济的发展 ；

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 。在现实区域中 ，往往存在人口经济的不和谐 ，那么通过人

口的迁移流动可进行调节 ，使其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渐趋合理 。

一 、人力资源空间移动特征

（一）人口流动迁移的基本理论 ②

人口流动和迁移是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国内外许多学者专家对其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 ，得出了许多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建立了许多人口流动的模型 。

１ ．人口空间流迁规律

对人口空间流迁规律进行研究的有影响的理论有拉文斯坦人口流迁规律 、

埃弗雷特 · S ．李迁移选择规律和中国胡兆量总结的人口流迁规律 。他们都根

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人口流迁的规律进行了总结 ，内容涉及人口迁移流动

的规模 、流向 、流迁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流迁原因 、迁移选择等多个方面 。我们重

点看一下胡兆量对中国人口流迁规律的总结 ：（１）迁移机制律 ———改善生活条

件是迁移的主要动力 ；（２）城乡迁移律 ———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大量迁入城

市 ；（３）人口结构律 ———性别结构男性多 ，年龄结构青年多 ； （４）迁移距离

律 ———迁移量与距离成反比 ；（５）圈层递补律 ———人口迁移的递补现象 ；（６）双

向迁移律 ———正向迁移与反向迁移并存 ；（７）居住集聚律 ———移民居住集聚性

与文化差异成反比 。该规律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人口流迁的现状 ，对研究中国

人口流迁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

２ ．人口空间流迁机制

拉文斯坦和埃弗雷特 · S ．李对人口流迁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流量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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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距离 、迁移者特征等迁移运动中表现出的客观实际进行理论概括 ，而唐纳德

· F ．博格等人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提出的“推力 —拉力”理论则着眼于研究人

口流迁的机制和原因 ，即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于迁移者的

影响 。这一理论认为 ：迁出地必有种种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推力” ，把当地居民

推出居住地 ；而迁入地必有种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拉力” ，把外地居民吸引进

来 。形成“推力”的因素诸如当地自然资源的枯竭 、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 、农业劳

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率上升 、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 。形成“拉力”的积极因素

诸如较多的就业机会 、较高的工资水平 、较好的生活水平 、较好的受教育机会 、文

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 。当然 ，迁出地也有一些吸引人的积极因素 ，如家人团聚的

欢乐 、熟悉的社区环境 、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 。同样 ，迁入地也有一些排斥人

的因素 ，如单身生活的烦恼 、竞争激烈 、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等 。迁移者总是在

迁出和迁入两地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多寡大小的比较中 ，在迁移后的正负

效益 、利弊得失的权衡之中 ，做出是否迁移的选择 。

３ ．人口空间流迁模型

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 ，是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 。关于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人口流动模型有引力模型 、成本 —效益

模型 、刘易斯模型 、拉尼斯 —费模型 、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这些模型都是

建立在人口流迁 —流迁原因（或决定因素）的分析上 。如引力模型认为 ，流迁量

与两地的人口规模成正比 ，与距离成反比 ；由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T ．W ．舒尔茨于 １９６２年提出的成本 —效益模型认为 ，人口流移是人们追求更大

经济收益的行为决策过程 ，迁移者预期通过实施这一行为将会得到比较大的收

益 。实施过程中的迁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 ，前者是迁移费用（包括

交通 、住宅和食物等方面增加的支出）及迁移时因失业而减少的收入 ，后者则包

括迁移的时间成本 、体力劳动的支出等 ，还包括心理成本（如与亲友分离和对迁

入地感到生疏等感情上的支出等） 。而收益则包括货币收入（如迁移后收入的增

加）和非货币收入（如社会关系的改善 、个人心理的满足等）两部分 。当迁移收益

大于成本时 ，迁移就可能发生 。而刘易斯模型 、拉尼斯 —费模型 、乔根森模型都

从二元经济结构入手 ，分析了人口流迁的决定因素 。托达罗模型认为 ，农业劳动

者是否迁入城市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 ，还决定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

即迁移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差异越大 ，流入城市的人口会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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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源空间移动特征

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源不是对等关系 ，而是一种包含关系 ，这在前面我们已有

论述 。但在以下的分析中 ，我们多采用迁移流动人口数据作为人力资源空间移

动分析的基本数据 。原因有二 ：其一是数据采集的困难 ，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未显示分区的迁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 、从业人员等指标 。其二是迁移人口中

劳动适龄人口占绝对优势 。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全

省迁入人口中 ０岁 ～ １４岁组占全部迁入人口比重为 １２％ ，１５ 岁 ～ ６０岁组所占

比重为 ８４ ．８％ ，６０岁及以上所占比重为 ３ ．２％ （见表 ５唱６ 、图 ５唱１０） 。

表 5唱6 　云南省迁移人口年龄构成

年龄组／岁 比重／％ 年龄组／岁 比重（％ ）

０ ～ ４ *４ 儋．１ ３５ ～ ３９  ７  ．１

５ ～ ９ *４ 儋．１ ４０ ～ ４４  ３  ．５

１０ ～ １４ 刎３ 儋．８ ４５ ～ ４９  ３  ．１

１５ ～ １９ 刎１３ 痧．６ ５０ ～ ５４  ２  ．１

２０ ～ ２４ 刎２２ 痧．９ ５５ ～ ５９  １  ．６

２５ ～ ２９ 刎１９ 痧．４ ６０ ～ ６４  １  ．３

３０ ～ ３４ 刎１１ 痧．３ 　 ≥ ６５  １  ．９

　 　 资料来源 ：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抽样调查数据 。

图 ５唱１０ 　迁移人口的年龄构成

１ ．流向及流量

区域迁移人口一般包括迁出人口及迁入人口 ，两者之差为净迁移人口 ，衡量

指标为迁入率 、迁出率及净迁移率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 ，云南省发生省

际人口迁移人数共约 １ ２０２ ４３０人 ，其中迁入约 ７８３ ５１０ 人 ，迁出约 ４１８ ９２０ 人 ，

净迁入约 ３６４ ５９０人 ，占全国所有发生省际人口迁移的 １ ．８１％ ，远低于全国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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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①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受迁入人口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迁出人口的影

响 ，分析区域人口迁移问题 ，应考虑迁入及迁出 。但在本研究中 ，限于数据来源 ，

省际迁移人口只讨论省际迁入人口部分 。

描述人口的流向及流量 ，可以采用人口迁移矩阵 。该矩阵的列为迁入地

（Destination） 、行为迁出地（Origin） ，所以一般又称为 OD 表 。设由地方区域第

i区域（迁出地）迁向第 j 区域（迁入地）的人口为 Mij ，按迁出地和迁入地写成

OD表的一般形式 ，如表 ５唱７所示 。②

表 5唱7 　区域人口迁移矩阵和 OD表

　 　迁入地（D）

迁出地（O） 　 　

R１ �R２ r⋯ Rj ⋯ Rn 合 　计

R１ !M１１ M１２ ⋯ M１ j ⋯ M１n M１ ·

R２ !M２１ M２２ ⋯ M２ j ⋯ M２n M２ ·

… … … … … … …

Ri Mi１ Mi２ ⋯ Mij ⋯ Min Mi ·

… … … … … … …

Rn Mn１ Mn２ Mnj Mnn Mn·

合 　计 M · １ M · ２ ⋯ M · j ⋯ M · n M · ·

在表 ５唱７中 ，i（i＝ １ ，２ ，．．．，n）、j（ j ＝ １ ，２ ，．．．，n）分别表示区域 i和区域 j ，表
中间的已由区域 i迁向区域 j的人口数 Mij为元素所构成的矩阵即称为迁移矩阵 ：

M１１ M１２ ⋯ M１ j ⋯ M１ n

M２１ M２２ ⋯ M２ j ⋯ M２ n

… … … … … …

Mi１ Mi２ ⋯ Mij ⋯ Min

… … … … … …

Mn－１１ Mn－１２ ⋯ Mn－１ j ⋯ Mn－１ n

Mn１ Mn２ ⋯ Mnj ⋯ M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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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人们也把人口迁移 OD表与迁移矩阵等同看待 ，即把表 ５唱７所示的

OD表直接看作是迁移矩阵 。运用以上理论 ，我们可以构建云南省迁移人口矩

阵（见表 ５唱８） 。

表 5唱8 　云南省人口迁移 OD表和矩阵 单位 ：人

　 　迁出地

迁入地 　

省

内

北

京

天

津

河

北

山

西

内

蒙古

辽

宁

吉

林

黑

龙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昆明市 １ １９２ ５７１ r６４５ Z３０９ C３ ７８０ +１ ８０８  ６６７ �１ ９２４ 邋１ ６９４ 屯３ １００ 抖９８５ 灋９ ４４３ 棗３２ ５６４ 怂
曲靖市 １８２ ９２８ r２６ Z１６ C５１２ +１８４  ９１ �９４ 邋１５０ 屯１５２ 抖１２０ 灋１ ０３２ 棗４ ０８４ 怂
玉溪市 １３６ １４５ r２９ Z１１ C２８２ +１１８  ４９ �４９ 邋５２ 屯１２７ 抖５５ 灋７１９ u２ ０５３ 怂
昭通市 ６５ ８４６ r６１ Z１２ C４５５ +２０３  １３ �２１ 邋４３ 屯２６ 抖２６ 灋１９２ u１ １７５ 怂
楚雄州 １１２ ０３２ r２１ Z２ C１５５ +７１  ４４ �１１３ 邋１１４ 屯１７２ 抖４４ 灋５１４ u２ ０１４ 怂
红河州 ２４４ ３９８ r２１ Z１４ C２０６ +１８３  ５７ �７５ 邋８４ 屯６９ 抖１０５ 灋７４９ u３ ３９３ 怂
文山州 ６１ １３６ r３ Z１ C９２ +３８  １３ �２７ 邋１２ 屯１２ 抖２０ 灋３１１ u２ ０４８ 怂
思茅地区 １６２ ６２０ r１７ Z０ C２０６ +１６５  １８ �３３ 邋４１ 屯１９ 抖７１ 灋５３５ u２ ４４７ 怂
西双版纳州 １２３ ７４９ r３３ Z７ C９３ +８７  １６ �１０２ 邋６０ 屯８３ 抖１３８ 灋２４６ u１ ６７０ 怂
大理州 １１６ ６８９ r８０ Z９ C４８６ +３１９  ６８ �２７８ 邋３６７ 屯１８８ 抖２９ 灋５３２ u３ ３５３ 怂
保山市 ６２ ４８３ r２０ Z４９ C１３０ +８３  ９ �４２ 邋３５ 屯７２ 抖１４ 灋４６４ u１ ７１２ 怂
德宏州 ８１ ２０８ r４５ Z９ C７２ +５６  １１ �７４ 邋３９ 屯８８ 抖５６ 灋３０７ u１ ５８５ 怂
丽江地区 ３７ ０４２ r２３ Z０ C８３ +１２４  １０ �７９ 邋４３ 屯１３２ 抖２６ 灋３０２ u９１２ 怂
怒江州 １８ ７５１ r２ Z０ C２６ +１１  ６ �１５ 邋１９ 屯２４ 抖３ 灋６６ _５３６ 怂
迪庆州 １７ ７５９ r２ Z０ C１５ +４  ７ �４ 邋６ 屯９ 抖１１ 灋８８ _２３０ 怂
临沧地区 ９１ ８８１ r１９ Z５ C９１ +７２  ２１ �２２ 邋８０２ 屯３９ 抖４１ 灋３２１ u２ １３０ 怂
合计 ２ ７０７ ２３８ r１ ０４７ Z４４４ C６ ６４８ +３ ５２６  １ １００ �２ ９５２ 邋３ ５６１ 屯４ ３１２ 抖１ ７４４ 灋１５ ８２１ ６１ ９０６ 怂

　 　迁出地

迁入地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昆明市 ８ ７７４ 父１４ ７３９ 舷１２ ４４１ 骀３ ６２９ �１１ ８７９  ２９ ０１２ +２８ ５０８ B１４ １７９ Y１０ ０１９ p５４１ 噰５５ ２５４ 怂
曲靖市 １ ０１０ 父１ ９９１ 舷１ ２３２ 骀３９０ �１ １７０  １ ８１３ +４ ８２６ B７００ Y１ ０６２ p１０２ 噰６ ６３８ 怂
玉溪市 ５１１ 父１ １８６ 舷８７２ 骀２７３ �５２８  １ １８５ +２ ４５０ B４４４ Y７０１ p２６ 噰２ ３４６ 怂
昭通市 ３３４ 父４３７ 舷２６８ 骀７８ �７４２  ６９７ +１ ２４４ B５８９ Y３８７ p６ 噰１ ０１９ 怂
楚雄州 ７６０ 父７９０ 舷１ ００３ 骀２２３ �６９２  １ ３９０ +２ ３７６ B３６３ Y４６８ p１２ 噰１ ９１６ 怂
红河州 ４４５ 父１ ２１７ 舷１ ２２６ 骀４８７ �１ １７８  １ ７４１ +６ １６８ B１ ２７３ Y２ ６０４ p７６ 噰８ ２００ 怂
文山州 ２５５ 父６９７ 舷６４８ 骀１７６ �３２４  ５２０ +３ ４６５ B１ ７３４ Y３ ９３７ p８５ 噰１ １７８ 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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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迁出地

迁入地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海

南

重

庆

思茅地区 ４９８ 父１ ０６６ 舷１ ８８３ 骀２８３ �１ ２６７  １ ５３４ +６ ０６８ B１ ２１３ Y５００ p２６ 噰３ ８９６ 怂
西双版纳州 ４３９ 父７１１ 舷２ ０２９ 骀１９５ �１ １１９  ６３８ +１６ ３７４ B１ １１０ Y８７６ p１０１ 噰２ ６５２ 怂
大理州 ７４６ 父２ ０８３ 舷９２１ 骀５９６ �９９３  １ ９２５ +３ ９６４ B５６３ Y６８２ p２７ 噰２ ０４１ 怂
保山市 ２０２ 父１ ０５７ 舷６４４ 骀２０１ �４２５  ６５８ +２ ８７２ B３１８ Y５４８ p１１ 噰９５５ 怂
德宏州 １３４ 父１ ５８８ 舷１ ２０８ 骀２２４ �９７２  ９６０ +６ ５５５ B１ ２０２ Y６４２ p２９ 噰１ ０３６ 怂
丽江地区 １６７ 父７４４ 舷５１７ 骀１０６ �２３０  ３９０ +１ ８２２ B１１７ Y２５６ p７ 噰１ ３４０ 怂
怒江州 ４２ 父１９９ 舷１７１ 骀５７ �１３１  ２９５ +１ ０９０ B３１ Y３５８ p６ 噰４１０ 怂
迪庆州 ２２ 父６８ 舷１１０ 骀１３ �７４  ２１０ +８２８ B１５ Y５１ p３ 噰４９３ 怂
临沧地区 ４１０ 父７８２ 舷１ ２７９ 骀４９３ �６５７  １ ５１０ +５ ８８８ B４１８ Y４７８ p２０ 噰１ ０５８ 怂
合计 １４ ７４９ 父２９ ３５５ 舷２６ ４５２ 骀７ ４２４ �２２ ３８１  ４４ ４７８ +９４ ４９８ B２４ ２６９ Y２３ ５６９ p１ ０７８ 噰９０ ４３２ 怂

　 　迁出地

迁入地 　

四

川

贵

州

西

藏

陕

西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合

计

昆明市 ２２４ ２６８ �１０２ ８１７ n５１ c３ １３１ 忖１ ２２４ (３０５ K１３８ 悙９２９ 揪１ ７７１ ３２８ ゥ
曲靖市 ２５ ３６９ �２２ ９７９ n１３ c４２７ 忖９８ (９ K７ 悙４７ 揪２５９ ２７２ ゥ
玉溪市 １４ ８３３ �１５ ５７１ n１５ c３１２ 忖１０８ (３６ K２７ 悙１３０ 揪１８１ ２４３ ゥ
昭通市 １６ ２６６ �３ ５８９ n４ c１ ００５ 忖４４ (２０ K７ 悙１３ 揪９４ ８２２ ゥ
楚雄州 ２６ １６５ �３ ８８２ n１５ c１５５ 忖１４８ (２１ K０ 悙３５ 揪１５５ ７１０ ゥ
红河州 ３２ ５７１ �２１ ７３１ n８ c２７５ 忖５２ (２２ K３５ 悙５４ 揪３２８ ７１７ ゥ
文山州 １２ ３３２ �３ ９２１ n４ c９０ 忖２２ (５ K３ 悙２０ 揪９３ １２９ ゥ
思茅地区 ２４ ６７６ �３ ０１４ n６ c１０３ 忖６２ (１１ K１５ 悙３０ 揪２１２ ３２３ ゥ
西双版纳州 １７ ５５４ �４ １７６ n２ c１７５ 忖２９ (５ K５ 悙３３ 揪１７４ ５０７ ゥ
大理州 １８ １２４ �５ ２２２ n１７ c６５１ 忖１２４ (１５ K５５ 悙５３ 揪１６１ ２００ ゥ
保山市 ８ ５６２ �１ ３４２ n１１ c１３５ 忖５１ (１ K１ 悙２４ 揪８３ １３１ ゥ
德宏州 ９ ５２３ �１ ５０８ n１０ c１８０ 忖２２ (３ K２３ 悙５６ 揪１０９ ４２５ ゥ
丽江地区 １４ ８３２ �７６４ n６ c６８ 忖３４ (１３ K２ 悙２８ 揪６０ ２１９ ゥ
怒江州 ５ ０７１ �１ ９７３ n１ c５２ 忖６８ (０ K１ 悙１２ 揪２９ ４２７ ゥ
迪庆州 ５ １７４ �２９４ n３５ c１５ 忖６１ (０ K０ 悙０ 揪２５ ６０１ ゥ
临沧地区 ２０ ５７２ �２ ２６２ n５ c２１７ 忖５１ (５ K２ 悙３５ 揪１３１ ５８６ ゥ
合计 ４７５ ８９２ �１９５ ０４５ n２０３ c６ ９９１ 忖２ １９８ (４７１ K３２１ 悙１ ４９９ 揪３ ８７１ ６４０ ゥ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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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矩阵很好地显示出了云南省迁入人口的区域构成情况 ，同时也为我们对
迁移人口流向及流量的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 。

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及迁移强度的分析 ，过去多采用迁移率等指标表示 ，这

类指标一般仅考虑迁出地或迁入地一方的人口规模 ，而两地之间的人口迁移 ，通

常要受迁出地和迁入地两方面人口规模的影响 。为了减少以上所说的不利影

响 ，提高分析的质量 ，我们引入现代系统科学中熵的概念及人口迁移选择指数 ，

用定量的方法对云南省人口迁移进行深入分析 。我们对熵取如下定义 ：

E（i） ＝ － ∑
j
［P（ j／i）／１００］ · lnP（ j／i）

式中 ，E（i）为迁入地 i来自各迁出来源地迁入人口所占比重的熵值 ； P（ j／i）为
目的地 i区域的迁入人口中来自迁出来源地 j 区域的比重 。熵越大 ，说明迁入
人口的迁出来源地分布越分散 ；熵越小 ，说明迁入人口的迁出来源地分布越集

中 ；当熵值为 ０时 ，说明迁入人口全部来自某一迁出来源地 。

从表 ５唱９中可以看出 ，全省 １６ 个地区熵值都非常低 ，说明了迁入人口的来

源地相当集中 。我们把省内迁移部分当作一个假想区域时 ，如昆明市的迁入人

口包括省内迁入及各省迁入 ，所得熵值低于仅考虑省际迁入部分的熵值 ，这表明
省内迁移人口对总体迁移人口影响较大 。以上结论可以从具体的迁移比重中表

现出来 。在全省的迁入人口中 ，省内迁移比重达 ６９ ．９％ ，１６ 个地州市省内迁移

比重都达到了 ６０％ 以上 ，这说明了云南省迁入人口集中于省内迁移 （见

表 ５唱９） 。不考虑省内迁移部分 ，昆明市的熵值相对最大（０ ．０２１ ４８） ，说明昆明接
纳的迁入人口来源地相对于其余 １５个地州市比较分散 ，其次是保山（０ ．０２１ ４３）

和文山（０ ．０２０ ５８） ，造成以上三地接纳的省外迁入人口来源地相对分散很大程

度上可能是经济发展状况及边境贸易等因素的结果 。

表 5唱9 　云南省人口迁移选择指数及熵

地 　区
熵

包括省内迁移 仅指省际迁入
人口迁移选择指数

昆明市 ０ 贩．０１３ ３４ ０ Y．０２１ ４８ ３３５ 厖．２２４ ６

曲靖市 ０ 贩．０１１ ９２ ０ Y．０１９ ８８ ５１ 厖．８９６ ８３

玉溪市 ０ 贩．０１０ ４６ ０ Y．０１９ ４７ ９５ 厖．６５８ ３３

昭通市 ０ 贩．０１１ ６ ０ Y．０１７ ８ ２２ 厖．５９０ ８４

楚雄州 ０ 贩．０１ ０６７ ０ Y．０１６ ８７ ６７ 厖．００５ ７９

红河州 ０ 贩．０１０ ５７ ０ Y．０１９ ０１ ８７ 厖．０７３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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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熵

包括省内迁移 仅指省际迁入
人口迁移选择指数

文山州 ０ 挝．０１３ ５ ０ Y．０２０ ５８ ３１ W．１７３ ９１

思茅地区 ０ 挝．００９ ８８ ０ Y．０１８ ９６ ９３ W．６５８ ３９

西双版纳州 ０ 挝．０１１ ５４ ０ Y．０１８ ９５ １９２ W．１９９ ３

大理州 ０ 挝．０１２ ０３ ０ Y．０２２ ２３ ５３ W．５０１ ６３

保山市 ０ 挝．０１０ ９３ ０ Y．０２１ ４３ ３８ W．７３１ ８８

德宏州 ０ 挝．０１１ ３１ ０ Y．０２１ ７２ １１０ W．５８８ ７

丽江地区 ０ 挝．０１２ ６８ ０ Y．０１５ ６４ ５８ W．４８０ ０８

怒江州 ０ 挝．０１３ １４ ０ Y．０１８ １５ ６５ W．４６３ ３４

迪庆州 ０ 挝．０１０ ４６ ０ Y．０１４ ０４ ７９ W．２３３ ２２

临沧地区 ０ 挝．０１１ ６７ ０ Y．０１８ ４３ ６１ W．７２１ ５６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从表 ５唱１０中可看出 ，省际迁入人口绝大部分来源于西南地区的四川 、贵州 、重

庆 ，来自三地的迁入人口占了全部省际迁入的 ６５ ．４％ ，符合人口迁移与距离反向

变化的人口迁移规律 。总之 ，云南省的人口迁移现状是云南经济 、社会 、自然等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可以用人口迁移选择指数进行度量 。①

人口迁移选择指数是以色列学者罗伯托 ·巴奇 １９６５年提出的 ，它是指从一个地

区向另一个地区的实际迁移人数与期望迁移人数之比 。

表 5唱10 　云南省迁入人口源地构成 单位 ：％

　 　迁出地

迁入地

省

内

省

外

其 　 　 　 　中

东北区
黄河中

下游区

长江中

下游区
西南区 东南区 西北区

全省 ６９ 侣．９ ３０ 6．１ ０ |．２８ １ 痧．１０ ６ d．７１ １９ 镲．６７ ２ L．０２ ０ 种．３０

昆明市 ６７ 侣．３ ３２ 6．７ ０ |．３８ １ 痧．２８ ６ d．８７ ２１ 镲．５９ ２ L．２３ ０ 种．３２

曲靖市 ７０ 侣．６ ２９ 6．４ ０ |．１５ ０ 痧．９２ ５ d．４４ ２１ 镲．２１ １ L．４９ ０ 种．２３

玉溪市 ７５ 侣．１ ２４ 6．９ ０ |．１３ ０ 痧．７１ ４ d．３３ １８ 镲．０８ １ L．３０ ０ 种．３４

昭通市 ６９ 侣．４ ３０ 6．６ ０ |．０９ １ 痧．６５ ４ d．１５ ２２ 镲．０２ １ L．５０ １ 种．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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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迁出地

迁入地

省

内

省

外

其 　 　 　 　中

东北区
黄河中

下游区

长江中

下游区
西南区 东南区 西北区

楚雄州 ７１ 侣．９ ２８ 6．１ ０ |．２６ ０ 痧．７８ ５ d．２０ ２０ 镲．５４ １ L．０５ ０ 种．２３

红河州 ７４ 侣．３ ２５ 6．７ ０ |．０７ ０ 痧．６５ ４ d．２１ １９ 镲．０２ １ L．５７ ０ 种．１３

文山州 ６５ 侣．６ ３４ 6．４ ０ |．０５ ０ 痧．６９ ７ d．８０ １８ 镲．７２ ６ L．９３ ０ 种．１５

思茅地区 ７６ 侣．６ ２３ 6．４ ０ |．０４ ０ 痧．９２ ６ d．１４ １４ 镲．８８ １ L．３２ ０ 种．１０

西双版纳州 ７０ 侣．９ ２９ 6．１ ０ |．１４ ０ 痧．８９ １２ d．３４ １３ 镲．９７ １ L．６０ ０ 种．１４

大理州 ７２ 侣．４ ２７ 6．６ ０ |．５２ １ 痧．５８ ７ d．１２ １５ 镲．７６ ２ L．０８ ０ 种．５６

保山市 ７５ 侣．２ ２４ 6．８ ０ |．１８ １ 痧．１０ ７ d．９０ １３ 镲．０８ ２ L．３３ ０ 种．２６

德宏州 ７４ 侣．２ ２５ 6．８ ０ |．１８ １ 痧．２７ ９ d．８７ １１ 镲．０４ ３ L．１６ ０ 种．２６

丽江地区 ６１ 侣．５ ３８ 6．５ ０ |．４２ ０ 痧．９６ ６ d．８７ ２８ 镲．１３ １ L．８７ ０ 种．２４

怒江州 ６３ 侣．７ ３６ 6．３ ０ |．２０ ０ 痧．７９ ７ d．４９ ２５ 镲．３３ ２ L．０２ ０ 种．４５

迪庆州 ６９ 侣．４ ３０ 6．６ ０ |．０７ ０ 痧．４５ ５ d．８６ ２３ 镲．４２ ０ L．５４ ０ 种．３０

临沧地区 ６９ 侣．８ ３０ 6．２ ０ |．６６ １ 痧．０３ ８ d．８０ １８ 镲．１６ １ L．２９ ０ 种．２４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其计算公式为 ：

Iij ＝
Mij

（Pi ／Pt ） Pj ／（Pt － Pi ） ∑
ij
M ij

· k

式中 ，Iij为迁移选择指数 ，Mij为迁出地 i迁向迁入地 j 的人口数 ； Pi 为迁出地 i
的人口数 ；Pj 为迁入地 j 的人口数 ； Pt 为全区域总人口（本文为云南省总人

口） ；k为常数 ，取值 １００ 。如果 Iij大于 １００ ，说明迁出地 i的人口选择向迁入地
j 的趋势强于全区域平均水平 ，Iij越大 ，表示迁出地 i的人口选择迁向迁入地 j
的趋势越强或迁入地 j 对迁出地 i 迁出人口的吸引力越强 ；反之 ，如果 Iij小于
１００ ，说明迁出地 i的人口选择迁向迁入地 j 的趋势弱于全国平均水平 ，Iij越小 ，

表示迁出地 i的人口选择迁向迁入地 j 的趋势越弱 ，或迁入地 j对迁出地 i迁出
人口的吸引力越弱 。

由上式可以推知 ，如果计算一个区域的综合迁出选择指数或迁入选择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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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用下式计算 ：

Ii· ＝
Mi·

（Pi ／Pt ） ∑
i
M i·

· k

I· j ＝
M· j

（Pj ／Pt ） ∑
j
M· j

· k

以上两式中 ，Ii·表示区域 i的综合迁出选择指数 ；I· j表示区域 j的综合迁入选择
指数 ；Mi· 为区域 i迁向其他所有区域的迁出人口总数 ＝ ∑

j
M ij ；M· j 为区域

j的来自其他所有区域的迁入人口总数 ＝ ∑
j
M ij 。

前面已述 ，由于资料受限 ，本文仅采用综合迁入选择指数 I ·j ，对云南省的人
口迁入选择状况进行分析 。全省 １６个地州市的综合迁入选择指数仅有昆明市

（３３５） 、西双版纳州（１９２）及德宏州（１１１）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成为全省迁入人口

的区域选择性较强区域 。昆明市综合迁入选择指数远远大于位列第二的西双版

纳 ，成为人口迁入选择性最强的地区 。而其余 １３个地区综合迁入选择指数均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 ，最低的昭通仅为 ２３ ，这反映出云南省迁入人口的区域选择性

差异显著 。这可以从具体的迁入人口地区构成看出（见表 ５唱１１） 。究其原因 ，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构成 、边境贸易 、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等是其主导因素 。

表 5唱11 　云南省迁入人口地区构成

地区 迁入人口／人 比重／％ 地区 迁入人口／人 比重／％

昆明市 １ ７７１ ３２８ 靠４５ M．７５ 西双版纳州 １７４ ５０７ 膊４ b．５１

曲靖市 ２５９ ２７２ 潩６ M．７０ 大理州 １６１ ２００ 膊４ b．１６

玉溪市 １８１ ２４３ 潩４ M．６８ 保山市 ８３ １３１ 洓２ b．１５

昭通市 ９４ ８２２ 唵２ M．４５ 德宏州 １０９ ４２５ 膊２ b．８３

楚雄州 １５５ ７１０ 潩４ M．０２ 丽江地区 ６０ ２１９ 洓１ b．５６

红河州 ３２８ ７１７ 潩８ M．４９ 怒江州 ２９ ４２７ 洓０ b．７６

文山州 ９３ １２９ 唵２ M．４１ 迪庆州 ２５ ６０１ 洓０ b．６６

思茅地区 ２１２ ３２３ 潩５ M．４８ 临沧地区 １３１ ５８６ 膊３ b．４０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２ ．人力资源城乡移动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 。当前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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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及新技术等在农业领域的不断运用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出现利余 ，大量农业劳

动力的边际收益几乎为零甚至为负 。在这种巨大的推力下 ，又由于城乡二元结

构导致的城乡收益差距异常显著 ，再加上不断松动的户籍管理 ，使得劳动的乡 →

城流动异常活跃 ，已成为当前人口流动的主流 。人力资源的城乡流动无论微观

效应还是宏观效应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 ，本文主要探讨人力资源城乡流动的

现状 。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 ，流入各地州市的人口中心区所占比重都

比较大 ，最大的昆明为 ９０ ．３％ ，绝大部分地区都达到了 ３０％ ～ ４０％ 的水平 。但

也有部分地区如临沧县所占比重较低 ，仅为 １７ ．８％ ，但与本地区的其他县相比

仍是最高的（见表 ５唱１２） 。这说明地区中心区由于经济相对发达 ，对人力资源的

吸引力较强 。特别是昆明市区 ，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 ，吸引了流入昆明市的绝大

部分人力资源 。

表 5唱12 　各地州市中心区流入人力资源及其比重

地 　 　区
迁入人口

／人

比重

／％
地区

迁入人口

／人

比重

／％

昆明市四区及安宁市 、东川区 １ ５９８ ９０５  ９０  ．２７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 ９８ ４１６ 膊５６ J．４０

曲靖市麒麟区 １３４ ７２６ 忖５１  ．９６ 大理州大理市 ６０ ９７１ 膊３７ J．８２

玉溪市红塔区 ５７ ４６８ 怂３１  ．７１ 保山市隆阳区 ４１ １６２ 膊４９ J．５１

昭通市昭阳区 ２７ ３０９ 怂２８  ．８０ 德宏州潞西市及瑞丽市 ６８ ３４１ 膊６２ J．４５

楚雄州楚雄市 ６６ １９４ 怂４２  ．５１ 丽江地区丽江县 ３５ ６３３ 膊５９ J．１７

红河州个旧市 、开远市 １４１ ６７４ 忖４３  ．１０ 怒江州泸水县 １１ ２７２ 膊３８ J．３０

文山州文山县 ２５ ９８１ 怂２７  ．９０ 迪庆州中甸县 １７ ６１６ 膊６８ J．８１

思茅地区思茅市 ６６ ８２８ 怂３１  ．４７ 临沧地区临沧县 ２３ ３８１ 膊１７ J．７７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从流出地来看 ，流入全省 １６ 个地州市的省内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来自乡及

村委会 ，所占比重均超过 ５０％ ，有的达到 ９０％ 以上 ，如文山（９１ ．７％ ） ；而来自

居委会和街道所占比重很小 ，最高的昆明达到 ４９ ．３％ ，其余的均低于 ３０％ ，最

低的文山仅为 ８ ．３％ （见表 ５唱１３ 、图 ５唱１１） 。这基本满足了当前人口城乡流迁

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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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唱13 　云南省各地区省内流入人口的城乡构成

地区 乡及村委会／人 比重／％ 居委会和街道／人 比重／％

全省 １８５ ９９２ 沣６８ 亮．１９ ８６ ７６５ m３１  ．８１

昆明市 ５０ ４６４ 烫５０ 亮．７３ ４９ ００７ m４９  ．２７

曲靖市 １７ ７０２ 烫８１ 亮．５０ ４ ０１７ V１８  ．５０

玉溪市 １０６７１ 破７２ 亮．１０ ４ １３０ V２７  ．９０

昭通市 ９ ４２３ 档７２ 亮．７９ ３ ５２３ V２７  ．２１

楚雄州 １０ １０７ 烫７２ 亮．１４ ３ ９０３ V２７  ．８６

红河州 １６ ３７２ 烫７１ 亮．６６ ６ ４７６ V２８  ．３４

文山州 １０ ２３２ 烫９１ 亮．６８ ９２９ 4８  ．３２

思茅地区 １３ ０７４ 烫８１ 亮．０９ ３ ０４８ V１８  ．９１

西双版纳州 ８ １１３ 档８５ 亮．２４ １ ４０５ V１４  ．７６

大理州 １２ ４４４ 烫７６ 亮．８０ ３ ７５９ V２３  ．２０

保山市 ７ ６８２ 档８１ 亮．０８ １ ７９３ V１８  ．９２

德宏州 ５ ７９６ 档８１ 亮．２２ １ ３４０ V１８  ．７８

丽江地区 ４ ３９５ 档７９ 亮．１０ １ １６１ V２０  ．９０

怒江州 １ ９７８ 档７９ 亮．８５ ４９９ 4２０  ．１５

迪庆州 １ ０８２ 档７４ 亮．４２ ３７２ 4２５  ．５８

临沧地区 ６ ４５７ 档８２ 亮．１５ １ ４０３ V１７  ．８５

　 　 资料来源 ：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抽样调查数据 。

图 ５唱１１ 　云南省流入人口来源地构成

３ ．流动人力资源文化构成的区域比较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力资源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对迁移人口到迁入

地的再就业影响也较明显 。首先从总体上看一下云南省迁入人力资源总体文化

构成 。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及初中为主 ，两者合计所占比重达５９ ．６％ ，占

了全部迁入人口的一半还强 。如果把未上学 、扫盲班及小学划为低层次人力资

源 ，把初中 、高中及中专划为中级人力资源 ，把大专 、本科及研究生划为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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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 ，则迁入人口低层次比重为 ３６ ．２％ ，低于全省该层次人力资源比重

（６０ ．４％ ） ；中级人力资源比重为 ５３ ．４％ ，高于全省该层次比重（２７ ．９％ ） ；高层

次人力资源比重为 １０ ．５％ ，高于全省该层次比重（２ ．０％ ）（见图 ５唱１２） 。通过比

较可知 ，迁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全省平均受教育程度 ，对迁入地整体人

力资源质量提高起到了良好作用 。这其中省内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略高于省外

迁入人口 ，表现在低层次人力资源比重省内（３５ ．３％ ）小于省外（３９ ．３％ ） ，高层次

人力资源比重省内（１１ ．８％ ）高于省外（５ ．５％ ） 。今后云南省应注意省外高层次

人力资源的引进 。表 ５唱１４ 和图 ５唱１３ 给出了不同类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 ，

可见其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

图 ５唱１２ 　非迁移人口与迁移人口的文化构成比较

表 5唱14 　不同类型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 单位 ：％

未上学 扫盲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非流动人口 １２ 摀．１８ ３ 侣．３８ ４４  ．８０ ２１ d．２９ ３ 拻．９１ ２ 刎．６７ １  ．３６ ０ c．６２ ０ 种．０３

流动人口 ５ |．９２ ０ 侣．９２ ２９  ．３２ ３０ d．３２ １０ ┅．０５ １３ 镲．０２ ６  ．３４ ３ c．９４ ０ 种．１８

　省内 ６ |．０９ １ 侣．０４ ２８  ．１５ ２６ d．７４ １０ ┅．４０ １５ 镲．７８ ７  ．４６ ４ c．２０ ０ 种．１５

　省外 ５ |．３０ ０ 侣．４８ ３３  ．５６ ４３ d．２７ ８ 拻．８０ ３ 刎．０４ ２  ．２８ ３ c．００ ０ 种．２７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力资源在区域间的构成差异明显 。这里采用前面

利用人力资源经济密度指标划分的三类地区各取一个地区为代表 ，来分析流动

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构成在区域间的差异 。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昆明市）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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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唱１３ 　云南省不同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

是经济发展中地区（楚雄州）和经济落后地区（怒江州） ，其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

构成与全省一样 ，迁入人口主要以小学和初中受教育程度构成为主 ，分别占该地

区迁入人口比重的 ５５ ．１％ 、６３ ．３％ 、６０ ．０％ ，但各区在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

上却差别明显（见表 ５唱１５ 、图 ５唱１４） 。

表 5唱15 　三地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 单位 ：％

未上学 扫盲班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昆明市 ３ }．７７ ０ 耨．４２ ２２ |．８２ ３２ 痧．２５ １２ d．１８ １２ 刎．１２ ８ 5．１０ ７ ┅．９４ ０  ．４１

楚雄州 ３ }．７２ ０ 耨．７９ ２９ |．２４ ３４ 痧．０５ ８ d．６９ １６ 刎．３４ ５ 5．９４ １ ┅．２３ ０  ．０１

怒江州 １０ }．２４ １ 耨．１８ ２６ |．２０ ３３ 痧．８２ ７ d．２９ １７ 刎．３４ ３ 5．０７ ０ ┅．７９ ０  ．０７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我们把受教育程度为未上学 、扫盲班及小学的划为初级人力资源 ，把初中 、

高中及中专的划为中级人力资源 ，而把大专 、本科及研究生划为高级人力资源 。

图 ５唱１５显示 ，初级人力资源昆明市比重最小 ，占迁入昆明市总人口的 ２７％ ，怒江

州比重最大 ，占全部迁入人口的 ３７ ．６％ ；而高级人力资源昆明市比重最大 ，占昆

明市全部迁入人口的 １６ ．４％ ，其次是楚雄州 ，比重为 ７ ．２％ ，最小是怒江州 ，其比重

仅为 ３ ．９％ （见图 ５唱１５）。以上数据表明 ，低层次流动人力资源比重与迁入地经济

发展水平呈负相关 ；高层次流动人力资源比重与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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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唱１４ 　不同地区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图 ５唱１５ 　三地流入人力资源比较

二 、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力资源合理布局

研究人力资源的合理布局得先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入手 。

在枟德意志意识形态枠一书中 ，他们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 ，即物质资料生产和

人类自身生产 ，并对“两种生产”的关系进行了精辟阐述 。 “两种生产”的关系是

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它们统一在社会直接生活的生产中 ，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 ，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在社会直接生活的生产中 ，

“两种生产”相互依存 、相互渗透 、相互作用 。物质资料生产作用于人类自身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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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对人类自身的生产起决定作用 ；同时 ，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

的生产 ，可以加速或延缓物质资料的生产 。①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两种生产理

论” ，一切人口活动包括出生 、死亡 、迁移等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但这些人

口活动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

问世 ，人们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提出人口与社会经济 、资源 、环

境可持续发展 。

无论是“两种生产理论” ，还是可持续发展理论 ，都强调人口与社会经济 、资

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口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

人口多而资源少或生产资料不足 ，将会导致“人口压迫生产力” ；反之 ，如果生产

资料富裕但人口少或不能适应生产资料 ，将会导致“生产力压迫人口” 。在当前 ，

世界许多地方或多或少存在人口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如西欧和北欧

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由人口老龄化而产生劳动资源不足和老化 ，已经满足不了

丰富的生产资料生产 ；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劳动力资源过剩而

生产资料有限的矛盾 。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进行人力资源的合理布局 ，一方面

可以通过人口的自然变动 ；另一方面可通过人口迁移运动 。

人口合理布局一直是人们对人口区域分布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在这里我们

必须澄清人口合理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均匀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人口分布

的均匀化只是表示区域内这一人口区域分布疏密状态的算术表现形式 ，而无其

他实质性含义 。而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则表示人口的区域分布与其影响因素 ，特

别是与对生产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 、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均衡或调

和等实质内容的表现形式 ，不仅具有地理意义 ，而且也有社会经济意义 。因此 ，

评价人口的区域分布是否合理 ，不应该只及表面 ，看其区域分布是否均匀 ，更要

深入考察人口的区域分布与其影响因素 ，特别是与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自然环

境 、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均衡 、调和或合理 。②

人口的迁移流动 ，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迁移流动作为人力资源合理布局的

手段之一 ，对促进其充分就业 、合理使用 、改善结构 、提高资源利用率等起到了良

好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 ，由于流动人力资源本身知识水平 、见识 、对信息的掌握

等都存在极大的差异 ，所以在配置过程中仍然存在人力资源利用不足或严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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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有些行业则出现人力资源不足而导致生产不足甚至衰退 。运用以上理论 ，

结合云南实际 ，我们对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力资源合理布局进行分析 。

（一）云南省流动人力资源的产业配置

为了探讨流动人力资源的产业配置是否合理 ，我们引入“错位”的概念 ，来分

析云南省产业结构与流动人力资源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 。从理论上讲 ，GDP的
产业结构与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应是一致的 ，即各产业相应比例的劳动力应创

造相应份额的产值增加值 。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GDP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产业
结构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差距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 ，GDP产业结构的变动首
先发生 ，由此带来劳动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 “错位”的概念通常用来反映

劳动力产业结构滞后于 GDP产业结构的幅度 。其计算式为 ：

劳动力产业结构错位幅度 Cij ＝ V ij （GDP） － V ij （LN）
式中 ，V ij （GDP ）为第 j 年第 i 产业产值增加值占当年 GDP 总量的比例 ；

V ij （LN）为第 j年第 i产业劳动力人数占当年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在本研究中 ，

V ij （LN）还表示流动人力资源的产业构成比重 。

从云南省的实际情况看 ，GDP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产业结构变动都基
本遵循配第 —克拉克定律 ，即 GDP和劳动力比重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转移 。 １９９０年云南省 GDP 的产业构成为“一二三”型 ，同期从业人员

的产业构成为“一三二”型 ；到 ２００１年 ，GDP的产业构成为“二三一”型 ，同期从

业人员的产业构成仍为“一三二”型 ，也就是从业人员的就业结构严重滞后 。其

程度可从错位幅度的变化中看出（见表 ５唱１６） 。

表 5唱16 　 1990 — 2001年云南省三次产业的 GDP和从业人员结构 　 　 　单位 ：％

年
份

GDP 从业人员 错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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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 摀３７ 敂．２２ ３４  ．９４ ２７ |．８４ ７９ 痧．９８ ９ M．６１ １０ 刎．４１ － ４２ z．７６ ２５ 览．３３ １７  ．４３

１９９１ 摀３２ 敂．７５ ３４  ．７ ３２ |．５５ ７９ 痧．８６ ９ M．６４ １０ 镲．５ － ４７ z．１１ ２５ 览．０６ ２２  ．０５

１９９２ 摀３０ ǐ．２ ３５  ．４ ３３ 摀．４ ７９ 痧．３５ ９ M．９２ １０ 刎．７３ － ４９ z．１５ ２５ 览．４８ ２２  ．６７

１９９３ 摀２４ ǐ．６ ４２ M３３ 摀．４ ７８ 痧．７３ ９ M．８８ １１ 刎．４４ － ５４ z．１３ ３２ 览．１２ ２１  ．９６

１９９４ 摀２４ ǐ．４ ４４  ．１ ３１ 摀．５ ７７ 痧．８７ １０ d．２３ １１ 镲．９ － ５３ z．４７ ３３ 览．８７ １９ 3．６

１９９５ 摀２５ ǐ．３ ４４  ．５ ３０ 摀．２ ７７ 痧．０６ １０ d．０８ １２ 刎．８６ － ５１ z．７６ ３４ 览．４２ １７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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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GDP 从业人员 错位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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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６ 摀２４ ǐ．４ ４５  ．１ ３０ 摀．５ ７３ 痧．０４ １１ {．１ １５ 刎．８６ － ４８ z．６４ ３４  １４  ．６４

１９９７ 摀２３ ǐ．８ ４５  ．６ ３０ 摀．６ ７４ 痧．３５ １０ d．６１ １５ 刎．０４ － ５０ z．５５ ３４ 览．９９ １５  ．５６

１９９８ 摀２２ ǐ．８ ４６  ．２ ３１ 亮７５ 痧．３２ １０ d．３５ １４ 刎．３３ － ５２ z．５２ ３５ 览．８５ １６  ．６７

１９９９ 摀２２ ǐ．２ ４４  ．５ ３３ 摀．３ ７６ 痧．６７ ８ d．８ １４ 刎．５３ － ５４ z．４７ ３５ 鬃．７ １８  ．７７

２０００ 摀２２ ǐ．３ ４３  ．１ ３５ 摀．６ ７３ 痧．８８ ９ M．１７ １６ 刎．９５ － ５１ z．５８ ３３ 览．９３ １８  ．６５

２００１ 摀２１ ǐ．７ ４２  ．５ ３５ 摀．８ ７３ 痧．６５ ８ M．９５ １７ 镲．４ － ５１ z．９５ ３３ 览．５５ １８ 3．４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枠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３ 。

统计数据显示 ，务工 、经商 、服务是云南省流动人力资源谋职的三大行业 。

公安部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显示 ，２００１年上半年 ，在云南省 １ １９７ ００３位流动人口

中 ，务农人员 ４０ ７０４人 ，占 ３ ．４１％ ；务工人员 ９１６ ７０４人 ，占 ７６ ．５８％ ；经商人员

１４４ ２７９人 ，占 １２ ．０５％ ；服务人员 ９５ ３１６人 ，占 ７ ．９６％ 。如果按三次产业计算 ，

则务农人员属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占流动人口总数的 ３ ．４１％ ；务工人员属于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占 ７６ ．５８％ ；经商和服务人员属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占

２０ ．０１％ 。三次产业从业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为 ３ ．４１ ∶ ７６ ．５８ ∶ ２０ ．０１ ，呈“二三

一”型 ，与同期的 GDP产业构成相同 。① 利用错位幅度来表示 ，２００１年云南省流

动人力资源产业结构与 GDP的产业结构错位幅度为 ：第一产业 １８ ．２９ ；第二产

业 － ３４ ．０８ ；第三产业 １５ ．７９ 。总的说来 ，云南省流动人力资源的产业配置与经

济发展水平是基本合理的 。

（二）云南省流动人力资源的地区配置

云南省流动人力资源地区分布极不均衡 ，昆明作为全省最大的城市 ，城市首

位度约为 ７ ．７ ，依靠强劲的经济实力 ，吸纳了全省几乎一半的流动人口 ；而经济

较落后的迪庆 、怒江等地州吸纳的流动人口甚微 ，对全省流动人口接纳的贡献率

很弱（见表 ５唱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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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唱17 　云南省流动人口区域构成

地区 流动人口／人 占全省比重／％ 地区 流动人口／人 占全省比重／％

昆明市 １ ７７１ ３２８  ４５ 亮．８ 西双版纳州 １７４ ５０７ m４ b．５

曲靖市 ２５９ ２７２ �６ *．７ 大理州 １６１ ２００ m４ b．２

玉溪市 １８１ ２４３ �４ *．７ 保山市 ８３ １３１ V２ b．１

昭通市 ９４ ８２２ 沣２ *．４ 德宏州 １０９ ４２５ m２ b．８

楚雄州 １５５ ７１０ �４ *．０ 丽江地区 ６０ ２１９ V１ b．６

红河州 ３２８ ７１７ �８ *．５ 怒江州 ２９ ４２７ V０ b．８

文山州 ９３ １２９ 沣２ *．４ 迪庆州 ２５ ６０１ V０ b．７

思茅地区 ２１２ ３２３ �５ *．５ 临沧地区 １３１ ５８６ m３ b．４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为了深入理解流动人口区域构成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采用皮尔逊

（Pearson）相关模型 ，对流动人口与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第

三产业产值进行相关分析 ，得出相关系数（见表 ５唱１８） 。从结果来看 ，流动人口

与这两个指标都呈正相关 ，且相关系数显著 ，其中与第三产业产值的相关性最

大 ，相关系数达 ０ ．９７５ 。①

表 5唱18 　云南省流动人口空间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相关系数

国内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产值

与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的相关系数 ０  ．９１１ ０ b．９７５

尽管云南省流动人力资源分布极不均衡 ，但前面已述 ：合理不等于均匀 。

所以笔者认为云南省流动人力资源的地区分布总体上是合理的 。

第三节 　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动

自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６０年代舒尔茨等人创立人力资本理论以来 ，人的能

力开发与管理得到了政府 、专家 、学者等的极大重视 。人们普遍认识到 ，人口对

经济的作用已由数量决定转化为质量决定 。质量越高 ，其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可

能性就越大 。基于这样的社会环境 ，对人才资源的形成 、使用等的研究重视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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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增 。

人才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 、研究能力 、创造能力和专

门技术能力的人们的总称 。它重点强调人的质量方面 ，强调劳动力资源中较杰

出的 、较优秀的那一部分 ，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人才质量 ，反映一个民

族的素质和这个民族可能拥有的发展前途 ，是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部分 ，是各项

事业成败的关键 ，是一国一地区先进与落后 、强大与弱小的决定性因素 。① 在具

体研究中 ，如何度量人才的多寡优劣呢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认为 ：能知道事物

是什么样的 ，说明你是聪明的人 ；知道事物实际是什么样的 ，说明你是有经验的

人 ；知道怎样使事物变得更好 ，说明你是有才能的人 。也就是说 ，能够认识事物

的本来面貌 ，掌握事物发展变化规律 ，并能改造事物的人 ，就是人才 。人才以其

创造性 、进步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与非人才区分开来 。② 由于以上的规定过于抽

象 ，现在中国把具有中专以上（含中专）学历或获得初级以上（含初级）职称的人

称为人才 。

一 、欠发达地区人才现状分析

（一）人才资源总量不足 ，素质偏低 ，高层次人才尤为匮乏

２０００年 ，云南省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９ ．０４万人 ，仅占全国的 １ ．６％ ，每万人中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为 ２１ ．６ 人 ，而全国为 ４３ ．９人 。劳动力人口中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所占的比重 ，云南为 ３ ．１％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西部地区中也

位列后面 。云南省人才资源总量的严重不足 ，更突出表现在高层次人才的匮乏 。

中国科学院 ２００１年提供的研究报告显示 ，全国平均每万人拥有的科学家 、工程

师人数为 １１２人 ，云南仅为 ５１人 ，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

（二）人才资源区域结构与行业结构不平衡

人才资源结构是个外延很广的概念 ，在这里我们仅对云南省人才资源的区

域结构及行业结构进行简要分析 。

首先 ，云南省人才资源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 ２０００ 年全省自然科学机构科技

人员共 ６ ３９３人 ，其中昆明市就占了 ７１ ．７％ ，其余地区仅占 ２８ ．３％ ，仅及昆明市

的 ３９％ （见表 ５唱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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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唱19 　云南省自然科学机构科技人员地区构成

地区 科技人员数／人 比重／％ 地区 科技人员数／人 比重／％

昆明市 ４ ５８３ X７１ {．７ 西双版纳州 ５００  ７ 眄．８

曲靖市 ６６  １ d．０ 大理州 １７２  ２ 眄．７

玉溪市 ４６  ０ d．７ 保山市 ８３ 铑１ 眄．３

昭通市 ６１  １ d．０ 德宏州 ９９ 铑１ 眄．５

楚雄州 ２３９ 5３ d．７ 丽江地区 ４３ 铑０ 眄．７

红河州 ２１８ 5３ d．４ 怒江州 ２７ 铑０ 眄．４

文山州 ８１  １ d．３ 迪庆州 ２３ 铑０ 眄．４

思茅地区 ９４  １ d．５ 临沧地区 ５８ 铑０ 眄．９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２００１）枠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２ 。

其次 ，云南省人才资源在行业间的分布也差异明显 。从表 ５唱１９中可看出 ，

从 １９８５年以来 ，全省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科技人员均集中于农林牧渔水利业 、工

业及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等三大行业 ，三大行业占全省自然科学研究机

构科技人员总数的比重一直高达 ８０％ 以上 ，最高的 １９９０年所占比重达 ８８ ．１％

（见表 ５唱２０） 。

表 5唱20 　云南省主要年份自然科学独立研究机构科技人员数 单位 ：人

年份 合计

农林牧

渔水利

业

工业

地质普

查及勘

探业

建筑

业

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

业

社会

服务

业

卫生 、体育

和社会福利

业

科学研究与

综合技术服

务业

１９８５ d８ ０１２ 噰１ ９５６ 烫３ ５２２  ９６  ６０ c１９３ 铑８４５  １ ３４０ =
１９９０ d１１ ００８ 灋２ ８０１ 烫５ ００６  １２０ 5８９ c１９０ 铑９８ K８１４  １ ８９０ =
１９９５ d８ ７２２ 噰２ ８２１ 烫２ ６０６  １２０ 5６７ c１７５ 铑１１５ b８７５  １ ９４３ =
１９９９ d７ ６０６ 噰２ ５２８ 烫２ ３０６  ５８  ９８ c１６０ 铑４０９ b５２２  １ ４４３ =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统计年鉴（２００１）枠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２ 。

（三）人才短缺与人才高消费并存

云南省整体劳动者素质较低 ，各类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严重短缺 ，这已成为

云南省在新经济时代发展技术产业的瓶颈 。但当前却又出现了与之相矛盾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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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一方面 ，用人单位对求职者学历要求越来越高 ，即使一般的工作也要求求职

者必须具备大专甚至本科学历 ；另一方面 ，许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走上工作岗

位从事着一般人都能胜任的 、毫无挑战性的工作 。其实不仅在云南 ，在全国这种

矛盾也十分突出 。这种人才“能级错位”使整体人才资源利用效率极低 ，造成人

才的大量浪费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归结为 ：其一 ，就业机制与人才市场的

不完善 ；其二 ，教育体制尤其是高校办学体系不合理 ；其三 ，传统观念的作祟 。①

（四）人才外流严重

人才的流动遵循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一般规律 ，即从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

区 。随着中国改革开发的实施 ，东西差距逐渐加大 ，使得西部地区大量的人才流

向东部地区 ，产生“孔雀东南飞”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象 。云南省人才外流基

本包括三个流向 ，一是流向中国东部地区 ；二是流向近临的东南亚诸国 ，如近年

的对口文化支援等 ；三是流向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当前云南省的人才外流仍

以流向东部地区为主 ，但随着中国加入 WTO ，国际交往日趋频繁 ，后两种流向

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按照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 ：每一个迁移主流都会产

生一个补偿性的反迁移流 。云南省在有大量的人才外流时 ，也有一部分人才流

入 。值得注意的是 ，在人才流出与流入的交换过程中 ，其基本特征是高层次人才

的流出和低层次人才的流入 ，通过交换 ，使云南省人才资源整体质量下降 ，给全

省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

二 、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动状况分析

人才流动从流向上可分为流入和流出 。人才流出在前面已有论述 ，下面就

云南省流入人口中的人才资源进行简要分析 。

首先 ，迁入人才规模不大 ，高层次人才稀缺 。全省迁入人口中具有中专及

以上学历的人口为 ７８０ ４２０人 ，仅占全部迁入人口的 ２３ ．５％ 。其中大专及以

上所占比重为 １０ ．５％ ，占全部人才资源的 ４４ ．５％ ；特别是具有研究生学历的

高层次人才仅占全部人才的 ０ ．７５％ 。 其中 ，省内迁入人才中中专 、大专等层

次较低的比重较大 ，相反 ，省外迁入人才中本科 、研究生等层次较高的比重较

大（见表 ５唱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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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唱21 　流动人力资源各层次人才构成

中专及以上人数／人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全省 ７８ ０４２ �５５ 拻．５ ２７ c．０ １６ 4．８ ０ b．８

省内 ７１ ８５６ �５７ 拻．２ ２７ c．０ １５ 4．２ ０ b．６

省外 ６ １８６ 沣３５ 拻．４ ２６ c．５ ３５ 4．０ ３ b．１

　 　 资料来源 ：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抽样数据

其次 ，迁入人才地区分布不均衡 。 ２０００ 年迁入全省的专业技术人员共

２８０ ４６０人 ，其中昆明市所占比重最大 ，为 ３４ ．２％ ，其余地区所占比重均低于

１０％ ，最高的曲靖市也仅为 ７ ．９％ 。迁入技术人员的地区分布表现出与地区经

济发展程度的显著相关性 。从文化程度构成来看云南省迁入人才地区分布 ：迁

入人才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者的地区分布很不均衡 ，昆明市所占比重最大 ，为

４７ ．９％ ，其余地区均不足 ７％ 。人才分布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并且文化层次

越高 ，这种集中趋势越明显 。研究生层次的迁入人才几乎全部集中于昆明市 ，比

重为 ９２ ．３％ （见表 ５唱２２） 。

表 5唱22 　迁入人才地区分布 单位 ：％

地区 总计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昆明市 ４７ |．９ ３６ *．６ ５０ 刎．３ ７９  ．３ ９２ y．３

曲靖市 ６ e．７ ７ 摀．６ ６ 亮．６ ３ 镲．９ ０ b．５

玉溪市 ４ e．６ ４ 摀．６ ５ 亮．７ ２ 镲．７ １ b．２

昭通市 ４ e．４ ５ 摀．２ ４ 亮．５ １ 镲．４ ０ b．９

楚雄州 ４ e．７ ６ 摀．１ ４ 亮．６ １ 镲．５ ０ b．２

红河州 ６ e．１ ７ 摀．６ ５ 亮．８ ２ 镲．１ １ b．７

文山州 ３ e．２ ４ 摀．３ ２ 亮．５ ０ 镲．６ ０ b．３

思茅地区 ４ e．３ ５ 摀．８ ３ 亮．３ １ 镲．１ ０ b．７

西双版纳州 １ e．４ １ 摀．９ １ 亮．２ ０ 镲．４ ０ b．３

大理州 ５ e．９ ６ 摀．４ ６ 亮．５ ３ 镲．８ ０ b．３

保山市 ２ e．９ ３ 摀．３ ３ 亮．１ １ 镲．２ ０ b．３

德宏州 １ e．７ ２ 摀．２ １ 亮．５ ０ 镲．３ ０ 悙
丽江地区 ２ e．０ ２ 摀．７ １ 亮．５ ０ 镲．６ ０ b．９

怒江州 ０ e．８ １ 摀．２ ０ 亮．４ ０ 镲．２ ０ b．３

迪庆州 ０ e．６ ０ 摀．８ ０ 亮．３ ０ 镲．１ ０ 悙
临沧地区 ２ e．６ ３ 摀．５ ２ 亮．２ ０ 镲．７ ０ 悙

　 　 资料来源 ：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 １０％ 抽样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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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市场分析

基于人力资源的解析视角 ，可以认为人力资源开发程度与水平的问题是欠

发达地区“欠发达”的重要原因 。但同时 ，这种“欠发达”本身的含义和特征又构

成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条件和背景 。在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微观层面 ，

可以以企业文化为背景来展开研究 ；但面对宏观的地理区域 ，情况即变得复杂 。

国内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力图从多维层面去展开对欠发达地区的人

力资源开发问题的研究 。共同点在于 ，研究者们无一例外地认识到了人力资源

开发在中西部诸多欠发达地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传统开发模式的缺陷与

不足 。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不仅在于解决人力资源本身的问题 ，更在于

解决人力资源之外的那些制度性 、文化性及社会性等“软”因素的问题 。欠发达

地区有着和发达地区迥异的区域实况 ，两者所采取的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

模式应有较大差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力资源开发目标的实现

越来越依赖于区域人力资源市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市场将成为人力资源配

置的手段和机制 。本章从人力资源市场的角度 ，探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云南

省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 ，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影响云南省人力资源开发的限

制性因素 。当然 ，把云南省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 ，是本课题的理论前提 ，是从

总体上说的 ，弱化了其内部差异 。事实上 ，云南省域内各子地域差别很大 。 一

些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如昆明市 ，其情形可能完全不同于对区域总体分析

得出的结果 。但在中国的宏观地域格局中 ，云南省仍然是以欠发达为其区域

特征的 。

第一节 　云南省人力资源供给及其发展预测

一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供给的一般特点

　 　区域的人力资源供给表现为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与工作条件下 ，人力资源主

体愿意提供给市场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总和 。因为人力资源具有作为生产



人和消费人的两重属性 ，在经济循环体系中 ，具有主要参与生产要素市场或物品

劳务市场的区别 。人力资源供给有侧重于考虑其参与生产要素市场的含义 ，即

主要考虑一定时期内 ，社会向区域内的生产性部门与行业提供的人力资源的最

终数量与质量 。人力资源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资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

为商品 。人力资源的供给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 。统一性指人力资源的供给者与

人力资源主体是统一的 ，既是手段 ，又是目的 。这个特性使得人力资源的供给过

量产生的“外部性”问题没有市场化的解决办法 ，在此市场出现失灵 ；协调性指

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人力资源供给必须与区域物质资源的供给相

协调 ，才能保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否则 ，如果区域的人力资源供给大于物

质资源的供给 ，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隐性就业或失业 。反之 ，会导致生产资源

闲置 ，开工不足 ，形成浪费 。若考虑某一类特殊区域 ，如欠发达地区 ，人力资源供

给有如下特点 ：

１ ．替代性

生产性企业面临着取舍 ，即使用相对较多的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来获得

等量的经济产出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 ，一个相对发达的经济 ，物质资本的使用

比人力资本的使用更便宜些 ，因而企业会倾向于多使用物质资本 ，尽量少使用人

力资本 。具体到欠发达地区 ，情况正好相反 。因为资金积累缓慢 ，人力资源充

足 ，价格低廉 ，区域总体生产中倾向于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

２ ．方向性

从两个层面来看 ，一是和一般的经济投资一样 ，人力资本投资也是具有方向

性的 。经过一定时期定向的人力资本投资 ，具有方向性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劳动

者身上得到积累 ，从而使人力资源个体形成不同的知识结构 、能力层次与思维模

式 。从事与其知识结构 、能力层次与思维模式相适应的工作 ，是劳动者最可能 、

最擅长 、最愿意的工作 ，也是最经济的选择 ，同时也是合理利用人力资源的表现 。

二是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流动的外指向性 。人力资源主体在对各种经济刺激的

综合权衡中 ，遵循最优选择原则 ，理性地实现空间流动 。一般来说 ，这种空间流

动都是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的 。在欠发达地区内部 ，则从农村指向城市

或城镇 。

３ ．高价格弹性性

人力资源主体是一个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者 。规范而完善的市场所具

有的高效价格机制将成为影响人力资源供给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在人力资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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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的买方市场条件下 ，微小的价格变化即会引起区域人力资源供给的巨大变化 。

就数量而言 ，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 ，所以存在着人力资

源供给的高价格弹性 。

４ ．数量优势明显

长期以来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 ，导致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相对较低 。

但高人口增长率使劳动力数量增长很快 。这种“一高一低”并存的现象构成了欠

发达地区人力资源供给的最基本特征 。

５ ．地域差异性

人力资源的供给以区域人口为基础 ，而区域人口的分布又是受多种因素影

响的历史结果 。不论是从人力资源供给的数量 、质量还是结构看 ，欠发达地区内

部的城市与农村 、山区与坝区 、矿区与非矿区 、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 、早开发

地区与晚开发地区等 ，存在着较大的区际差异 。

二 、云南省人力资源供给的发展预测

区域人力资源总供给量是由区域经济活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 。具体

来说 ，人口规模及其年龄结构 、人口迁移与流动 、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外在性条

件等是影响人力资源数量供给的主要因素 。而遗传和其他先天禀赋 、教育 、个

体主观能动性 、营养条件等是影响人力资源个体质量的主要因素 。扩展到区

域 ，决定这些对人力资源个体起作用的社会宏观条件就是区域人力资源供给

质量的影响因素 。下面从这几方面来分析并预测云南省未来时段的人力资源

供给情况 。

（一）数量持续稳定增长

１ ．总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人口是人力资源的基础 。人口及其年龄结构的变化引起人力资源供给的变

化 。 ２０００年底 ，云南省总人口达到了 ４ ２４０ ．８ 万 ，比 １９４９年的 １ ５９５万增长了

１ ．６６倍 。云南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已从 １９４９年的 ２ ．９４％ 上升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２９％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 ，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 １日零时 ，全

省实际登记的总人口数为 ４ ２３５ ．９ 万人 。全省总人口中 ，０岁 ～ １４ 岁的少儿人

口为 １ １０２ ．１ 万人 ，占 ２６ ．０２％ ；１５ 岁 ～ ６４ 岁的人口为 ２ ８７９ ．６ 万人 ，占

６７ ．９８％ ，这是人力资源存在的主体部分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２５４ ．１ 万

人 ，占６ ．０％ 。与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 ，少儿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５ ．６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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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 １ ．１０个百分点 。人口年龄构成已从 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初期的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 ，已显示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特别是在

一些人口比较集中的城镇 ，老龄化的趋势尤其明显 。

云南省未来的人口发展 ，在死亡率相对稳定 、人口省际间净迁移数量不大的

情况下 ，主要取决于出生人口的数量 ，也即取决于生育控制的效果 。 １９９５年 ，云

南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至 ２ ．２（个） 。在不改变生育政策的前提下 ，２０００年 ，总

和生育率下降至 ２ ．１（个） ，２０１０ 年下降至 ２ ．０（个） 。以这个条件推测 ，到 ２００５

年 ，全省总人口将会增加到 ４ ４５５ 万人 ，５ 年间增加 ２２０ 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 ４４

万人 ，平均增长率为 １ ．１３％ ，略低于“九五”期间 １ ．２３％ 的年递增率 。 ２０１０ 年 ，

全省总人口将会增加到 ４ ６４３ 万人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 ４０７ ．４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

４１万人 ，平均递增率下降为 ０ ．９１％ 。

与此相对应 ，２０００ 年 ，全省劳动适龄人口 （指 １６ 岁 ～ ５９ 岁男性人口与

１６岁 ～ ５４岁女性人口之和）达到 ２ ５６０ ．７万人 ，比 １９９５年的 ２ ３７５ ．２万人增加

１８５ ．５万人 ，平均每年增加 ３７万个劳动力 ，年均增长 １ ．５２％ ，凸显出劳动年龄人

口的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的趋势 。
①

云南省的人口发展目标是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７ ．７ ‰以下 ，即到 ２０１０年 ，总人口控制在 ４ ６１３万人以内 。这需要严格的人口控

制措施 。为了使关于未来年份的全省人口增长的计算更准确 ，忽略人口在区域

间的移动 ，把区域人口作为一个整体 ，假定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客观增长状态和

主观控制目标确定 ，不考虑区域人口的结构性特征 ，用人口连续增长函数来计算

未来时段内云南省的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长 ：

Am ＝ A０ erm

式中 ，Am 为第 m年人口 ；A０ 为基年人口数量 ； r为年均增长率 ；m为年数 。云

南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 ，１９６４ 年为 １４ ．０７ ‰ ，１９８２ 年为１６ ．７６ ‰ ，１９９０

年为 １５ ．８８ ‰ ，２０００年为 １１ ．１１ ‰ 。通过拟合原来的人口增长状态曲线及满足

人口控制目标两个条件近似地确定预测期各年的人口增长率 。而且随着总人口

的增长逐年递减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会下降 ，其下降的幅度小于总人口的

增长率的下降幅度 。计算得到的值见表 ６唱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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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唱1 　云南省 2001 — 2010年总人口及人力资源数量供给增长预测

年份
人口增长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鬃２００２ 铑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3２００６ J２００７ a２００８ x２００９ 弿２０１０ Ζ
总人口增
长率／‰

１１ 6．１１ １０ {．８ １０ 拻．５ １０ ┅．１ ９ ┅．８ ９ ┅．４５ ９ 鬃．１ ８ 铑．７ ８  ．４ ８ J７ 3．７

总人口数
量／万人

４ ２４０ 噰．８ ４ ２８５ 沣４ ３２９ �４ ３７２  ４ ４１４ (４ ４５５ ?４ ４９５ V４ ５３４ m４ ５７２ 剟４ ６０８ 洓４ ６４３ 北
劳动人口增
长率／％

１  ．５２ １ M．４７ １ d．４４ １ {．４１ １ 拻．３８ １ ┅．３５ １ 览．３２ １ 鬃．２９ １ 铑．２６ １  ．２４ １  ．２０

劳动人口数
量／万人

２ ５６０ 噰．７ ２ ５９８ 沣２ ６３５ �２ ６７２  ２ ７０９ (２ ７４５ ?２ ７８１ V２ ８１７ m２ ８５３ 剟２ ８８８ 洓２ ９２３ 北

反映这个表中的总人口增长情况的示意图见图 ６唱１ 。

图 ６唱１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云南省总人口可能的增长

２ ．云南省人力资源的移入与移出

人力资源对区域的移出与移入也会影响到区域的人力资源数量供给 。欠发

达地区的人力资源流动具有外指向性 ，即人力资源的移出大于移入 。这说明 ，欠

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流动的推力大于拉力 。尽管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移出是人

力资源在更大区域范围内优化配置的需要 ，而且在长远意义上会提高整个区域

的人力资源使用效率 ，增进区域福利 ，但对欠发达地区的现实发展来说 ，这无疑

是一种巨大损失 。

在计划经济时期 ，地处边疆的云南省人口的移入大于移出 。由于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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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后 ，云南省的对外交流与沟通十分困难 ，人口的区际流动更多地受政治和社

会因素影响 。知识青年下乡 、开发边疆 、支援“大三线”建设 、侨民回归 、边防驻军

等原因 ，云南省从外移入的人口很多 。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省的对外日益开放 ，

各种形式的交流逐渐增多 ，区域向外的人口流动也随之增加 。欠发达地区的人

力资源移出造成了短期内区域人力资源供给的减少 。云南人有着极浓的家乡情

结 ，不大愿意背井离乡到异地生活 。有人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云南气

候宜人 、物产丰富 、本土乡俗与宗教对人的影响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这种传

统观念造成了冲击 ，很多年轻人离开家乡到省外谋求新的生活 。欠发达地区沉

淀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城镇化水平较低 ，而且工业体系相对薄弱 ，乡镇企

业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下降 ，导致这种趋势越来越强烈 。人

力资源向欠发达地区的迁移 ，主要是产业转移带动人员和资金流动的结果 。这

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流失的损失 。本省内部城乡之间的人

力资源流动属于结构性问题 ，不会影响全省的人力资源供给状况 。 ２０００年 ，全

省按现住地或户口登记地统计 ，外省人口为 １１６ ．４万人 ，户籍人口为 ３ ９８２ ．３万

人 ，常住本地人口为 ３ ７８５ ．５ 万人 ，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为 １３３ ．５ 万人 ，户口待

定人口为 ４１ ．４万人 ，在国外（主要是毗邻的东南亚各国）工作或者学习的人口数

为 ２２万人 。这些数据反映了区际人口流动的情况（见表 ６唱２） 。人力资源区际流

动的原因和机制都比较复杂 ，不便做定量分析 。

表 6唱2 　 1996 — 2000年云南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
年 份

活动范围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L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平 　均

省内流动／％ ５０ 殚．６３ ５１ 儋．４７ ４４ 噜．９ ４５ 行．２ ５６ ┅．９６ ４９ �．８３

省际流动／％ ４７ 殚．５６ ４８ 儋．３６ ５０ 噜．８ ５３ 行．９ ４３ ┅．２ ４８ �．７６

　 　 资料来源 ：云南西部大开发办公室 ：枟中国西部大开发云南发展研究枠 ，４１７ 、４１８ 页 ，昆明 ，云南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２ 。

综合考虑省域内自身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情况可以看出 ，在今后一段时

期内 ，全省劳动力仍然会不断增加 。这将在数量上保证区域经济发展的劳动力

供给 ，同时也将造成沉重的就业压力 。

（二）人力资源总体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但地区差异将愈加扩大

人力资源的质量指人力资源所具有的体质 、智力 、知识 、技能水平 ，它一般体

现为劳动力人口的体质水平 、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 ，是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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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技能的综合 。

区域人力资源的总体质量由区域的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决定 。云南省人力

资源的体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人民群众的体质不断增强 。解放前 ，没有云南籍

的运动员在重要体育比赛中获奖的记录 。建国后 ，云南的竞技体育达到了新的

水平 。在全国性的比赛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每年都有 ５０ 人左右进入前三

名 。尤其在 １９９４年 ，云南产生了 ４０个全国冠军 、３０个亚军和 ３２个第三名 。在

许多国际性的重大体育比赛中 ，云南籍的运动员亦不断取得好成绩 。近年来 ，全

省各种地方病防治成效显著 。传染病发病率持续稳中有降 ，１９９５ 年 ，传染病发

病总人数为 ７２ ６８２例 ，年发病率为 １８４ ．５１／１００ ０００ ，为历史最低年份 。农村医

疗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６６ ．４岁 。①

按文化水平划分 ，可以把人力资源分为大学 、大专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几

个等级 。表 ６唱３显示了我省几个重要年份的人力资源文化等级的变化情况 。

表 6唱3 　云南省四个普查年份的人力 　 　 　 　 　 　

资源文化等级变化 　 　 　 　 单位 ：每 １０万人中人数

等 级

年 份
大专及大专以上 高中 初中 小学

１９６４  ２８０  １ ０３３ W３ １１５ 忖２３ ０７６ 缮
１９８２  ３３１  ２ ７９２ W１０ ２２４ 忖２９ ３０５ 缮
１９９０  ８０７  ４ ０９５ W１３ ７９５ 忖３７ ９０５ 缮
２０００  ２ ０１３  ６ ５６３ W２１ ２３３ 忖４４ ７６８ 缮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在此时期 ，全省各文化等级的人口数量都有增长 ，但对照全国或发达地区的

情况可以发现 ：云南省各文化等级的人口数量整体增长都很缓慢 ；低文化等级

（小学和初中）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高文化等级（高中及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

在未来时段 ，以区域社会 、经济 、教育等的持续发展为条件 ，人力资源的质量将进

一步提高 。车志敏主编的枟走向 ２０１０ 年的云南枠中预测了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而对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的要求（见表 ６唱４） 。如果

这个目标可以实现 ，那么云南的人力资源素质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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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无畏 ：枟云南经济概况枠 ，３２９ ～ ３３４ 页 ，昆明 。



　 　 　表 6唱4 　云南省 1995年 、2010年可能的人力资源文化等级需求情况 单位 ：人

年 　度 研究生 本科生 专科生 中专生 合 　计

１９９５年已有 ２ ７０３ 晻１１５ ４４９ 吵２５０ ７６９ ＃４６１ ６４４ 摀８３０ ５６５ {
２０１０年需要 １０ ７４２ 晻３０３ ０８５ 吵５７７ ４６１ ＃９０８ ７１２ 摀１ ７９０ ０１０ {

１９９５年 ～ ２０１０年自然减员量 ２０６ 晻２８ ８１１ 吵１５ ０５６ ＃８９ ７７７ 摀１３３ ８５０ {
　 　 资料来源 ：车志敏主编 ：枟走向 ２０１０ 年的云南枠 ，３５５ 页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

在人力资源总体素质提高的同时 ，省域内各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的差距却

越拉越大 。这是由各地区在自然环境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等方面的

巨大差异造成的 。表 ６唱５反映了云南各地区人口文盲率的差异 。教育是提高人

力资源素质的重要途径 ，它本身即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李宏等在枟云南教育资

源空间优化配置研究枠中指出 ：云南区域教育资源空间配置的区域差异显著 ，区

域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 。该研究引用的原云南省教育委员会主任杨崇龙对云南

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所作的测度结果表明 ：以综合的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来计

算 ，云南省教育发展水平比较高的是昆明市和玉溪市 ，得分最低的是怒江州 、思

茅地区 、迪庆州 、临沧地区 、文山州 、昭通地区 。从总分看 ，全省平均为 ３７ 分 ，得

分最高的昆明为 ５４分 ，是最低的昭通地区 １２分的 ４倍多 。云南省地区差异现

状在短时间是很难改变的 ，预计到 ２０１０年 ，各地区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源素质的

差异只会扩大 ，不会缩小 。

表 6唱5 　 2000年云南省各地区文盲率 单位 ：％

地区别 昆明 曲靖 玉溪 昭通 保山 楚雄 红河 文山

文盲率 ６ 适．１２ １１ t．５９ １２  ．１７ １５ 殮．９８ １０ D．４ ７ ┅．７９ １５ S．３８ １１ 眄．５８

地区别 思茅 西双版纳 大理 德宏 丽江 怒江 迪庆 临沧

文盲率 １０ 後．９５ １１ t．７７ ７ 痧．０９ １０ 殮．８１ １５ -．３９ ２２ 鬃．９ ２１ S．９５ １２ 眄．４６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全省的平均人口文盲率为 １１ ．３９％ 。高于这个水平的地区有曲靖 、玉溪 、昭

通 、红河 、文山 、西双版纳 、丽江 、怒江 、迪庆和临沧 ，其余的昆明 、保山 、楚雄 、思

茅 、大理 、德宏 ６个地区都低于这个水平 。而且前者对全省平均值的偏离程度小于

后者 ；滇中 、滇东地区略低于其他地区 ，滇西北地区最高 ；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偏

高 ；最低的昆明 ，只有全省平均值的一半 ，是最高的怒江的 １／４ 左右 ，地区差异

悬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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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变化显著

区域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系指区域内的人力资源总体在不同方面的分布或

者构成 。主要包括质量结构（上面已经作过讨论） 、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 、地区结

构和城乡结构等内容 。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动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人

力资源供给结构的不同 ，反映着人力资源总体及其内部的不同性质和状况 ，并构

成了社会对于人力资源使用的基础条件 ，决定着可以投入社会经济运行的劳动

力总量及布局状况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的就业总量及其结构 。因此 ，

对一个最适的区域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的探讨是有意义的 。

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分析作为重要经济要素的人力资源的经济功能 ，这也可

以看作是它的供给结构 。一是人力资源的总体层次 ，包括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

口 ，这是对区域人力资源数量的外延界定 。二是“可供状态”层次 。在这一层次

里 ，总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 ，成为区域发展可加

以利用的经济要素 。它包括就业人口和求业人口两部分 。三是在业人口层次 。

这个层次是指现实正在运用着的人力资源 ，即已进入劳动岗位 ，同其他生产要素

结合了的就业人口 。区域人力资源供给层次 ，从宏观角度看 ，最主要是第二层

次 ，即经济活动人口或劳动力人口 。因为第二层次是区域人力资源配置的对象 。

但是 ，现实的可供人力资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 ，使人力资源之中的非

经济活动人口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学人口可能转变为经济活动人口 ，从而构成未

来年代的人力资源供给 。因此 ，动态地看 ，对于非经济活动人口要给予足够重

视 ，但重点仍然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

１ ．年龄结构

云南省的人口年龄构成的演变有以下几个特征 ：（１）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

查时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成年型 。到 ２０００年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十分明

显 。 ２０１０年 ，全省老龄人口将达到 ３５１ ．９万人 ，比 ２０００年增加约 ７０万人 ，增长

２４ ．８３％ 。２００８年 ，全省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到那时候 ，老龄化将成为一个需

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 （２）人口再生产类型更接近稳定型 。但随着少儿人口比重

的下降 ，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 ，人口类型将更接近稳定型 ，增长趋于平稳 。 （３）具

体年龄段的情况是 ：２０００ 年 ，０ 岁 ～ １４ 岁的少儿人口为 １ １０２ ．１ 万人 ，占

２６ ．０２％ ，仍然居高不下 。预计从 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１０年 ，全省少儿人口平均为 １ １２９

万人 ，仅比“九五”期间年平均值低 ５万人 ，高于“八五”期间年平均值 ２４ ．５万人 。

１５岁 ～ ６４岁人口为 ２ ８７９ ．６万人 ，占 ６７ ．９８％ 。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包含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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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里面 ，由此引起劳动适龄人口的数量增多 ，预计到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２ ９２３ 万

人 。 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２５４ ．１万人 ，占 ６ ．０％ 。 ２０１０年 ，全省老龄人口

将上升到 ７ ．５４％ 。

２ ．性别结构

男性人力资源与女性人力资源的生理和心理差异使他们在从事社会经济活

动和对不同职业的适应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来说 ，男性人力资源

比女性人力资源的劳动能力强 、参与率高 、适应性强 、参加社会劳动的年限长 、家

务劳动的负担少 、流动性强 。性别是人力资源的自然特征 ，人力资源的性别构成

可从多重侧面反映社会的发展状况 。首先 ，女性人力资源在全部人力资源中所

占的比重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只有在先进文明的社会中 ，妇女才享有与男

性同等的参与公共生产劳动的机会 。其次 ，女性的人力资源参与率反映了生产

装备的先进程度 。因为只有当机械化和自动化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体力劳动

的 ，女性才能大规模地参与生产劳动 。再次 ，女性人力资源的数量及构成反映着

性别分工及其合理程度 。所以 ，区域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中女性人口的数量变化 、

行业分布等可以被认为是结构优化的表现 。从 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００ 年 ，全省在业人

口的性别比略有增加 ，从 １１０ ．８０增加到 １１４ ．７５ 。男性在业人口比重由 １９９０年

的 ５２ ．５６％ 增加到 ２０００年的 ５３ ．４３％ ，女性在业人口比重由 １９９０年的 ４７ ．４４％

下降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６ ．５７％ 。女性的行业分布也发生了变化 。在商业和服务行

业中从业的女性增长幅度最大 ，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各种机关 、组织和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 。农业和工业等传统的产业部门的女

性从业人员增长幅度最小 ，说明了女性劳动者可以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 ，在一些

重要的或者更适合女性工作的行业大量增长 ，在社会经济工作中起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 。

３ ．地区结构

人力资源的地区结构指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比例构成 。这种分布可

以从地理区划 、经济区划 、行政区划等不同的方面加以区分 ，它是地区生产力配

置的基础 。人力资源的地区结构基本上取决于人口的地区分布 。研究人力资源

的总体状况及其年龄结构 、性别结构和质量结构等 ，不仅需要以人力资源的一定

地区分布为基础 ，而且实现人力资源年龄 、性别和质量结构的合理化 ，也离不开

人力资源的地区合理分布 。实现人力资源合理分布的目标在于 ：其一 ，必须根

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同人力资源的现实情况 ，对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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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学规划 ；其二 ，必须考虑人口与人力资源在总量方面同地区之间分布的

变动 ，从而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 。人口分布的区域格局反映了人力资源

供给的区域差异 。云南省域内的人口分布总体上依然符合 ６０ 多年前“胡焕庸

线”所描述的情形 。但由于区域尺度变小 ，具有相同划分功能的云南省人口分界

线应该以此为参照向东移动 ，移至纵贯滇中的哀牢山一线 。哀牢山以东地区 ，包

括昆明 、昭通 、曲靖 、楚雄 、玉溪 、红河 、文山 ７个地州市 ，共辖 ７３ 个县市区 ，国土

面积 １８ ．４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 ４６ ．７％ ，２０００ 年人口为 ２ ７８５ ．３ 万 ，占

全省总人口的 ６５ ．７５％ 。 哀牢山以西地区 ，包括思茅 、西双版纳 、大理 、保山 、德

宏 、丽江 、怒江 、迪庆和临沧 ９个地州 ，共辖 ５５个县市 ，国土面积为 ２１ ．０万平方公

里 ，占全省总面积的 ５３ ．３％ ，人口为 １ ４５０ ．６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 ３４ ．２５％ 。人口分

布东密西疏的特征非常明显 。这是由云南省独特复杂的地理环境 、历史渊源和社

会经济发展共同作用形成的 ，它决定了云南省人力资源供给的宏观格局 。

４ ．城乡结构

适度的城市化水平和完善的城镇体系是人力资源开发的有利条件 。最近的

几次人口普查表明 ，２０００ 年 ，全省农业人口为 ３ ５４９ ．４２ 万人 ，非农业人口为

６２３ ．２１万人 、占 １４ ．９４％ 。 云南省的城镇人口比重逐渐上升 ，１９９０ 年达到

１４ ．７２％ ，２０００年为 ２３ ．３６％ 。据估计 ，非农人口数为 ６５０万左右 ，加上农业人口

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规模由 １９９６年的 ５ ．２％ 上升到 １０％ ，

为 ４２７ ．３万人 ，非农和从事非农产业的总人口规模为 １ ０７８万 。到 ２０１０ 年 ，全

省非农业人口将达到 ８２３ ．３万人 ～ １ １０４ ．６万人之间 ，农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上升到 ２０％ ，达到 ９３７ ．４万人 ，此时 ，非农和从事非农产业

总人口规模将达到 １ ７６０ ．７ 万人 ～ ２ ０４２ ．０ 万人之间 ，全省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５３ ．７％ ～ ５８ ．９％ ，同期全国为 ５５％ ～ ６０％ ，将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接近 。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云南省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中 ，有些方面

在逐渐优化 ，这将有利于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有些方面表现出压力加

重的趋势 ，需要我们注意 。

（四）供给的外在性条件进一步改善

人力资源供给的外在性条件 ，是指影响到区域人口劳动参与率的那些因素 ，

包括工资水平 、经济周期 、社会福利 、文化习俗和国家政策等 。对于人力资源主

体来说 ，它是外在性的 。它在指义范畴上小于区域的宏观经济 、社会背景 ，它是

人力资源主体与人力资源市场沟通的媒介 。劳动参与率是表征人力资源参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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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劳动程度的指标 。以区域总人口计算的劳动参与率称为区域总人口劳动参与

率 ，公式为 ：区域总人口劳动参与率 ＝ 区域劳动力／区域总人口 × １００％ 。 一般

来说 ，在劳动力本身的规定性方面 ，中青年的劳动参与率较高 ，所以劳动参与率

生命周期呈倒“V”型 。区域总人口劳动参与率的高低极大地影响着区域人力资

源市场的最终供给 。在一定范围内 ，它的影响因素决定着人力资源供给的弹性 。

区域宏观经济体制是影响区域人力资源供给的外在性条件 。充分发育的市

场经济决定了区域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以市场作为资

源配置模式具有高效性 ，它能诱导并产生与之相适应区域政策 、社会福利政策以

及新的文化氛围和观念 。区域经济愈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

式 ，人力资源供给的外在性条件就愈优越 。经过多年的发展 ，云南省已经初步建

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其次 ，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力资源供给的外在性条件有重要影响 。因为只有依赖于区域

业已建立的经济基础 ，才能改善区域人口的工资水平 、生活水平 、社会福利和保

障水平等 ，并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 。 １９９５年 ，全省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 １ ２０７亿元 ，居全国第 １９位 ，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 。 ２０００年 ，国民生产

总值达到 １ ９５５ ．２８亿元 ，５ 年间平均增长 ８ ．４％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７ ．１％ ，提前实现了“九五”时期的战略目标 。再次 ，经济周期也会对劳动参与率

产生影响 。这是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 ，同时在开放条件下也受到全球经济形势

的影响 。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 、对经济周期认识的加深 ，将帮助我们制定正确的

经济政策 ，防范和化解其不利作用 ，促进区域人力资源市场的健康发展 。

总之 ，在排除特殊情况对区域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 ，可以预料云南省在

未来一段时期内 ，人力资源供给的外在性条件将会得到持续改善 。

第二节 　云南省人力资源的需求分析

区域人力资源的需求指在一定的支付能力条件下区域内的各经济单位对现

实性人力资源需求的总和 ，也即区域全社会经济活动所能提供的就业总数或所

能吸纳的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总数 。人力资源需求取决于区域的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 ，与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结构 、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密切相关 ，并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关

键在于如何解决人力资源的总需求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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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需求的特征

（一）人力资源需求数量比发达地区小

欠发达地区一般以农业经济为主 。很多农村人多地狭已是既成事实 。有限

的土地难以承载过多人口 ，再加上农业的经济效益低 ，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 ，

农业集约化经营要求分流一部分农业劳动力 ，因此农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

同时 ，区域的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城市化水平低 ，缺少其他的吸纳剩

余劳动力的途径 。因此 ，单从需求的角度说 ，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需求数量比

发达地区小 。

（二）人力资源需求质量比发达地区相对较低

农业吸纳的劳动力不但数量小 ，而且对质量的要求不高 。这不是从农业经

济的本身来说的 ，而是几乎所有欠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的基本事实 。农业容纳

的劳动力是人力资源中质量层次较低的那个部分 。基于此 ，欠发达地区的人力

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就是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

（三）在欠发达地区内部 ，人力资源需求的时空不均衡性

在时间方面 ，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初级加工工业要求生产与农业生产周期

相适应 ，不违农时 。在春 、秋两季的农忙时节 ，劳动力需求量很大 。 在夏 、冬两

季 ，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小 。

在空间方面 ，一些增长极城市或区域中心城镇 、工业集中地 、矿产地等的人

力需求量远远大于广大经济腹地及边缘地区如高寒山区 、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地

区等的人力资源需求 。

（四）劳动力的产业分布与区域产业产值比例不一致

欠发达地区正在加速工业化进程 。工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上

升最快 。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很快 。各产业产值比重从大到小的顺序是二

三一 ，劳动力的分布由多到少是一三二 ，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偏差很大 。劳动

力大量滞留于第一产业 ，说明了区域劳动力的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水平 ，同时又

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产业从产值到劳动力容量都还不够 ，需

要得到加强 。

（五）人力资源需求的质量等级的兼容性

由于欠发达地区所处的特定区域发展阶段 ，各经济单位对不同质量等级的

人力资源需求并不一致 。首先 ，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非常强劲 。为适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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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科教兴省”战略的推动下 ，新科学 、新技术 、新理论 、新观念

的变化日新月异 。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说都要有科技的最终惟一载体即人的推

动 ，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和掌握高新技术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的推动 。云南正

处在快速工业化和信息化并重的时期 ，经济结构调整快 ，产业升级迅速 ，国民经

济知识化 、信息化程度加深 ，区域后发优势突出 ，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十分

强劲 。在这个意义上说 ，高质量人力资源绝对不会过剩 。其次 ，较低等级人力资

源的需求亦十分广阔 。云南工业化总体水平很低 ，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基础

设施建设极不完善 ，第三产业严重滞后 ，故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 ，对这些领域的

投资将持续增加 。而这些领域的发展 ，对劳动力有较强的吸纳能力 ，尤其是对较

低等级的人力资源的构成有较强的 、有效的吸纳 。

综合以上二者可预见 ，不论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还是相对较低质量的人力

资源的利用问题 ，都可以在区域发展过程中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比起总量 ，结构

和配置是更重要的问题 。

二 、影响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需求变化的因素

（一）区域经济增长

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发展速度和人口及人力资源再生产的发展速度之间有着

一定的比例关系 。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发展 ，带来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也导致了区

域人力资源需求的增加 ，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正在推进的工业化过程 。经济增长

首先是一个粗放型的量的增长的过程 ，比如兴建新工厂 ，开办新企业 ，增加生产

要素的投入 ，包括扩大人力资源的投入等 。随着居民收入 、消费水平的提高 ，消

费结构的变化 ，会带动生产工业消费品 、耐用消费品和文化娱乐及高档消费品产

业的兴起 ，这又会大大增加人力资源的需求量 。

（二）区域经济结构

在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过程中 ，不仅改变了人力资源的需求结

构 ，而且 ，由于在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中扩大了许多工作机会 ，也增加了人力资源的

需求总量 。所有制结构同样对人力资源需求产生重要影响 。比如 ，多种经济形式可

以广开就业门路 ，为不同素质的劳动者提高就业机会 ；多种经济形式开拓了扩大生

产资金的供给渠道 ，使资金积累形式多元化 ，从而带来人力资源需求量的增加 。

（三）区域平均工资率

区域的每一个企业的生产驱动力都是利润最大化 ，工资率的高低对应着生

８４１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产成本的高低 。因为对劳动力的使用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劳动力使用量即人

力资源投入量与市场工资率呈反向变化 。区域人力资源总需求由社会经济活动

单位的人力资源需求之和组成 ，因此 ，也是和区域的平均工资率成反比的 。

（四）区域的科技总体发展水平

科学技术一方面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与劳动生产率 ，降低人力资源需求量 ；

同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社会生产部门越来越多样化 ，新

兴部门不断出现 ，又意味着人力资源总需求的扩大 。因此长期内 ，科学技术进步

必然会增加人力资源的需求量 。

（五）区域社会经济管理体制

劳动力就业问题是区域的重要社会 、经济问题 ，实现充分就业是区域政府的

目标 。区域的产业政策 、城市发展政策以及劳动政策 、用工制度 、工资制度和工

资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会对人力资源的区域总需求产生重大影响 。

三 、云南省人力资源需求分析

（一）人力资源需求的数量

人力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要素 ，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密

的相关关系 。故引入柯布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分析模型 ，用劳动需求的投入

产出模型来进行区域未来时期的劳动就业预测 。区域经济远比企业复杂 ，有很

多要素 ，采取“黑箱”研究方法 ，即只考虑经济要素的投入量和区域经济总产出量之

间的数量关系 。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 Y ＝ A［t］aCbU 。为计算方便 ，将上式变形为 ：

log L ＝ １／２ × （logY － BlogC － logU － logA［t］）
式中 ，Y 为总产出水平 ；L为劳动力投入量也即人力资源投入量 ；C为资本

投入量 ；A（t）为总生产率系数（接近于常数） ；a 、b分别为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
系数 ，且二者绝对值之和小于等于 １ ；U为对数正态误差项 。

为了与此相验证 ，再引入另一个模型 。该方法根据人力需求的当前值和以

往值及产出水平的变化建立模型 ，用公式表示为 ：

Mt ＝
M０

Y ０
Y t ＋

M０

Y ０
－
M － １
Y － １

Y t

式中 ，M － １表示基期前一期的劳动力数 ；Y － １ 表示基期前一期的产出水平 ；

M０ 表示人力资源需求实际值 ；Y ０ 表示现产出水平 ；Y t 表示预测期产出水平 ；

Mt 表示人力资源需求量的预测值 。计算值见表 ６唱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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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唱6 　云南省 2001 — 2010年人力资源需求数量预测 单位 ：万人

年份
道格拉斯模型下的
人力资源需求量

第二模型下的人力
资源需求量

年份
道格拉斯模型下的
人力资源需求量

第二模型下的
人力资源需求量

２０００ d２ ２６８ A．５０ ２ ２６８ X．５０ ２００６ è２ ４６５ 适２ ４６１ 缮
２００１ d２ ３０５ A２ ２９６ X２００７ è２ ４９２ 适２ ４９８ 缮
２００２ d２ ３４１ A２ ３２８ X２００８ è２ ５２９ 适２ ５４４ 缮
２００３ d２ ３７５ A２ ３５７ X２００９ è２ ５６２ 适２ ５８３ 缮
２００４ d２ ４００ A２ ３９９ X２０１０ è２ ６０３ 适２ ６１９ 缮
２００５ d２ ４３５ A２ ４３５ X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枠 。

（二）人力资源需求的质量

对于人力资源质量不断提高的需求是由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推动的 。 从

１９８７年开始 ，云南省的第二产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第一产业 。 １９９２年第三产业

比重也超过了第一产业 。到 １９９５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国民生产

总值已分别达到 ３０５ ．２７亿元 、５３６ ．６３亿元和 ３６４ ．７８亿元 ，三次产业之比已调

整为 ２５ ．３ ∶ ４４ ．５ ∶ ３０ ．２ ，呈二三一结构 ，全省三次产业的发展渐趋协调 ，工业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 。 １９９８年三次产业之比为 ２３ ．４ ∶ ４５ ．１ ∶ ３１ ．５ ，同年全国三次产

业之比为 １８ ∶ ４９ ∶ ３３ 。对应这个过程 ，三次产业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出现了第

一产业劳动力急剧减少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趋势 ，人力资

源需求急剧变化 。同时 ，随着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更

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 ，突出了人力资源的质量要求 。到 ２０１０年 ，云南省的产业

结构将转变为 １１ ．９ ∶ ４８ ．５ ∶ ３９ ．６ ，农业产业的产值进一步大幅减少 ，工业得到

巩固和完善 ，第三产业也有长足进展 。随着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 ，农业更多地采

取集约化经营 ，这也需要提高农业从业人员和农民的科技素质 、文化素质 。在工

业化的进程中 ，以农产品原料加工为主的轻工业和以采矿加工为主的重工业 ，是

云南工业的传统优势 。今后 ，以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及其配套产业 、以水电为主的

能源及其附属产业 、矿产业和旅游业等云南特色产业所需要的大量专业技术人

员将会变得紧缺 。一些新兴的技术部门如电子等在扩张中引导许多相关的高素

质人才加盟 。第三产业的繁荣兴旺是发达经济的基本特征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将会对整个经济和社会进步及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云南第三产业的

发展 ，需要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加快流通 、生产和生活服务 、科技 、公共服务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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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并按国际管理和标准进行各方面的建设 。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为了适应

环境 ，就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

第三节 　云南省人力资源供求的均衡分析

区域人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是人力资源宏观配置体系中的两个基本变量 ，

也是区域经济总量平衡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了

就业的均衡水平或人力资源供求的均衡水平 。人力资源的供求均衡是指这样一

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完全一致 ，其数量 、质量和结构

都达到了相对的均衡 ，也即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平衡时所产生的“稳态” 。均衡

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分析

问题的框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供求均衡的实现依靠基本的市场作

用力和必要的政府调控力的综合作用 ，因此 ，当区域人力资源供给和需求不一致

时 ，市场和政府都会对这种情况施加影响 ，促使人力资源的供求趋向平衡 。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年云南省的人力资源均衡状况有以下主要特点 ：

一 、数量均衡

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和需求分析（见图 ６唱２）是其均衡分析的基础 。

图 ６唱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年云南省人力资源供求的数量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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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所示 ，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都大幅增长 ，且增幅接近 。因为区域经济

正处于向工业化急速过渡的起飞阶段 ，生产持续发展 ，人力资源需求强劲 。 同

时 ，劳动年龄人口也高速增长 。

两条曲线没有交点 ，不可能出现数量均衡 。人力资源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

供求逐渐远离均衡 ，在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力资源供过于求的局面 ，原因

在于区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人力资源需求增长赶不上区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

的巨大增长惯性 。 １０年间 ，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 ３６０多万 ，而需求却只增加了

２９８万 ，相差 ６０多万 。 ２０００年 ，人力资源供给大于需求 ２９３万 ，到 ２０１０年 ，将扩

大到 ３２０万 。

二 、质量均衡

人力资源供求的质量均衡很难分析 。在短期内 ，人力资源质量供求均衡的

含义是一个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相匹配的合理 、高效的人才结构 。云南

省的人口总体素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各个等级的人才结构也不合理 ，总的特征

是低素质的人力资源富余 ，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却持续供不应求 。在长期 ，人力

资源质量的供给和需求都是没有上限的 ；可能的情况是 ，供给的质量逐渐接近

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要求 。

三 、开放条件下区域的人力资源需求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省的区位商得到很大提升 ，从对外开放的边缘地区变成

了前沿 。随着区际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加强 ，区域间的人员流动也变得更加频

繁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区域人力资源的供求状况 。

作为西部省份的云南 ，在西部大开发中获得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 。新型的

东部 、中部 、西部发展关系的构建 ，使得云南摆脱了过去服从全国发展时序安排

的状况 ，增强了自身发展的自主能力 。东部企业向西部转移或直接投资 ，带动了

相关产业发展 ，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 。云南省是中国最接近东南亚的地区 ，近年

持续开展的面向东南亚 、南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促进了云南省边贸与旅游等相

关产业的发展 ，引起了这些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变化 。中国加入 WTO 以后 ，区域

经济更深层次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 。新的区域角色的定位 ，促成云南省一大

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的成长 ，如旅游等 。 ２００２ 年 ，云南省旅游业的总收入达

到 ２９０多亿元 ，直接从业人员 ２７万 ，加上间接从业人员 ，旅游业容纳了 １６０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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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就业 。最近几年 ，旅游业依然热势不减 ，云南省报考导游的人数 ，在全国

各省（区）中都是最多的 。云南省还利用自身优势 ，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 。外资

对区域的投入 ，创造了大量的新企业和就业机会 ，劳动力填充到这些新兴产业当

中 ，区域经济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需求都发生了变化 。

第四节 　云南省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障碍

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 。通过对云南省人力资源多个方面

的分析 ，我们认为 ：开发中存在阻碍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城镇体系不完

善的“硬件”障碍 ，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的经济障碍 ，人才待遇和工作条件亟待改

善以及职业培训落后的社会“软件”障碍 ，省域内区际社会经济空间发展差异显

著的空间结构障碍等 。

一 、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人力资源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也是优化人力资源与其他要素

配置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潜力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人力

资源从形成到使用 ，不是通过正常的市场流动来实现 ，而是通过行政计划调配进

行 。由于计划者理性的有限和信息的不完全 ，人力资源的集中计划配置往往采

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以“一次分配定终身”的不流动来应付只有通过流动

才能满足的整个社会各行业 、各部门 、各地区 、各单位对人力资源的多种需要 。

这样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形成了阻滞人力资源市场性流动的制度体系 。种种的

僵化制度造成中国目前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农村人口比重过高 、第三产业发展

受阻 、国内市场需求不足 。这些诸多的制度性因素中 ，严格的户籍管理是一个最

重要的原因 。刚性的户籍管理 ，使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人力

资源个体身份凝固 ，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因此 ，要以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为

目标 ，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 ，拆除城乡之间就业的制度壁垒 。 （１）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深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传统户籍管理制度产生

和存在的经济前提 ———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复存在 ，建议恢复 １９５４ 年宪法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规定 。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

的一项基本人权 ，是公民应享有的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同时也是市

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人口出生与居住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创新 ，实行开

３５１第六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市场分析



放式的户籍管理 ，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 ，代之以常住户口和暂住户口 。让户

籍制度恢复其只承担单纯社会管理服务职能和人口统计意义的身份识别标准 ，

不把其作为限制人员自由流动的标准 ，人力资源个体可以自由流动 。 （２）实现国

有企业职工的市场就业 ，这是解决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基本层面 。

（３）建立人力资源有序流动的制度环境 。

二 、城镇体系不完善的“硬件”障碍

城镇以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 、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发达的精神文化条件

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最佳平台 。区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促使大量人口由“农

民”变成“市民” ，本身就是一个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城市人口密集 、

各类资源齐备 ，由于规模效益 ，人力资源开发的成本大大降低且更易于实现 。

云南省人口极度分散 ，城市数量 、规模 、布局 、结构的问题很多 ，城市化水平

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且差距在逐年拉大 。云南只有 １个特大城市 、２个中

等城市 ，没有大城市 。大城市是云南城镇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和中等城市数量少 ，再加上本身的人口容量已近阈值 ，难以有效地吸纳从农村转

移出来的剩余人口 。而且在云南不具备大量建立新城市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

条件 ，对解决当前的劳动力转移和人力资源开发问题作用有限 。小城镇具有优

良的就近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势 。目前云南的小城镇建设中存在很多的问

题 ，如数量少 ，而且缺乏质量和规模 ，集聚效益差 、基础设施建设困难 、土地浪费

严重 、环境污染 、效益低下等 。 但优势也是明显的 ： ①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 ，全省共有 １１６个县 ，县城所在地的镇 １１６ 个 。这些镇是各县的政治 、经

济 、文化的中心 ，全省的乡镇企业主要分布在这些镇 ，它是各县非农产业的最大

集中地和物资集散地 ，已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这些镇分布范围广 ，遍布全省 ，

与云南的矿产和生物资源规模小 、分布广的类型较吻合 。 ② 县城所在地的镇已

经全部通公路 ，交通 ———这一云南经济发展的最大限制条件远远优越于其他镇 。

它是连接城市和广大乡村的中心枢纽 。 ③各县城的在业人口中 ，国家机关政党

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干部 、职工占了很大比重 ，而生产工人及其他非农产业人口并

不多 ，工业基础还较薄弱 ，尤其是乡镇企业在云南起步晚 ，发展缓慢 ，仍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所以各县集中发展一个镇 ，会有资金 、技术 、人才等生产要素集中的

优势 ，这样的非农产业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镇的发展 ，才有存在和发展的依托 。

把全省的剩余劳动力主要由小城镇来吸收或转化 ，把小城镇作为人力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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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空间 ，是解决云南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重要途径 。

三 、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的经济障碍

云南作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 ，工业体系十分薄弱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 ，社会

发育程度低下 ，市场化进程缓慢 ，整个区域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始终是极其有

限的 。具体到农村 ，由于农业部门内发展的制约 ，数量巨大的农村人口所形成的

就业压力只能通过两条途径来解决 ：非农就业和迁移 。从农村非农部门的行业

分布来看 ，劳动力在农村工业中就业的比例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

于下降趋势 ，但仍是农村非农产业的最主要部门 。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

化程度逐步提高 ，乡镇企业的生存环境也日趋竞争性 ，不仅制约了其发展速度 ，

也使乡镇企业的技术选择更趋向于资本密集型技术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

际效果也必然趋于减弱 。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 ，经济发展过程要经历三次产业

的依次主导才能进入较为成熟的发达经济 。云南区域经济遵循这个发展模式 ，

农村经济正处于第三产业主导以前的发展阶段 ，即农村地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是今后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方向 。 １９９５年 ，全省乡镇企业已发展到 ８５ ．１万户 ，

从业人员 ２７８ ．７万人 ，比 １９９０年增长了 ８４％ 。针对这个问题 ，今后应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 ，挖掘国有资产吸纳就业的潜力 ；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 ，放手发展非公

有制经济 ，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就业 。如选择有市场竞争力的乡镇企业加以扶持 ，

以吸收部份农业剩余劳动力及改善农村经济条件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提倡

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 ；吸引外部资本进入 ，扩大就业等 ，加快经济发展来扩大

就业 。

四 、人才待遇 、工作条件亟待改善

到 １９９９年底 ，云南共有在职工作的中专以上学历或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

职称的各类人才 １１０ 多万人 ，其中 ：研究生学历的有 ３ ７８３ 人 ，本科学历的有

１７ ．３４万人 ，高级职称的有 ２ ．１３万人（其中正高职 １ ７０９人） 。有 １５人入选国家

“千百万人才工程”一 、二层次 ，４７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８１８人获省有

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１ ２４１人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 ，

１８７人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１７５人入选省跨世纪优秀中青年学术 、技术带头人

后备人才队伍 ，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 、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人才队伍 。

但这支队伍与云南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相比 ，差距还很大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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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云南的经济竞争能力 ，还需改善人才待遇和工作条件 ，大量引进急需的高级

专业技术人才 。维系这个人力资源供给状况的是我们所能提供的工作条件和待

遇 。在人才激烈争夺的情况下 ，人才待遇和工作条件改善对留住人才 ，让人才安

心工作 、发挥最大潜力起着关键作用 。据对昆明 １３所高校的调查 ，云南大学“国

突”专家工资单上月平均收入为 １ ５９４元（含 ５００元国家津贴） ，“省突”人才工资

单上月平均收入为 １ １２６元（含 １００元省突补贴） ，而一批年轻教师的收入就更

少 ，一些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住房紧张 。云南长期以来科技 、教育投入不足 ，影响

专业技术人员工作条件的改善 ，使得一些专业特殊或专业性较强的人才因“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而逐渐流失 。 １９９６年至 １９９８年的 ３年间 ，１３所高校共流失人才

２８８人 ，其中高职 ８５人 ，博士 ７人 ，硕士 １１３人 。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经济

效益差 ，不少专业技术人员的医疗费长期报销不了 ，直接影响生活和工作 。因此 ，

当务之急在于增加人力资源开发的专项投资 ，补助人才引进 、人才培养 、优秀人才

表彰 、留学归国人员创业 、贫困地区人才和少数民族人才开发的经费支出 ，改善工

作条件 ，提高人才待遇 ，依靠多方力量吸引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 。①

五 、职业培训落后的社会“软件”障碍

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对人力资源质量的要求

越来越高 。对在职职工的培训成为提升其工作能力 、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

重要方式 。云南省针对全省职工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水平低 、技术水平低 、专业技

术人员少 、管理水平低等问题 ，从 １９７９年就成立了职工教育委员会 ，负责职工文

化 、技术补课 ，１９８１年到 １９８５年 ，全省有 １５９万多人参加了各种文化技术培训 ，

其中有 ４６万人获得初中文化补课合格证书 ，４４ 万人获得初级技术补课合格证

书 。 １９８６ 年以后 ，职工教育转向以岗位培训为重点 ，发展成人中等教育 。 到

１９９５年底 ，全省有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１４２所 ，１０多年来培养毕业生 ８万多人 ，培

训在岗职工 １０多万人 。 １９９５年到 ２０００年 ，全省从业人员在岗和转岗技术培训

每年 ３００万人次以上 ，但受培训人数却只占当年社会劳动者的 ２０％ 左右 ，还有

很大一部分在职职工没有受到相应的职业技术培训 。

云南省的人力资源供给大大超过了需求 。根据前文的预计 ，２０００ 年 ，劳动

年龄人口供给多于需求 ３１０万 ；到 ２０１０ 年 ，这个数字将增加到 ３２０ 万 ，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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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就业竞争更激烈 ，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 。由于区

域经济结构变动 、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产生的大量失业者 ，加上摩擦

性 、季节性和隐蔽性的失业者 ，成为人力资源开发所要解决的问题 。到目前为

止 ，我省还没有规范的 、正式的下岗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系统 ，再就业培训还

没有步入正轨 ，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去甚远 ，需要着力加以改进 。

六 、省域内区际社会经济空间发展差异显著的空间结构障碍

云南省经济社会差异的显著性表现在 ：滇中的昆明和玉溪两个地区发展程

度相对较高 ，以此为中心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渐向外围下降 ；总体看 ，滇东地

区的发展程度大大超过滇西地区 ；昆明是全省惟一的特大城市 ，首位度极高 ，

１９９８年达到 ６ ．４８ ，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程度普遍偏低 。

这种空间发展差异对云南省的人力资源开发会产生巨大障碍 ：

（１）人力资源供求的地域格局的严重失衡 。几个主要的中心城市吸引了绝

大部分的人才 ，广大的农村地区 、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缺乏经济发展所需要

的高素质人力资源 。以高等院校为例 ，全省共有高等院校 ２６所 ，昆明就占了 １３

所 。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求职都倾向于留在昆明 ，只有很少的部分回到更需要他

们发挥作用的地区 。中心城市人力资源过剩 ，而边缘地区人力资源紧缺 。

（２）边缘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成本高 ，收益小 ，难度大 。

（３）区域性中心城市人口过多 ，就业压力大 ，环境恶化 ，集聚效应边际效果

趋弱 。

（４）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进程举步维艰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人

口众多的省份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事关改革 、发展 、稳定的大局 ，不可忽视 。但

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 、文化发展落后 。优先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是这些

地区实现经济跳跃发展的一条捷径 ，人力资源开发的支撑条件极差 ，因而影响了

这些地区的发展 。

目前 ，云南省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和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政策 ，来加

快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 ，缩小省域内区际间的发展差异 ，为人力资源的开发营造

一个良好的区域网络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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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

区域可持续发展 　

　 　云南省是中国欠发达地区之一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１９９９年公布的中国人类

发展报告中 ，云南省人类发展指数（HDI）在中国排名第 ２７位 ，世界排名第 １２６

位 ① 。欠发达地区开发的重点和 ２１世纪发展的方向是从以往开发自然资源为

主转向开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同时 ，人力资源开发战

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新战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② 。区域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既能满足区域当前的发展需要 ，又不损害本

区域以及其他区域的子孙后代发展能力的一种发展 。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指出 ，走

可持续发展之路 ，是中国在 ２１世纪和未来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 。欠发达

地区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 ，注重人力资源开发 ，才能达到经济发展 、

环境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协调统一 。为此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三大目标 ，即

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谋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③ 。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可持续发展资源高效配置的基础 ，是社会协调

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基础 ，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关键 。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对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民族团结 ，巩固边防和经济 、社

会 、生态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２１ 世纪新的发展战略 ，是以“人”为中心的发

展战略 ④
，是以追求生活条件的改善 、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其目

的是扩大人们的就业机会 、发展机会 ，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 。

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是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 ，

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 ，其手段是通过大力开

①

②

③

④

胡鞍钢 ：枟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枠 ，２９ 页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２００１ 。

胡鞍钢 ：枟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枠 ，１０１ 页 ，北京 。

秦大河 ：枟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枠 ，１０１２页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２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 ：枟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枠 ，２０００唱１２唱１９ 。



发人力资源 ，提升欠发达地区区域竞争力 ，促进人口 、经济 、社会 、资源和环境的

协调发展 。

第一节 　人力资源开发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 ，劳动是财富的惟一创造者 。作为总人口中

具有体力和智力劳动能力的人力资源 ，构成了生产力的重要要素 ，并直接渗透到

经济活动中去 。从而可以推论 ，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 。无独有偶 ，现

代新经济理论也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人力资本的增长最能解

释现代经济的增长 。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增长率每降低 １个千分

点 ，人均 GDP年增长率可提高 ０ ．３６个 ～ ０ ．５９个百分点 ；二是普及初等教育 ，学

龄前儿童入学率每提高 １个千分点 ，人均 GDP年增长率可上升 ０ ．３５个 ～ ０ ．５９

个百分点 。① 两者的综合作用可提高人均 GDP 年增长率 ０ ．７ 个 ～ １ ．２ 个百分

点 。② 因此 ，人力资源数量的多少 、增长的快慢 、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及其结构

和空间分布状况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合理开发人力资源 ，使人

力资源的数量和增长速度相适宜 ，人力资源质量提高 ，人力资源结构优化 ，它就

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能量 ，推动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发

展的差距 。

一 、人力资源是欠发达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各国工业化实践表明 ，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 、地区社会财富的源泉 。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 ，不同国家采取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战略 ，成为国家崛起的重要原因 。

中国被西方发达国家的超赶 ，美国对西欧国家的超赶 ，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

苏联科技的高速发展 ，都与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密不可分 。人力资

源与其他经济资源相比 ，具有目的性 、主观能动性 、可再生性和创造性等特殊优

势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观中可看出 ，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 ，人力资源是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社会财富和产品价值形成的内在原因 。而其他经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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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则是被动地作为条件发挥作用的外在因素 。因此 ，人力资源在所有经济要素

中总是处于主导地位 ，是一种最积极 、最活跃的生产要素 ，是所有经济要素中最

宝贵 、最重要的资源 ，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①

要把人口包袱变为社会财富 ，人力资源转变为经济效益 ，其中最主要的手段

就是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功能特性 ，促进欠发达地区经

济发展 。

１ ．欠发达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最大优势就是劳动力供给数量丰富 ，劳动力成

本低廉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总数为 ３５ ５３１ 万 ，占中

国总人口的 ２７ ．４３％ ，按人力资源率（人力资源占人口的比例）６２％ 计算 ，西部地

区人力资源总数有 ２２ ０２９万人 。② 若按“九五”时期全国计划数 １０ ．８３ ‰的人口

自然增长率计算 ，到 ２０５０年西部地区人口总数为 ５亿 ～ ６亿 ，预计每年新增劳

动力 １ ５００万至 ２ ０００万 。其中云南省人口总数占中国总人口的 ３ ．３１％ ，占西部

１２个省市自治区的 １２ ．０７％ ，在西部地区中人口总量位于第 ３位 ，在全国位于第

１２位 ③ 。按 ６２％ 的人力资源率计算 ，云南省人力资源总数有 ２ ６５９万人 。云南

省不但人力资源总量丰富 ，而且增长速度快 。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年的 １０年中 ，云南省

人口增长幅度为 １５ ．９９％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１ ．４５％ ④ ，人力资源数量也相应得到

增长 。

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远低于世界和中国平均水平 ，劳动力成本低于 １ ．０

美元 ⑤ （见表 ７唱１） 。如果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在全国和周边国家得到合理 、充分

的开发 ，人力资源结构得到优化配置 ，将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强劲的动

力 。因此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便宜的劳动成本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

最大竞争优势 。

０６１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编 ：枟开源与节约 ——— 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枠 ，８２

页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

庄亚儿等 ：枟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枠 ，２ ～ ４ 页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２００３ 。

庄亚儿等 ：枟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枠 ，２ ～ ４ 页 ，北京 。

庄亚儿等 ：枟１９９０ 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枠 ，２ ～ ４ 页 ，北京 。

董险峰 ：枟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枠（讲稿） ，２００３ 。



表 7唱1 　世界劳动力成本比较 单位 ：美元

国家（地区）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年） 国家（地区）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年）

中国内地 １ 儋．０ 日本 ２  ．９

中国香港 ４ 儋．６ 美国 ２  ．６

印度 ２ 儋．５ 南非 ３  ．４

韩国 ２ 儋．６

　 　 资料来源 ：董险峰 ：枟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枠 ，２００３ 。

２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居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类型的发展战略 ：一是注重物质

资本积累战略 ，注重发展资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 ，形成了物质资本相对充

足 ，而人力资源素质普遍较低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优势 。二是注重人力资

本的积累战略 ，注重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大力投资于教育 ，形成技术密

集型的优势 。西德和日本之所以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拥有受过良好教育 、具备相当科技能力的人才资源 。充足的高素质的人才

资源是它们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 ，而且这两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始终把

开发和利用人才资源放在首要地位 。前西德的教育经费投入始终居于欧洲各国

之首 ，发达的教育为西德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 。新加坡 、韩国

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它们对人才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新

加坡是当今国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它不仅重视物质资源的投入 ，更

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目前新加坡的教育经费以每年 ３０％ 左右的速度

递增 ① ，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都相当发达 ，保证了劳动者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技能

的不断提高 ，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的生产能力 。韩国不仅依靠人才资源的优先开

发而使经济腾飞 ，而且把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在人才资源优先开发战略的基

础之上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加入 WTO ，共同参与国际

市场的竞争与分工 ，中国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 ，物质资源的占有量已

不再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 。欠发达地区只有选择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战

略 ，才能有效地推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 （见表 ７唱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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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唱2 　不同社会的主要战略资源

社会类型 主导产业 主要战略资源

工业社会 传统产业 物质资本

信息社会 高技术产业 人力资本

　 　 资料来源 ：董险峰 ：枟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枠 ，２００３ 。

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和美国劳工部对

１９２９ — １９６９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估算表明 ，教育和知识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 ２７ ．６％ ，而 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９年达到 ３０％ 以上 ① ，１９２９ — １９５７年教育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 ，若把投入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贡献

也包括进去 ，则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高 。因此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在

有效开发和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 、物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 ，更应注重和实施人力

资源开发战略 。

３ ．欠发达地区未来人力资源发展潜力大

西部地区人口年龄构成整体上属于成年型 ，其中除重庆 、四川 、广西三省市

区正逐步向老年型过渡外 ，其他省区则比全国平均水平要年轻 。 ２０００年中国西

部地区 ０岁 ～ １４岁少年儿童人口的比重 ，除内蒙古 、重庆 、四川三省市区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外 ，其余各省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以西藏的少年儿童人口比

重最高 ，达 ３１ ．２０％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８ ．３１个百分点 。② １４岁 ～ ６４岁劳动

力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基本相反 ，除内蒙古 、重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 ，其

余各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以贵州为最低 ，仅为 ６３ ．９２％ ，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出 ６ ．１３个百分点 ③ 。

负担系数反映劳动年龄人口对少年儿童人口 、老年人口和非劳动年龄人口

的负担程度 。负担系数越高 ，一般反映的年龄构成越年轻 ，所负担的少年儿童人

口 、老年人口越多 。 ２０００年全国总负担系数为 ４２ ．５５ ，平均负担水平为每 １００名

劳动年龄人口负担 ４３名非劳动年龄人口 ，其中少年儿童人口 ３３人 ，老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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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人 ① 。西部地区除重庆 、内蒙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 ，其余各省区负担系数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负担系数最高的是贵州 ，平均为每 １００名劳动年龄人口

负担 ５６名非劳动年龄人口 ，其中少年儿童人口 ４７人 ，老年人口 ９人 ②
。

云南省 ０岁 ～ １４岁人口比重也较大 ，比全国高 ３ ．１３％ ，负担少儿系数比全

国平均高 ４ ．５５％ （见表 ７唱３） 。

表 7唱3 　云南省 2000年人口年龄结构与负担系数 单位 ：％

地区 ０岁 ～ １４岁 １５岁 ～ ６４岁 ６５岁以上 总负担系数 负担少儿系数 负担老人系数

全国 ２２ 敂．８９ ７０ 侣．１５ ６ *．９７ ４２ 刎．５５ ３２ 4．６３ ９ y．９２

云南 ２６ 敂．０２ ６７ 侣．９８ ６ *．０ ４７ 刎．１０ ３８ 4．２８ ８ y．８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整理 。

西部地区少年儿童人口比重高 ，负担系数高 ，特别是少年儿童负担系数最

高 ，说明在西部总人口中 ，作为未来的潜在人力资源数量很大 ，开发潜力巨大 。

但是 ，高比重的 ０岁 ～ １４岁人口也给现期教育和未来的就业带来了压力 。

二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力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 、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 ，这种能
力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是一种收益率很高的资本 。欠发达地区

经济发展滞后 ，一方面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 、结构和质量上 ，另一方面体现在人

力资本存量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落后上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中最具活力的要

素 ，是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世界银行环境局的迪克逊（１９９８年）认为 ，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 ，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代表了公共投资中质量最高的流向 。

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可以看出 ：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

素 。如今知识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 ，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速度和效益的不是物质资本 ，而是人力资本 。因此 ，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 ，有

必要研究中国的人力资源问题 ，为中国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撑和智

力依托 。

１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大于物质资本投资

人类发展战略最显著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人力资本投资上 ，人力资本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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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世界银行 １９９５年采用新的国民财富测量方法 ，将国

民财富分为三部分 ：一是物质资本 ，二是自然资本 ，三是人力资本 。根据世界银

行对 １９２个国家的评估 ，物质资本仅占国民财富比重的 １６％ ，自然资本占 ２０％ ，

人力资本占到 ６４％ 。其中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比重占优先位置 ，如德国 、日本 、

瑞士的人力资本占国民财富比重的 ８０％ 。实践一再证明 ，投资于人力资本 、无

形资本的收益远大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 、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 （见

表 ７唱４） 。同时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大大节省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 ，对人力

资源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开发政策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 。

表 7唱4 　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比较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１％ 生产力增加 ０ K．２％

对劳者投资增加 １％ 生产力增加 ０ K．７６％

对教育投资增加 １％ 生产力增加 １ K．８％

　 　 资料来源 ：董险峰 ：枟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枠 ，２００３ 。

２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递推作用 ，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本投资是效益最高的投资 ，尤其是对教育的投资 。因为人力资本是

存在于人身上的投资 ，可以通过人的数量 、质量和劳动时间来计算 ，表现在人的

智力和体力上 ，是一种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资本 。与物质资本投资相比 ，不仅投

资收益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具有递推作用 。 人力资本投资的递推模式

主要表现为 ：投资教育 →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增加 →劳动力资源数量扩大 →劳动

力质量提高 →劳动生产率提高 →人力资本存量增加 →产出增加 → GDP增加 →

国家财政增加 →下一轮教育投资扩大 ①
⋯ ⋯如此循环 ，从而形成良性的积累效

应和流动效应 。尤其是投资高等教育的经济产出和积累效应更为明显 ，对经济

增长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 。

三 、人力资源开发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１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和从业人员比重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

青海 、宁夏 、新疆 １２个省 、市 、自治区 。 欠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的广大

４６１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原新 ：枟人力资本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枠 ，载枟人口研究枠 ，２０００ ，２４（５） ，３７ 页 。



地区 ，也是中国内陆或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 。 ２００１年中国西部地区三大产业产

值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５ ．８％ ，而第二产业产值却比全国低

１０ ．４８％ ，第三产业产值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４ ．６８％ （见图 ７唱１） 。① ２００１年西部地

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比全国高出 １１ ．０８％ ，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比全

国低 １０ ．４２％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比全国低 １ ．６４％ （见图 ７唱２） 。② 云南省三

大产业产值与西部地区大致相似 ，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比西部高出

１２ ．５７％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比西部低出 ３ ．９３％ 和 ８ ．６６％ 。

图 ７唱１ 　 ２００１年全国 、西部地区 、云南省三次产业产值构成比较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枟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２ 年中国统计年鉴枠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３ 。

图 ７唱２ 　 ２００１年全国 、西部地区 、云南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比较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枟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２ 年中国统计年鉴枠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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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总的特点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 ，第二产

业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不足 ，且产值较低 ，发展滞后 。这样的产业结构不利

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竞争力的提升 。

２ ．人力资源开发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由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和新兴产业 、行业的不断涌现 ，在产业结构

调整中产生了大批新的职业岗位 ，从而也对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新的要

求 。因此 ，需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加快人才培养和岗位技能培训 ，来满足经济

结构调整的需要 。

欠发达地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高 ，第二产业发展滞后 ，第三产业发展不充

分 ，产业结构层次低 ，比较效益差 ，总体水平低 。因此 ，需要通过大力开发人力资

源 ，使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

势 。为此 ，发展教育 、职业技术岗位培训 、加速城市化进程等途径 ，促进欠发达地

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加大第二产业 、三产业比重 ，是地区经济结构调整

的重点 。

四 、人力资源开发是吸引外资的前提条件

人力资源的开发会对吸引外资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 ，享有基本教

育和拥有基本技能 、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 ，以及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

划 ，会大大增强一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 。① 中国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

面具有人才优势和政策优势 ：一是西北地区的西安 、成都 、兰州等中心城市科研

机构和高等院校密集 ，科技人才集中 ，为吸引外资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二是

国家在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中 ，将发展西部科技和教育作为重点 ，争相出台各种

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 ，并从政策和措施上加大扶持力度 ，为吸引外资创造了有利

的外部条件 。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边疆 ，处于东亚 、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中心位置 ，与缅

甸 、老挝 、越南接壤 ，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 。云南还是中国惟一能从陆路通过东

南亚直接沟通印度洋沿岸的省份 ，在连接中国 、东南亚 、南亚三大市场中具有十

分突出的战略地位和区位优势 。欠发达地区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 ，但也因

此成为目前中国就业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 。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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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 ，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

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 。这就要求政府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

包括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 、电视教育等 ；把扩大就业 、降

低失业率作为各级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和核心政策 ；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

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 ，使人力资源开发与国外直接投资形成

一个互动过程 。

第二节 　人力资源开发与欠发达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家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

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提高人

类健康水平 ，创造一个保障人民享有平等 、自由发展机会的社会环境 。适度数量

的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开发 ，对欠发达地区的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 、缩小与发达地

区社会差距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适度数量的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开发 ，是实现

社会全面进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

一 、人力资源开发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人力资源开发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共同的发展 ，有利于社会结构优化 ，有利

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 、进取精神和自信心 ，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 ，进而在全社

会形成稳定 、协调的发展环境 。人力资源开发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的动

力和助推器 ，对社会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有重要贡献 。首先 ，人力资源的质量和

开发程度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 。改革开放之初 ，基于中国物

质资源短缺 、技术落后 ，选择了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的战略 。但是在这一战略

实施的过程中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低下 、产业结构不够

合理 、经营粗放 、浪费严重 、效益不高等 。这首先要求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中国要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 ，则必须优先开发人才资

源 ，提高国民素质 。其次 ，人力资源开发是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基

础 。人力资源开发 ，不仅可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速度 ，

而且还能够使劳动者实现全面发展 ，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改善区

域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 ，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社

会人文基础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 ，人力资源开发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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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尤其是在中国欠发达地区 ，针对农村人口比例大的实际情况和区域经济特

色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增加劳动者的知识 ，提高劳动者技能 ，从而提升劳动者的

就业竞争力 。第四 ，人力资源开发状况还是各级政府和各类组织进行重大决策

的主要参考依据 。

（一）人力资源开发与地区社会整体水平发展

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 ，可用人类发展指标来表示 。人类发
展指标（HDI）是一个综合性指标 ，它是由人口平均文化程度 、成人识字率 、人口

预期寿命和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美元值四项指标综合计算而
成 ① 。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在全国排名中一直处于落后（见表 ７唱５） ，

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因此 ，欠发达地区只有通过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采取缩小知

识差距和技术信息差距的战略 ，才能推动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

表 7唱5 　 1995年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

省区 在中国的排名 预期寿命 教育指数
国内生产
总值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 在世界排位

新疆 １５ M０ ．６７ ０ 亮．７５ ０ 北．４３８ ０ �．６１９ １０５ 滗
广西 １８ M０ ．７４ ０ 亮．７５ ０ 北．３３２ ０ �．６０５ １０８ 滗
四川 ２１ M０ ．７０ ０ 亮．７４ ０ 北．３０８ ０ �．５８２ １１１ 滗
内蒙古 ２２ M０ ．７０ ０ 亮．７４ ０ 北．２９６ ０ �．５７８ １１３ 滗
宁夏 ２１ M０ ．７２ ０ 亮．６７ ０ 北．３２３ ０ �．５７１ １１６ 滗
陕西 ２５ M０ ．７２ ０ 亮．７３ ０ 北．２５９ ０ �．５７０ １１７ 滗
云南 ２６ M０ ．６５ ０ 亮．６４ ０ 北．２８９ ０ �．５２６ １２４ 滗
甘肃 ２７ M０ ．７１ ０ 亮．６２ ０ 北．２１６ ０ �．５１４ １２５ 滗
青海 ２８ M０ ．６１ ０ 亮．５７ ０ 北．３２６ ０ �．５０３ １２６ 滗
贵州 ２９ M０ ．６７ ０ 亮．６４ ０ 北．１７２ ０ �．５９４ １１０ 滗
西藏 ３０ M０ ．５８ ０ 亮．３６ ０ 北．２２６ ０ �．３９１ １４０ 滗

　 　 注 ：“在世界排位”是指在 １７４ 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位 。

　 　 资料来源 ：UNDP ，１９９７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１９９７ 。

（二）人力资源开发与地区社会各领域发展

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的整体发展 ，有赖于这个地区社会各领域的发展 。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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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平衡 ，制约了社会全面发展的进程 。人力资源的开

发有助于加速社会各领域发展 ，从而促进整个地区社会的综合平衡发展 ，以实现

欠发达地区“以人为本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目标 。

以云南省为例 ，从评价结果基础资料可以看出 ，各评价领域除社会保障由于

是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形成期 ，“享受低保”人数的迅速增加和职工

养老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 ，影响社会保障领域快速发展外 ，其他领域的发展也不

平衡 。其中文化体育 、环境与生态 、人口领域指数增长都超过 ７％ ，而卫生保健 、

劳动就业和社会治安领域的增长仅为 ２ ．５８％ 、０ ．７２％ 和 － ８ ．５％ ，说明全省社会

各领域的发展离全面实现均衡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见表 ７唱６） 。

表 7唱6 　 2001年云南省社会发展评价总指数

评价领域 ２００１年指数 ２００１年比 ２０００年增长／％

全省 １０８  ．２３ ８ 鬃．２３

环境与生态 ９  ．９３ ７ 鬃．２３

人口 ５  ．４７ ７ 鬃．２５

经济基础 ７  ．３２ ４ 鬃．５７

居民生活 １８  ．６０ ３ 鬃．９１

劳动就业 １１  ．１８ ０ 鬃．７２

社会保障 １４  ．８３ ４０ 鬃．８６

卫生保健 ９  ．９５ ２ 鬃．５８

教育科技 １６  ．８９ ５ 鬃．５６

文化体育 １０  ．４ ９ 鬃．４７

社会治安 ３  ．６ － ８ 鬃．５

　 　 注 ：因 ２０００ 年较多评价指标统计口径调整等原因 ，不宜计算 ２０００ 年及以前年度社会发展评价指

数 ，因此 ，增长速度以 ２０００ 年基数为 １００ 计算 。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 ：枟云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枠 ，２００３ 。

二 、人力资源开发是缩小社会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

（一）人力资源开发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社会差距

中国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中国东西部地区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来看 ，必须迅速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素质 ，提高劳动生

９６１第七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产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 ，对广大西部地区产生了许多

积极作用和影响 ，带来了一定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开发 。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

延缓了西部地区的发展进程 ，使地区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见表 ７唱７） 。占全国

人口 ４０％ 的东部地区 ，拥有全国 ６０％ 多的国内生产总值 ，而西部地区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只有东部地区人均总值的 ３５％ 。生产率的巨大差距 ，虽与其他社会经

济因素息息相关 ，但也直接地反映了西部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要提高生产

力水平 ，就要对各项生产要素进行全面改造 ，其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在生产力中起

决定作用的首要因素 ，即人的能力和素质 。

表 7唱7 　 2000年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比较

全国排名 地 　 　区 综合得分 社会结构 人口素质 经济效益 生活质量 社会秩序

全 　 　国 ５４  ．５ １０ 刎．９ ９ 拻．９ １０ z．０ １８ K．５ ５ 眄．２

东部地区 ６３  ．１ １２ 刎．６ １１ 拻．４ １１ z．９ ２２ K．５ ４ 眄．８

中部地区 ５０  ．２ ９ 刎．１ ９ 拻．２ ８ z．７ １７ K．０ ６ 眄．１

西部地区 ４４  ．２ ７ 刎．９ ８ 拻．０ ７ z．４ １５ K．２ ５ 眄．８

２６ 摀云 　 　南 ４３  ．８ ５ 刎．９ ７ 拻．５ ７ z．６ １６ K．３ ６ 眄．５

　 　 资料来源 ：汝信等主编 ：枟２００２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预测 枠 ，２９０ 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０２ 。

（二）人力资源开发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内部之间的社会差距

欠发达地区各区之间社会综合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 ，个别地区差异较大 ，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 。 注重人力资源的开

发 ，特别是落后地区和“少 、边 、穷 、弱”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是缩小各区社会发

展差距 ，提高整个欠发达地区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

以云南省为例 ，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好的地区是昆明 、玉溪 、大理 、西双版纳 、

曲靖 、楚雄 ；相对较好的地区是红河 、德宏 、丽江和保山 ；存在较大差距的地区

是怒江 、昭通 、迪庆 、临沧 、思茅和文山 。以全省平均发展水平看 ，发展最好的是

昆明市和玉溪市 ，分别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１１３ ．９４和 ６３ ．３２个指数点 ，而总指数

最低的怒江州和昭通市 ，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６１ ．２７和 ４３ ．９６个指数点 ，表明

了地区内部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差异较大（见表 ７唱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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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唱8 　 2001年云南省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比较

地 　 　区 评价总指数 地 　 　区 评价总指数 地 　 　区 评价总指数

全 　 　省 １０８  ．２３ 楚 　 　雄 １２７ 览．４３ 德 　 　宏 １１８ Ё．８

昆 　 　明 ２２２  ．１７ 红 　 　河 １１９ 览．９４ 丽 　 　江 １０３ Ё．６６

曲 　 　靖 １２８  ．５５ 文 　 　山 ８０ 览．１１ 怒 　 　江 ４６ Ё．９６

玉 　 　溪 １７１  ．５５ 思 　 　茅 ７９ 览．８６ 迪 　 　庆 ７３ Ё．８

保 　 　山 １０１  ．９２ 西双版纳 １３３ 览．９３ 临 　 　沧 ７４ Ё．４

昭 　 　通 ６４  ．２７ 大 　 　理 １３４ 览．２１

　 　 资料来源 ：云南省统计局编 ：枟云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枠 ，１０２ 页 。

因此 ，只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才能克服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种种弊病 ，使中

国真正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发展轨道 。地区差距已经制约了中国欠发达地区

进一步的开发与发展 ，欠发达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 ，要缩小欠发达

地区内部之间的差距 ，必须大力推进人力资源的开发 ，对人力资源进行全方位 、

深层次的开发才是根本的途径 。

第三节 　人力资源开发与欠发达地区生态可持续发展

　 　欠发达地区是中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是生态环境屏障和水源保护的特殊

地带 ，自建国以来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欠发达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 ，生态保护能力下降 ，面临一系列生态破坏及退化问题 。 在全国

２６ 个省区生态环境脆弱度评价中 ，云南省生态脆弱度为强度脆弱 ，其值为

０ ．５９２５ 。①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弱 ，对云南省整体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 。

云南由于特殊的区域位置 ，地质构造复杂 ，发育有六大水系 ，即金沙江水系 、

伊洛瓦底江水系 、怒江水系 、澜沧江水系 、元江水系和南盘江水系 。云南省生态

环境保护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 ，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 ，保护生态环

境多样性 ，控制水土流失 、植被破坏和森林草地退化 。同时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长

较快 、素质较低 ，导致人口 、资源与环境矛盾问题突出 ，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环境保

护和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是要靠大力开发

人力资源 ，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寻求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解决生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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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力资源开发有利于缓解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中国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丰富 ，合理开发人力资源 ，利用充足的人力资源来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可以有效缓解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在中国欠

发达地区 ，目前急需大量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科普教育人才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技术应用人才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实用技术培训人才 。采用政策激励和

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配套措施 ，把大量剩余劳动力吸引到生态环境建设和开发利

用中去 ，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 ，可以把劳动力资源直接转换为现实的 、高效的生

态效益 。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长久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 ，因

此 ，国家将生态建设列为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 。① ５０年来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

日益恶化 ，尽管国家和政府在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中取得了较大

成绩 ，并遏制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但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 ，中国西南三省生态环境在历史时期发生了重大变迁 ，其中云南省森林覆盖率

从古代的 ７０％ 递减到当代的 ３０％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仅为 ２５％ 左右

（见表 ７唱９） 。

表 7唱9 　中国西南三省历代森林覆盖年变化情况

地 　区 汉 　晋 唐 　宋 元 明 　清 １９５３年 ２０世纪中期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四川 ６０％ ６０％ ５０％

贵州 ５０％ ５０％ ５０％

云南 ７０％ ７０％ ７０％

覆盖率
缓慢下
降 ，但时
有反复

３４％ ２２％ １３ è．３％ ２０ 悙．３７％

NA ３０％ １４ è．０％ １４ 悙．７５％

NA ５０％ ２３ è．２％ ２４ 悙．５４％

　 　 资料来源 ：蓝勇 ：枟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枠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８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 ，云南省森林覆盖率为 ２４ ．５９％ ，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１３ ．９２％ ，但分布不均匀 ，局部生态恶劣 ，水土流失率达 １２ ．８５％ ，水土

流失面积达 ３６ ．９％ （见表 ７唱１０） 。② 根据 １９９７ 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结果

显示 ，生态环境最好的是滇西北地区 ，较好的是滇西区 ，中等的是滇西南区 、滇东

２７１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①

②

曲格平 、李金昌 ：枟中国人口与环境枠 ，６６ 页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社 ，１９９２ 。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编 ：枟开源与节约 ——— 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枠 ，６８页 。



南区 ，较差的是滇中区 ，最差的是滇东北区 。生态状况与各大区的自然条件 、经

济发展状况 、人口素质密切相关 。

表 7唱10 　云南省生态环境指标比较

荒漠化率／％ 草原退化率／％ 水土流失率／％ 森林覆盖率／％

全 　 　国 ３４ 侣．５５ １９ *．７９ １６ 拻．９８ １３ b．９２

云 　 　南 ０ 侣．７９ ０ *．００ １２ 拻．８５ ２４ b．５８

　 　 资料来源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编 ：枟１９９８ 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枠 ，北京 ，科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９ 。

二 、人力资源开发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增强全民环保意识

人口素质是实现现代化 、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 ，同时它又是社会发展的

成果 。人口素质主要由身体素质 、文化素质 、科技素质等组成 。从云南省社会发

展人口素质指标上看（见表 ７唱１１） ，云南省人口素质处于全国末位水平 ，整体素

质较低 。人口死亡率位居全国首位 ，出生率位居第 ４ 位 ，形成高出生率 、高死亡

率 、高自然增长率的原始型类型 。云南省人口文化程度以文盲 、小学 、初中为主 ，

其中每 １０万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人数居第 １位 。人口科技素质较低 ，位于全国

倒数第 ５位以内 。

表 7唱11 　云南省人口素质指标

地
区

人口
出生
率
／ ‰

妇女
总和
生育
率
／％

人口
死亡
率
／ ‰

人口
自然
增长
率
／ ‰

学龄
儿童
入学
率
／％

小学
毕业
生升
学率
／％

初中
毕业
生升
学率
／％

成人
文盲
率
／％

每 １０万人口中
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数量

小学
／人

初中
／人

高中和
中专
／人

大专
以上
／人

人均

受教

育年

限

／年

每千人

口科技

人员数

量

／人

每千名

职工科

技人员

数量

／人

每千

人口

医生

数量

／人

年
份 １９９９ 膊１９９９ �１９９９ L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骀２０００ 吵２０００ �１９９９ M２０００ 牋１９９９ 蝌１９９９ 栽１９９９ 适１９９９ 贩
全
国 １５ L．２３ ２  ．３１ ６ 蜒．４６ ８ 吵．７７ ９９ 敂．１ ９４ a．９ ５１ .．１ １５ 珑．１４ ３５ ７０１ M３３ ９６１ C１１ １４６ 9３ ６１１  ７ 寣．１８ ２４ 倐．３ ２６０ 　 １ I．６７

云
南 １９ L．４８ ２  ．５９ ７ 蜒．８２ １１ 吵．６６ ９８ 敂．７ ８２ a．６ １９ .．７ ２４ 珑．３４ ４４ ７６８ M２１ ２３３ C６ ５６３ 9２ ０１３  ５ 寣．８２ １４ 倐．２ ２２９ 寣．２ １ I．４６

排
序 ４ u８ B１  ７ 苘２２ 浇２７ 妸２９ W２６ $１ 耨２９ �２９ 蝌２９ 梃３０ 缮２２ ǐ２７ 　２４ 帋

　 　 资料来源 ：胡鞍钢 ：枟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枠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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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在发展的同时 ，必须加强环境保护 ，控制环境

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的完整性 ，保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

自然资源 ，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环境的承载力之内 。 目前云南省人口总体素质

较差 ，人口出生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文化程度比重

过高 ，导致人口 、资源与环境矛盾的产生 ，制约着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加快

人力资源开发 ，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一方面可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来解决生态问

题 ，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在开发利用替代品上提供知识技能保证 ；另一方面 ，

将有利于增强全民的环保意识 ，因为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是一项全民参与的

系统工程 。

第四节 　人力资源开发与欠发达地区区域竞争力

中国“入世”后 ，欠发达地区面临着新的国内 、国际竞争环境 ，要把握由此带

来的机遇 ，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发挥比较优势 。根据波特的

产业竞争力“钻石模型”理论 ，地区产业竞争力来源于生产因素 、需求因素 、企业

竞争状态以及相关和支持产业 。① 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 、气候 、地理区位等基

本要素及高科技人才 、科技创新水平等高等要素 ，其中突出了人力资源的核心作

用 。欠发达地区在自然禀赋既定的情况下 ，高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

性与日俱增 。因此 ，人力资源是企业竞争状态提升的核心资源 ，是产业竞争力的

重要动力源泉 。

一 、区域竞争力内涵

区域竞争力是指一个地区参与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分工与竞争的能力 。区

域竞争力的概念直接来源于企业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是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

力 ，一般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表示 。企业竞争力包括企业所在区域内的市场竞

争力和区域外的市场竞争力两个部分 。

区域竞争力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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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照云 ：枟欠发达地区竞争力分析枠 ，５２ 页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０１ 。

刘勇 ：枟中国典型地区区域竞争力初步研究枠 ，载枟学习与实践枠 ，２００３（９） ，３１ ～ ３５页 。



（１）初始竞争力 。由区位条件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人口与劳动力 、资本存

量等自然或静态因素决定的区域竞争优势 。

（２）潜在竞争优势 。由基础设施 、法规体系 、政府干预或管理水平 、人力资

本条件 、科技水平等人为可变的软硬件环境因素构成的动态区域发展优势 。

（３）现实竞争力 。指经济实际运行效果或效率 ，如 GDP 、人均 GDP 、增长速
度 、劳动生产率 、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 。

随着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日益快速融入世界一体化大市场 ，各企业面临日

益强烈的国际国内竞争 ，要提升欠发达地区及各个企业的竞争力 ，其中一个重要

的途径就是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人力资源劳动技能和管理水平 ，从而提高劳动生

产率 ，增强区域竞争力 。

从区域竞争力指标的强弱对比可以看出 ，欠发达地区处于优势的竞争力大

多都是体现在数量和初始竞争能力上 ，而在质量上 、潜在的和现实的竞争力指标

上都处于弱势（见表 ７唱１２） 。要提高欠发达地区区域竞争力 ，关键还是要靠大力

开发人力资源 ，做好企业职工技能培训 、继续教育 ，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高素

质人才 ，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样才能提高企业职工自身劳动技能和管理水

平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增强企业竞争力 。

表 7唱12 　欠发达地区区域竞争力指标强弱对比

强 　 　项 弱 　 　项

区位条件 、自然资源 、

生态环境 、人口与劳动力总量
GDP 、人均 GDP 、人口死亡率 、入学率 、

文盲率 、每 １０万人口不同文化程度所
占比例 、科技贡献率 、市场占有率

二 、区域竞争力的实质是科技的竞争 ，科技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

人力资源作为区域竞争力重要的生产要素 ，是一种潜在的活跃的竞争力 。

初始竞争力中的人口 、区位条件 、自然资源 ，是既定的先天条件 ，而潜在竞争力中

的要素是通过长期投资和后期开发所创造的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

速 ，初始竞争要素的比重不断下降 ，科技的发展减轻了对静态基本要素的依赖

性 ，而潜在竞争力要素比重 、重要性却与日俱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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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作为生产力系统的知识形态要素 ，已成为推

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 。掌握科学技术的是具有知识的劳动力人口 ，即人力资源 。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人才资源开发 ，可提高劳动者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生

产率 ，从而增强区域竞争力水平 。因此 ，人力资源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 ，是科学

知识的载体 。

云南省人力资源素质低是制约区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教育是发展科学技

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 。区域竞争力 ，科技是关键 ，教育是基础 ，人才是核心 ，加强

人才培养是云南摆脱贫困 、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

三 、人力资源开发能够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提升欠发达地区区域竞

争力的必要途径

　 　一个国家 、地区综合国力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取决于这个国家 、地区的科

技创新能力 ，而科技创新能力又是由该国 、该地区的人力资源状况所决定的 。①

欠发达地区由于传统的自然资源优势正在逐步丧失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消

耗 、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已不足取 ，加上欠发达地区自身压力和国际 、国内经济形

势的压力 ，使欠发达地区实施技术创新战略成为必要 。欠发达地区面临世界高

新技术 、知识经济以及加入 WTO 的挑战 ，在这种宏观经济条件下 ，长期以来经

济和科技竞争力处于劣势的欠发达地区更是困难重重 。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

本较低的优势也难以发挥 ，只有实施科技创新战略 、开发高新产品 、提高区域竞

争力 ，才能有力地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 。

欠发达地区成功实施技术创新战略的基本条件之一是人才 ，不仅包括科技

研发人才 ，而且包括产业化过程中所必需的具有较高素质的高科技人才 、市场调

研人才 、销售人员及拥有大量知识丰富 、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资源 。技术创新

成功的内部因素中 ，包括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 ，其中个人因素对创新成功的作

用更大一些 ，个人因素排名在第 １ 位 、第 ３ 位 、第 ４ 位 。 组织因素排名在第 ２

位 、第 ５位 。由此可知 ，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对技术创新成功具有更重要的意

义（见表 ７唱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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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文 ：枟生产率和科技创新能力可持续提高实质 ：人力资源开发枠 ，载枟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枠 ，

２００２ ，１２（５４） ，２７ ～ ３１ 页 。



表 7唱13 　技术创新成功的内部因素调查

内部因素 百分比／％ 位 　 　次

个人因素 高层领导的支持 ８１ ┅．５ １ 揪
技术带头人 ５２ ┅．２ ３ 揪
高水平人才 ３６ ┅．８ ４ 揪

组织因素 研发部门与营销 、生产部门合作 ７４ ┅．４ ２ 揪
体制合理 ２８ ┅．８ ５ 揪

其他 　２ 　．５

　 　 资料来源 ：高键 ：枟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分析枠 ，９７ 页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 。

２００１年云南省科技活动人员为 ６０ １８５ 人 ，指数为 ０ ．０８ ，在全国排名第 ２８

位 。其中科学家 ４０ ４６３人 ，占全省科技活动人员的 ６７ ．２％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

支出为 ２１ ．３亿元 ，在全国排名第 ２２位 ；研究与开发（R&D）经费内部支出 ７ ．７

亿元 ，占全省 GDP 比重的 ０ ．３７％ ；科技成果指数为 ２１ ．０ ，在全国排名第

１８位 。①

２００１年科技部对全国各省 、市 、区的科技总体水平实力的排序 ，云南省位于

２３位 。
② 为适应国内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应对中国加入 WTO 的机

遇与挑战 ，必须选择和实施技术跨越式发展战略 ，从而提升云南省区域竞争力

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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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云南省统计局 ：枟云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枠 ，８２页 。

云南省统计局 ：枟云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枠 ，９０页 。



第八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

第一节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一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概述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 ；

然而 ，现实中的知识能力 、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

资本 、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 。① 人的能力是体能 、技术与智能三者的高度

统一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本质是 ：通过对于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结构增效 、替

代增效 、转化增效和产出增效 ，有效地克服传统生产力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

规律 ，有效地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 ，有效地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是新一轮社会财

富积累的核心 。②

（一）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定则

１９９５年 ，由中国学者牵头 ，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委托下 ，提出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基本定则 。认知科学表现 ，在现代

社会中 ，体能 、技能 、智能三者存在一个简化的定量规则 。对于体能 、技能与智能

的获得 ，需要社会支付之比分别为 １ ∶ ３ ∶ ９ ，这表示当保持一个人健全体魄所支

付的社会费用为 １时 ，支付其同时获得技能的费用为 ３ ，支付其同时获得智能的费

用为 ９ ，即社会支付成本（相对于体能 、技能 、职能）为一列等比级数１ ∶ ３ ∶ ９ 。同时 ，

在现代社会中的体能 、技能和智能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与价值则为 １ ∶ １０ ∶ １００ 。

它说明一个仅具有体能的人 ，他能创造的财富大约仅能维护他本人的生存 ，而

同时具有技能的人则可创造出 １０倍于仅具有体能的人 ，具有智能的人又可创

造出 １０倍于具有技能的人（即 １００倍于只具有体能的人所创造的财富） ，三种

能力对社会的贡献即社会获得收益（相对于体育 、技能 、职能）为另一列等比级

①

②

W ．舒而茨著 ，蒋文斌 、张衡译 ：枟人力资本投资枠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 。

戚鲁 、杨华 ：枟人力资源能本管理与能力建设枠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



数 １ ∶ １０ ∶ １００ 。

所以我们认为 ，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就是不断通过塑造 、改善 、提高 、培育

和拓展人力资源发挥能力的环境和空间 ，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 如

果我们以文盲作为仅具有“体能”的人 ，以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口作为具有一定

“技能”的人 ，而以科学家 、工程师人数作为具有“智能”的人 ，那么按照上述简

单化的规则 ，我们提出人力资源能力方程为 ：

人力资源能力 ＝ （文盲人数 × １ ＋ 第二产业人数 × １０

＋ 科学家工程师 × １００）／全社会总人口

（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取值范围在 １ ～ １００之间）

根据人力资源能力方程 ，我们可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能

力系数 ，并进行分级 ，见表 ８唱１ 。

表 8唱1 　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表

人力资源能力系数
国家和地区

人力资源能力水平
人力资源能力系数

国家和地区
人力资源能力水平

小于 ５ 构很弱 １５ ～ ２０ �较强

５ ～ １０ �较弱 大于 ２０ 父很强

１０ ～ １５ 破中等

　 　 资料来源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编 ：枟２００２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枠 ，北京 ，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２ 。

（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目的及要求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目的是达到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的本质功能 。从经济

学和管理学角度来讲 ，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于物质 、能量和

信息的结构增效 、替代增效 、转化增效和产出增效 ，有效地克服传统生产力要素

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有效地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 ，有效地增强国际竞争能

力 。从哲学的角度讲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 ，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 。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戚鲁在枟人力资源能本管理与能力建设枠一书中指出了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应在宏观 、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上分别提出相应的要求 。宏

观上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对社会的要求是把保证 、促使人的能力全面 、充分 、有效

地发挥利用作为社会倡导的主要价值原则 ，塑造能力型社会 ；在中观层面上 ，人

力资源能力建设对组织的要求是构建自己的能力发现机制 、能力使用机制和能

９７１第八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



力开发机制 ，实行能本管理 ，建立能力型组织 ，实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 ；在微

观层面上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要求我们每个人力求把自己塑造成具有能力意识 、

以能力发挥作为人生价值追求目标的“能力人” ，以达到充分开发自身的人力资

源并使人力资源转化成能力的目的 ，而且每个人既要通过充分 、正确地发挥其能

力来实现其人生价值 ，又要不断开发自身的人力资源 ，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 ，充

分挖掘人本身具有但未曾使用过的潜力和资源 ，为社会多做贡献 。

二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因子分析

（一）外部环境

１ ．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 、企业和个人的人力资

本的来源主要是教育 。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 ，将直接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具备良好的知识能力 ，在现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都能

处于有利的地位 。

２ ．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是有计划地组织员工从事学习和训练 ，提高员工的专业知识技能 ，

改善员工的工作态度 ，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 ，使员工能胜任本职工作的人力资源

管理活动 ，包括管理能力 、技术能力 、服务能力的培训 。

３ ．医疗卫生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 ，宏观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中包括保健设施与服

务 ，广义地说包括影响人寿命 、体力 、精力以及活力与生命力的一切开支 。我们

认为 ，医疗卫生和保健投入 ，可以延长人的寿命 ，增强人的体力 、精力和耐力 ，保

证人有旺盛的生命力从事学习和工作 ，保证人力资源的有效程度 ，推动整个社会

经济的发展 。

４ ．社会经济环境

环境是某一中心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外部条件或因素 ，人力资本的

形成受到所处环境因素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与之相关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 ：经

济环境因素 、科学技术环境技术 、政治法律环境因素 、人口环境因素 、社会文化环

境因素等 。

５ ．人口流动

人口在时空上的不定因素分布即人口流动 ，包括人力资本的有序迁移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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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流动 ，这一人力资本的空间布局 ，必然导致人才的流动 。

（二）能本管理制度

１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养制度

这一因子主要针对人才个体所需的知识 、技能进行学习和积累 ，将人的潜力

转化为显性能力的过程 。

２ ．人力资源的激励体系

这为充分调动人发挥自身能力的积极性 、主动性提供了前提 。

３ ．人力资源的配置机制

这一因子主要指在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机制 ，为组织内部

员工的正确配置 、有效使用和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提供依据 。

４ ．人力资源合理的流动制度和市场机制

这一因子强调人力资源在时空上的布局 ，流动制度突出人的控制力度 ，而市

场机制则要求人遵循市场这一指挥棒 。

三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思路创新

（一）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应遵循的一般规律

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中 ，我们应该遵循它自身的一般规律 。我们借鉴发达

地区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走出的好的路子 ，并将它与云南省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

开拓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中应遵循的一般规律 。

规律一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与时代共同进步的规律 。在新形势下 ，这一规律

主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与时代发展的关系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过程 ，

人的能力建设在不同的时代其侧重点不一样 ，对人才能力的要求也不尽一致 ，发

展的状况也不一样 。因而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就应该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 ———

与时俱进 。

规律二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占有的规律 。如果我们

的物质资料及物质生活至今尚未解决 ，那么 ，今天我们谈及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就是一句超前的话 ，与时代不一致 。人类只有将物质生活解决了 ，方能进行个人

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国家才能实施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方案 。因为 ，人是在一定

物质生活条件下的现实的人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首要前提是提高和改善社会

物质生活条件 。

规律三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能者上 、庸者下规律 。即强调的是人力资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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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设的根本途径 。提倡“有为应有位” 、“有位应有为”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机

制 ，应建立一种能者上庸者下的惩恶扬善的制度 。

规律四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与市场同步的规律 。它有别于规律一 ，市场对

人才的需求是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定的 。而不同的企业 、部门对人才的需求

不尽一致 ，故而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不同 ，我们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应该把握

市场 。

（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在进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中 ，我们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

第一 ，坚持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为主体 。从云南省

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出发 ，从促进云南省经济建设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协调发

展入手 ，通过学校教育 、医疗卫生 、职业培训和人才流动等方法和途径 ，重点是协

调二者的关系 ，以发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

第二 ，坚持以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为主线 。 要适应云南省经济结构战

略性调整的需要 ，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加强地方政府

的宏观调控 ，建立人力资源结构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协调的动态机制 。

第三 ，坚持以培养和选拔中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重点 。根据分类管理的原

则 ，从岗前 、岗中和岗后培养人才 ，实行重点带动 、整体推进 ，推动人力资源能力

建设的全面发展 。

第四 ，坚持以发展教育事业为动力 。在改革创新的基础上 ，重点发展云南省

的教育文化事业 ，深化教育体制 。不断提升教育质量 ，提高教育水平 ，关键是发

展农村教育事业 ，以此推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

（三）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举行的 ２００１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人力资源能力建
设高峰会议开幕式上 ，就 APEC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出五点主张 ：树立发展新

理念 ，加紧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构筑终身教育体系 ，创建学习型社会 ；普及信息

网络 ，优化学习提高手段 ；弘扬创新精神 ，培养青年人才 ；坚持互利互惠 ，加强

交流合作 。①

云南省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应该如何把握时代 ，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 ？我

们认为 ，应该走一条有云南特色的发展建设路子 ———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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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模式 。

第一 ，建立完善的现代云南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构建全省人民学

习 、终身学习 、灵活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和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的追求 。推动云南省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加快推进云南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面创建学习型社会

的战略构想和重大政策举措 ，特别是在观念创新 、体制创新 、机制创新方面要

有重大突破 。①

第二 ，加强农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农业现代化

的需要 ，是加入 WTO后产业结构和相应的就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是提高国民整

体素质 ，保障社会公平的需要 。云南省农村人力资源丰富 。省政府应确保农村

小学和初中两阶段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应该建设以村级医疗

组织为单位的乡村合作医疗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人口结构 ；向

农村提供公平分配的制度保障（包括法律 、法规和政策上的保障） 。②

第三 ，不断完善和健全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卫生制度和激励机制 。健全省

级 、市级 、县级和乡级 、村级医疗卫生制度保障体系 ，全面提高全省人民的身体素

质 。完善个人绩效薪酬制度 ，公平对待员工 ，实行优化组合 ，充分发挥员工的能

力 ，提高员工津贴和福利等 。提倡“有为应有位 ，有位应有为”的人力资源能力建

设机制 ，建立一种能者上 、庸者下的惩恶扬善的制度 。

第四 ，建立人力资源能力培训网络 。这包括人力资源的上岗培训 、在职培训

和再就业培训等 。应该在全省乃至省际和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

学习与交流 ，吸收并借鉴先进的培训模式 ，应用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管理机制 ，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人力资源能力培训网络 。

第五 ，创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评估体系 。在遵守人力资源评估理论的基

础上 ，制定合理的人力资源评估指数 、内容和问卷并进行问卷调查 ，使用已经建

立好的评估方法 ，进行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评估 ，并对评估报告进行分析 ，为今

后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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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则和开发利用模式

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大多分布在西部内陆 、边疆地区 ，这些地区虽然自然资源

的禀赋较好 ，但区位较为偏远闭塞 ，生态环境脆弱 ，少数民族众多 ，开发历史短 ，

总体社会经济欠发达 ，资源开发的技术和难度较大 。后进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 ，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由资源开发转向对人力资源的开发 ，

消除贫困 ，大力发展教育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 ，提高科

技创新的能力 ，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 、持续 、健康发展 。

一 、指导思想

根据“十五”计划和 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远景目标 ，以实现“两个根

本性转变”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以改

革为动力 ，以开放促开发 。加强领导 ，尽快为人力资源开发建立健全有利于市场

经济发展的培训使用体系 、法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进一步改善开发人力资

源的环境 ，从实际出发把需求和供给有机统一起来 ，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益 、

质量 ，多渠道 、多层次 、全方位进行开发 ，使之与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的

调整相适应 。

二 、人力资源开发的原则

为使指导思想切实得以落实 ，还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

（一）因地制宜的原则

人力资源开发涉及面广 ，在注重人力素质和人才需求总量的前提下 ，应重点

关注农业 、“支柱产业” 、国有大中型企业 、科教事业的需求以及紧缺专业和调整

层次结构的需求 ，着重注意生产第一线 、贫困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的需求 。以人

力资源开发带动自然资源的开发 ，形成“开发人力资源 －促进科技进步 －加速经

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新格局 。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与途径的制定 ，应以地区客观

的经济社会条件为基础 ，随着条件的发展变化 ，其政策措施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

从基本适应到适应 ，不断地进行调整 ，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指导理论 ，以利于对人

力资源开发做出科学的实践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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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调原则

人力资源开发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 ，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 、相互制

约 、相互促进的关系 。因此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不能孤立进行 ，应与地区

经济 、社会 、科技 、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等方面的

发展相协调 。尤其是教育事业中的基础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科技

事业中的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开发研究的任务与条件 、规模与投资等各个环节 ，

都应统筹规划 、协调一致 。

（三）系统原则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 ，必须运

用系统的方法进行开发 。在这个系统中包含了人口 、资源 、环境 、社会和经济等

要素 ，既要统筹兼顾 、全面规划 、保证重点 、照顾一般 ，还要注意挖掘全社会的潜

力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发挥用人单位 、学校和家长以及其他一切相关单位

乃至个人开发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终达到充分发挥各要素的功能 ，形

成一个完整有机的系统 。

（四）效益原则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应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中心 ，既要追求一定

的数量和速度 ，又要追求一定的规模和质量 ，要在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最多地开发

所需要的 、合格的 、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把投资和效益 、数量和质量 、速度和结构 、

局部和全局 、需要和可能都统一起来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

（五）实践第一的原则

人力资源的开发 、研究规划只是设计未来 ，但未来的各种因素不可能预先全

部被认知 ，而且任何一种跨世纪的人力资源开发 、研究规划都不可能一成不变 。

因此 ，实践中要根据实际执行情况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力资源开发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 ，瞄准实现既定目标的方向进行跟踪调整 、修

订 ，以利于给实践以科学指导 。在制定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步骤实施的过程中 ，

应突出层次和时序 ，做到层次分明 ，突出重点 ，有条不紊地推进人力资源开发 ，特

别是整体素质和应用人才的开发 ，贫困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 。

（六）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人类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 ，既取决于人力资源 、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的

相互协调与利用 ，又取决于人力资源 、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状

况 。人力资源在与自然资源 、经济资源的相互作用中 ，既得到增值 ，又创造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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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它的可持续发展对其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主导性与决定性地位 。①

三 、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模式

人类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人为基础的经济 ，知识的

获得 、利用 、创新和发展 ，将是推动各国和各地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 。拥有知识和科学技术人才 ，成为知识经济之本 。一国的人力资源状况 ，便成

为了决定该国能否进入知识经济的关键 ，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的第一位资本 。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高科技的载体 ，越来越成为各国

经济发展及其增强可持续性的决定性力量 。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的质量 ，

决定着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创新能力和可持续经济发展能力 。

因此 ，加快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减轻和消除落后状况 、促进经济增长的重

要开发战略和主要工作思路 。

（一）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相对丰富 ，然而资金资源短缺 ，科技创新能力低

下 ，丰富的物质资源并没有给欠发达地区带来应有的发展 。欠发达地区经济的

开发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是

多方面的 ，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地区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还是可持续发

展 ，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 ，即人力资源的开发 。人力资源水平的滞后已经制约了

中国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开发与发展 。因此 ，一定要大力做好人力资源开发工作 ，

全面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一方面可以减少对于自然资源 、资金资源的依赖 ，发挥

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改善人

力资源结构 ，提高自然资源开发的效率 、外来资金的吸纳能力以及科技创新与转

化能力 。 “入世”以后 ，欠发达地区面临着新的国内 、国际竞争环境 ，欠发达地区

要把握由此带来的机遇 ，因此 ，欠发达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 ，全面

提升产业竞争力 ，发挥比较优势 ，对人力资源进行全方位 、深层次的开发与利用

是根本的途径 。

（二）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模式选择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是一般劳动力资源的低效使用甚至闲置与高素

质劳动力的极端缺乏并存 ，这也是导致欠发达地区发展速度下降的根本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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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力资源是能较好为社会创造效益的那部分劳动力 ，如果现有的人力资源

不能够得到较好的利用 ，造成大量闲置或低效率的配置 ，人力资源开发就很难顺

利进行下去了 。或者 ，由于人力资源素质低下而造成闲置或低效率的配置 ，就需

要加快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可见 ，人力资源的利用

既反映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 ，又反映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人力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尽可能地提高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率 ，

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

是以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为依托的 ，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优化配

置 ，来推动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 ，以实现经济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模式主要有如

下几种 ：

１ ．综合开发模式

欠发达地区由于地理环境 、开发历史短 、交通闭塞 、社会经济欠发达 、文化教

育落后等客观因素 ，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低 。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 ，应发挥政府的

主导作用 ，积极建立综合开发的体系 ，用终身教育的理念去培植基础教育 、高等

教育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使之成为一个相互协调 、相互沟通的综合的人力资

源开发体系 ，形成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

２ ．以点带面的开发模式

以点带面开发模式 ，即各国 、各地区都会确定自己的文化中心 、政治中心 、经

济中心等 ，以此为依托 ，充分发挥该中心的辐射作用 ，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①

首先 ，确定较发达地区的“点” ，对这些“点”主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营造一个良

好的人力资源开发环境 。其次 ，确定欠发达地区的“点” ，对这些“点”主要给予资

金上的支持和必要的制度安排 ，以保证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起着关键性

作用的两项工作能坚持不懈地长期开展下去 。一是必须继续深入执行计划生育

政策 ，控制贫困地区相对较高的人口增长率 ，以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口资源比率 ，

为生态脆弱区的生态重建 、脱贫致富创造基本条件 。 二是保证欠发达地区的基

础教育的正常进行 。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基础性 、

整体性开发 ，是当地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突破口 。因此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

源的基础性开发 ，对于实现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性

７８１第八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

① 李晓红 ：枟贵州省人力资源开发模式选择枠 ，载枟贵州大学学报枠（农科版） ，２００２ ，２１（３） ，２０１ ～ ２０７页 。



意义 。在选择欠发达地区的“点”时 ，由于受财力物力的限制 ，可本着贫困程度高

低 、贫困人口多寡 、生态环境状况等原则首批选择最贫困 、最缺乏其他发展可能

的贫困县为重点发展的点 。这样由少而多 、由“点”而“面”地有重点 、有先后地实

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整体性 、基础性开发 。

３ ．“内源 ＋外源”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巨大 ，其人力资源的开发主要在于提高

人力资源的质量 ，建立“内源 ＋ 外源”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一方面从发达地区

（“外源”）引进部分欠发达地区急需的高技术应用人才 ，另一方面注重“内源”人

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相比较而言 ，“内源”人力资源开发具有成本低 、见效快 、

规模大的优势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 ，采取多种措施引进急需人才和积极开发 、

培养本地区人力资源是因地制宜的一种开发模式 。

４ ．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开发模式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模式 ，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速度 、数量与

质量要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开发出来的人力资源能够迅速推动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是人力资源的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相协调 ，即欠

发达地区根据发展规划以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预测 ，重点开发“朝阳”产业人才 ，

对当前紧缺的人才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吸引进来 。这些措施不仅会使当地的人力

资源始终处于发展动态平衡中 ，最为关键的是使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结构能最

大程度的吻合 ，从而达到产出效益最佳 。

５ ．人才开发模式

人才是人力资源中的精华 ，人才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宝贵 、最重要的资源 ，

它不仅能在开发自然资源中起重要作用 ，而且能够通过其特有的高层次的能动

性创造出新的物质资源 ，并促使经济发展成倍数增长 。人才的开发 ，特别是科技

创新人才的开发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 ，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

６ ．可持续开发模式

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本质就是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包括数量与质量两个

方面 ，人口质量的提升过程就是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 ，人力资源开发在欠发达地

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 ，一方面体现为欠发达地区经济系统的最大效率目标 ，即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

型向内涵型的转变 ，最小资源耗费 、最大经济产出的资源节约型生产体系的建

设 ，优势资源 、特色资源 、稀缺资源的高科技高附加值开发模式的形成 ，完成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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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依赖型经济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生产体系 ，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开发 ；另一方面它体现为欠发达地区社会系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公平目标 ，

即欠发达地区在全体人民之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的目标 ，特别是为数众多的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不是依赖于占有自然资源 ，而主要是依赖于人的生产能力的

提高 ，依赖于现代生产体系中提高对机会的把握 、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人的经

济价值的提升 。①

７ ．梯度开发模式

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 ，优先开发某一层次人力资源的模式 。根据世界

各国发展经验 ，经济发展初期通常重点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而后则重点发

展高等教育 。这主要是因为发展初期低素质劳动力就业率较高 ，因而进行职业

教育和成人教育可以迅速提升人力资本 ；而在后期 ，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需要

高素质人才 ，而且前期的人才资本投资为后期的开发打下了基础 ，因此 ，重点发

展高等教育既是势在必行又是水到渠成之事 。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 ，当前既要

重视基础教育又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人力

资源的要求 ，欠发达地区也才能赶超发达地区 。

８ ．人力资源增长的开发模式

人力资源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建立人力资源增长的开发模式 ，就是要将人

力资源由过去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 ，要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 ；

对已作为劳动力进入市场的人力资源而言 ，要由简单的人力资本投资转变为培

养高素质人才的复杂的人力资本投资 ；对全社会而言 ，要由单纯的消耗观念转

变为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观念 。② 人力资源的增长方式状况 ，主要表现在其谋

生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方面 ，而转变其增长方式 ，就是要更好地 、更快地提高

其经济能力和竞争能力 。

上述八种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均适用于西部欠发达地区 ，以点带面的开发模

式 、“内源 ＋外源”相结合的开发模式和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开发模式 ，更加

切合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 ，应予以重点考虑 。总之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 ，其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已被提升到

战略高度 ，实现经济 、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将人力资源开发 、利用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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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配置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核心 。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来推动传统

资源利用模式的转变 ，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是欠发达地区

利用自身资源的比较优势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可行之路 。

第三节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对策与途径

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 ，人力

资源开发对地区经济 、社会 、生态和竞争力的全面提升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对策与途径的选择 ，应充分针对欠

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数量特征 、质量特征 、结构特征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

问题等综合因素 ，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实际意义的科学建议和对策 。当前 ，欠发达

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表现为 ：其优势是劳动力供给数量丰富 ，成本低廉 ；其劣

势是人口增长速度快 ，人口素质低 ，文盲 、半文盲多 ，劳动力人口结构不合理 ，人

才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人力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观念陈旧 ，人才管理 、使用和配置的机制

不合理 ，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不大 ，投资渠道单一 。① 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 ，

为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出台的各种吸引人才的优

惠政策 ，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 。西部大开发也为云南的发展

提供一个难得的机遇 。就目前而言 ，云南的人才资源总体上还不能适应西部大

开发的需求 ，因此 ，如何开发好人力资源 ，制定出科学合理又切实可行的人力资

源开发对策和途径 ，是云南人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 。

一 、强化法制 ，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积极鼓励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

欠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 ，人口增长速度快 ，与经济发

展不相适应 。特别是地区工业化水平低 ，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劳动力的相

对过剩造成就业形势严峻 ，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据研究 ，人口自然增长率每降低一个千分点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０ ．３６ ～

０ ．６个百分点 。② 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基础上 ，使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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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地区的生育观念得到根本性转变 ，并坚决地控制人口增长 ，使劳动力的增长和

经济发展相一致 ，才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因此 ，必须继续坚持实行计划生育

政策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 。

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呈上升趋势 ，人口翻番的时间呈缩短的趋

势 。少数民族地区因其所处的地域 、历史 、经济 、文化和人口环境的不同 ，实行计

划生育的时间较晚 ，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方式上采取了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 。 因

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要提倡实行计划生育 ，用经济奖励政策激励少数民族

少生育 ；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服务体系 ，增加少数民族计划生育专项

经费投入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低费 、免费服务 。

二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欠发达地区因地理环境 、历史原因 、文化教育落后等客观因素 ，人力资源整

体素质低 ，受教育程度不高 。中国政府明确指出 ，形成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学

习型社会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就是用

终身教育的理念去培植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使之成为一

个相互协调 、相互沟通的教育体系 。因此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构建终身教育体

系 ，不仅是中国 ，也是欠发达地区建设学习型社会 ，提高人力资源整体素质 ，提高

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

（一）发展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包括学龄前教育 、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 ，主要是培养少年儿童和青

少年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 ，或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欠

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素质低 ，文盲 、半文盲率比重大 ，基础教育滞后 。据研究结果

表明 ，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产生正面影响 ，较高的文化程度有

利于人均 GDP的高增长 。特别是学龄前儿童入学率对人均 GDP 增长影响最
大 ，学龄前儿童入学率每增加 １个千分点 ，人均 GDP年增长率可增加 ０ ．４ ～ ０ ．６

个百分点 。① 基础教育是促进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

法 ，特别是针对文盲 、半文盲的基础教育 ，对于提高其基本知识和技能 ，提高其生

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学校教育是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主题 ，既是人力资本存量形成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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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力资本存量得以不断增加的关键性因素 。前文对云南省各级各类的学校

教育进行了历史与现状分析 ，得出各级各类学校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 。总

体上看 ，云南省培养和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质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有以下

几方面 ：

１ ．增加教育投入

云南省普六和普九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教育极其落

后 ，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毕业升学率低 ，文盲率高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此外 ，

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由于历史和民族因素 ，要提高教育水平仍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 。至 ２００１年 ，云南省尚有 ３６个县未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 ，有 ２２个县未扫除

青壮年文盲 ，全省初中入学率只有 ７０ ．０１％ 。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在云南的

难度可想而知 。特别是女童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和巩固率直接影响云南一半人

口（妇女）的科学素养水平 。 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是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的基

础 ，也是形成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 ，应该以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全民科学素养的

基础工程 ，举全社会之力予以推进 ，并将科学素养教育融入到校内外教育

之中 。

２ ．改进教育方式 、调整教育结构和优化教育投资的比例 ，提高教育投资的

效率

　 　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是外延式的教育投资 ，但是通过调整教育结构和优化投

资比例以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则是从内涵上进行教育投入 ，不仅投资有效 ，更能

节约投资成本 ，获得更大的收益 。另外 ，应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办学 ，采取

灵活的办学模式 ，加强开发人力资本的源动力 。

３畅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素质是学校教育水平最终能否提高的关键因素 。目前无论是与西部或

是全国相比 ，云南省的专任教师和教师合格率均处于落后位置 ，极大地制约了云

南省教育的发展 。例如 ：２０００年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 ９２ ．４１％ ，位列西

部第 ９位 ，远低于新疆 ９７ ．１６％ 的水平 。尽管云南省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连续

几年不断提高 ，和全国差距不断缩小 ，但仍有一定距离 。

４ ．加大各媒体的科普宣传力度 ，营造社会化大科普的良好舆论环境

云南省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表明 ，一方面云南省公众接受科技信息的渠

道单一 ，７３ ．７％ 的公众主要通过电视 ，３３ ．１％ 的公众通过报纸杂志 ，１０ ．５％ 的公

众通过广播 ，只有 ０ ．７７％ 的公众通过因特网（数据材料出自枟２００１年云南省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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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养调查与研究报告枠）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办好电视 、报纸 、广播和因特网

等四大媒体各类科技 、科普专题 、栏目 、信息网对提高云南省公众科学素养具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 。 ２００２年 ，中小学每百人拥有计算机的数量云南省为 ０ ．９７台 ，

全国为 ２ ．７９台 ，云南在全国的排序为第 ３１位 ；建立校园网的中小学数量云南

省为 ８０所 ，全国为 ２６ ５８３所 ，云南在全国的排序为第 ２９位 。因此 ，在云南省学

校教育中 ，可以适当引进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类报纸杂志 、开设校园广播和

配置电脑并学习使用因特网来拓宽学生和老师的眼界 ，增长知识 。

（二）发展高等教育

欠发达地区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必须积极发展高等教育 ，培养大批高

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和大批中等技术与技能的人才 。① 因此 ，发展高等教育是人

力资源开发的根本保证 ，通过有目的 、有计划 、有组织地开发人力资源 ，从而提高

劳动者的知识和劳动技能 ，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

长和社会进步 。特别是发展民族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培养少数民族专业

技术人员和干部队伍 ，对于欠发达地区 ，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 ，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

（三）发展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迅速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欠发达地区人力

资源极其丰富 ，但缺乏大量技术熟练 、经验丰富的劳动者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对

于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生产技能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
② 据世界银

行估计 ，发达国家和新兴化国家上职业学校的高中生达 ４０％ ～ ５０％ ，说明发达

国家也十分重视职业教育 。欠发达地区每年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生进入社会 ，

因无技术特长而缺乏社会竞争力或长期失业 ，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增加家庭

负担的重要原因 。通过职前教育与在职培训相结的方式 ，能有效地提高劳动者

的生产技能和社会竞争力 。

（四）实施现代远程教育

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媒介的现代远程教育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技术支

柱 ，是缩小欠发达地区教育差距的重要手段 。充分利用卫星广播的优点 ，把多媒

体教育信息快速有效地传输到边远地区 ，开阔人们的视野 ，增长知识和技能 ，并

３９１第八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

①

②

蔡文伯 ：枟论西部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枠 ，载枟教育发展研究枠 ，２００２（１２） ，９１ 页 。

李玉英 ：枟中国人力资源开发途径探索枠 ，载枟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枠 ，２００３（３）（总第 ５９期） 。



改变传统落后的观念 ，从而全面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 ；充分利用各种媒

介的特点 ，在老少边穷地区普及义务教育 ，开展多媒体师资培训 、职业教育培训 、

高校远程教育等业务 ，并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为广大农民掌握更多实用技术

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 。

三 、加快人才积累

（一）更新观念 ，树立现代人才观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以人为本” 、树立现代人才观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

条件 。江泽民同志指出 ：“做好人才工作 ，首先要确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

想 。”在当今社会不断进步发展 、经济全球化 、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进程中 ，人才

就是财富 ，人才就是效益 ，人才就是竞争力 ，人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力 。 ２１世纪是人力资源的世纪 ，这已成为全球共识 。中国加入 WTO ，欠发达地

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人力资源的开发 ，高度重视人力资源 ，精心构筑

人力资源高地 、抢占人才制高点 ，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增强区域竞争力和国际

竞争力 ，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因此 ，在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实践

中 ，应形成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建立育才 、选才 、用才的运行机制 ，提

供人才培养 、人才成长和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

如何做到合理利用人力资源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 ，关键在于领导对人

才观念的更新 。人才的发现 ，人才的培养 ，人才的任用 ，人才的成长 ，人才的脱颖

而出 ，领导具有重大的责任 。据国家经贸委统计 ，约 ５０％ ～ ６０％ 的亏损企业都

是由于管理者缺少管理经验和相关知识而造成亏损的 。那些能使长期亏损企业

甚至破产企业起死回生的管理者 ，都是具有高素质和较高管理水平的人 。联合

国一权威组织指出 ，２１世纪最缺乏的资源是领导人才 ，即那些能够不断自我超

越 、严于律己 、顾全大局 、能使大众信服且能产生正面效果的人才 。因此 ，对领导

层人力资源的开发 ，领导层的思想观念 ，领导层的人才观 、价值观 、发展观的更

新 ，是至关重要的 。领导者不仅要提高自身的识才素质 ，还要有育才之方 、用才

之胆 、重才之举 、爱才之心 、惜才之情 、容才之怀 ，广开进贤之路 。这样的领导者

才是“才中之才” 、“德才兼备” 。世界著名企业家 、IBM 公司创始人爱德森曾经
说过 ：作为企业家 ，考虑利润是当然之事 ，但不能将利润看得太重 ，企业必须把

人放在第一位去考虑 ，尊重公司每一位雇员并帮助他们树立自尊的信念和勇气 ，

这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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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探索和完善市场优化配置人才资源的机制 ，重视人才结构优化

全面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营造有利于各类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 。

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努力营造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社会氛

围 ，并把培养 、引进和用好人才 ，加强科技队伍建设作为推进科技工作的基础 。

积极引进云南省急需人才 ，重点是要改变目前云南省人才专业结构不合理 ，

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 、新材料技术 、环保产业等高技术领域的人才紧缺以及高层

次科技人才青黄不接的状况 。

（三）继续完善人才评价体系 ，坚持平等竞争 、动态管理的原则 ，建立和完善

新型人才竞争激励机制

　 　强化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 ，逐步实行公平竞争 、优胜劣汰 、

能进能出 、能上能下 、择优扶持的管理培养机制 ，以确保人才工作的高效有序和

高质量 。

建立和完善新型人才竞争激励机制对人力资源开发具有重大的作用 。尽管

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外部条件的配合 ，但其内部因素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具有不

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而竞争激励是其中最具积极意义的调节机制 。美国哈佛大

学的心理学家威廉 ·詹姆斯研究发现 ，一个没有受到激励的人 ，仅能发挥其能力

的 ２０％ ～ ３０％ ，而当他受到激励时 ，其能力可以发挥到 ８０％ ～ ９０％ 。也就是说 ，

恰当的激励机制 ，可以使人的能力提高许多倍 。因此 ，应改革不合理的人才管理

模式和制度 ，形成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用人机制 ，建立新型的人才管理体制和机

制 ；应改革不完善的人才市场体系 、法规体系和分类管理制度 ，建立新的人才管

理模式 。这样才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发挥和人才的成长 ，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

流动 ，合理使用 ，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

１ ．竞争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同理 ，此

规律也适用于人才的供求市场中 。通过竞争 ，经济才能迅速发展 ，企业才能不断

做强做大 ，人才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实现 。这种竞争 ，一方面体现在人才与人才

之间的竞争 ，有利于提高人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另一方面体现在企业与

企业之间的竞争 ，即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才资

源 ，谁就拥有了更多的市场份额 。

２ ．激励机制

尊重知识的宝贵性 ，尊重人才的成长规律 ，尊重人才的个性 ，给人才创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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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 ，让人才充分实现自我价值 ，让人才在事业上有成就感 ，让

人才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把个人的事业和社会理想 、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 ，这就是精神激励机制 。同时 ，还要建立物质激励机制 ，建立工作考核与报酬

奖惩相联系的制度 ，激发职工的责任感 ，按市场价值的规律更新分配观念 ，并把

知识 、技术 、能力 、经验等无形要素参与分配 。

（四）切实推进人才战略的实施 ，改善欠发达地区的人才环境状况

牢固树立科技以人为本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对人才培养的投入是收益最

大的投入等观念 ，增强争夺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紧迫感 ，特别是要创造符合全球

化竞争 、与国际接轨的政策环境 ，体现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创新价值 。

人才环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包括自然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经济环境等 。

欠发达地区人才外流严重与其环境状况差不无关系 ，具体表现在对人才没有足

够重视 ，基础设施落后 ，制度障碍突出 ，自然环境恶化等多个方面 。由于这些环

境条件的限制 ，使得欠发达地区很难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因此 ，在欠发达地区

应形成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 ，改善基础设施状况 ，使人才在欠发达地

区享受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精神需求 ，改善他们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 ，解决他们

的实际困难 ，使他们在欠发达地区能同样感受到人生价值实现的快乐 。

欠发达地区之所以留不住人才 ，关键在于缺乏吸纳人才的良好环境和发展

空间 。欠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处于老化阶段的传统部门占主导地

位 ，而科技含量高 、富有生命力的新兴行业少 ，致使部分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科

技人才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 。因此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

富有吸引力的新兴产业 ，创造大量足以容纳和吸收人才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

就成了欠发达地区头等重要的事情之一 。

四 、开发欠发达地区本土人力资源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丰富 ，发展潜力巨大 。在从“外源”引进部分急需的高

技术应用人才的同时 ，更应注重“内源”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相比较而言 ，

“内源”人力资源开发具有成本低 、见效快 、规模大的优势 。在对人力资源需求条

件同等的情况下 ，应优先开发本土人力资源 ，避免舍近求远 、舍本逐末的做法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键在农村 ，关键在于农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只有这样 ，才

能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和农村 ，才能使“三农”问题得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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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发农村乡土人才

欠发达地区有大批经验丰富的“工匠” 、“艺人”和具有一技之长的乡土人才

资源 。开发农村乡土人才 ，使他们成为发展少数民族知识经济和文化产业的带

头人 ，可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同时 ，政府也应积极扶持引

导乡土人才成立行业协会 、专业联合体等组织 ，实行跨区域联合 ，形成外联市场 、

内结农户的格局 ，推动农业产业化 、市场化发展 ，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 ，增加农

民收入 。
①

（二）开发国企人力资源

欠发达地区国有企业比重大 ，经济效益普遍低 ，亏损面大 ，亏损程度深 。其

中既有体制造成的客观原因 ，又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特别是企业管理者的自身专

业素质 、领导素质和道德素质以及领导管理层的思想观念 ，对企业的发展将产生

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造 、深化国企产权和薪酬激励制度改革

的同时 ，注重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 ，对推进国企改革的进度和深度 ，提高国企

经济效益 ，扩大国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尤为重要 。在人力资源开发上一定要

彻底废除论资排辈 、任人唯亲等不合理方式 ，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

股份制改造 ，必须改革用人机制 ，从根本上激活人力资源 。实行公开招聘 、竞争

上岗等公开 、公正 、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 ，使人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着力培养

人力资源导向的企业文化 ，使企业人力资源得到全方位开发 。对企业家和高层

次科技人员实行薪酬激励制度 ，运用市场价值规律 ，采用允许知识 、技术 、智力等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形式 。

（三）开发少数民族人力资源

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大 ，分布面积广 ，贫困面大 ，贫困程度深 。

其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源素质低 ，劳动者生产技能单一 ，生产方式落后 ，观念滞后 。

因此 ，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是举办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多种培训项目 ，尤其是农业实用技术 、工业实用技术 、商业实用技术以及经济管

理技术等方面的培训 。充分利用现代各种先进媒体 ，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掌握

现代生产技术 ，使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者不但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转变 ，而

且不断增强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 。可采取加大对少数民

族地区人才培训的政策倾斜措施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培训体系 、示范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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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三位一体的实用技术教育网络措施 ；积极组织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和东

部经济发达地区各社会力量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给予支持 。

五 、自我学习 ，自我开发

在人力资源开发系统中 ，人力资源具有双重地位 ，是开发者与被开发者的统

一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主动与被动的统一 ，或是开发者角色 ，或是被开发者角

色 ，或是二者兼有 。① 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可以是学校 、社会和家庭等组织 ，也

可以是开发者本人 。自我学习 、自我管理 、自我发展 、自我开发 ，是一种积极主动

的开发方式 ，是一种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人力资源开发途径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

的学习传统 。古今中外 ，也不乏自学成才的典范 ，如文学家高尔基 、大发明家爱

迪生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等 。 在人的一生中 ，大学阶段只能获得需用知识的

１０％ 左右 ，而其余 ９０％ 的知识都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 。学校“一

次教育”的理念已经落伍 ，新的发展形势要求人不断地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树

立“继续教育” 、“终身教育”的新理念 。学校学到的是一种基础性的理论知识 ，经

长期锻炼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 。如何把理论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如何

提升自身竞争力 ，还要靠实践应用 ，要经过不断地认识 —实践 —再认识 —再实践

反复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 ，起关键作用的就是自己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开发

自我 。

六 、降低户籍与人事关系对人力资源流动的限制 ，努力减轻人力资源流动的体

制性包袱

　 　户籍与人事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在当时对保护城市就业等方面起到了

重大作用 ，但这一制度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尽

管最近对取消户口限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但中国目前户籍制度和人事关系

在就业过程中仍发挥着作用 ，人力资源市场处于多重分割状态 。由此带来的恶

果是 ：束缚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市场发育 ；导致人力资源积压和浪费 。要改变

这一状况 ，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户口与人事关系对人力资源流动的限制 ，不断推

动人力资源在自由状态下的柔性流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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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基本研究结论

一 、基本结论

　 　本文运用区域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基本原理 ，探索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

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提出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与途径 ，现将本文的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

１ ．人力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 ，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 、技术 、能力和

健康等质量因素的人口群体的总称 ，具有时效性和空间性特征 。它是一种能动

的 、可再生的 、高增值性的资源 ，是所有经济要素中最宝贵 、最重要的资源 ，是经

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人口 、经济 、社会 、资源

条件 ，组织一切力量和资金 ，通过人口数量调节 、提高人口健康存量 、发展基础教

育 、促进人口流动 、开展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等手段或措施 ，不断促进该地域人

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人力资源开发是发展

生产力的关键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 ，是提

高国际竞争力的前提 ，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

人力资源开发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 ，即人力资源开

发的主体 、客体 、介质和环境 。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统一的 ，主体借助于介质作用

于客体 ，使客体向着主体期望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作用下

完成 ，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开发活动 。

２ ．所谓欠发达地区是指那些低度开发的落后地区或边缘区 ，其内部发展缓

慢且受到外部抑制 ，经济发展尚未突破“起飞”转折点 。从经济的内部条件和内

部循环看 ，“低水平陷阱”依旧存在 ；从外部环境和外部循环看 ，中心 —边缘的不

平等关系也起着作用 。欠发达区域是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中的一个相对的 、动

态发展的经济区域单元 。

中国欠发达地区具有以下特征 ：自然环境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 ，资源丰富但

开发难度大 ；经济发展落后 ，生产力水平低 ，缺乏经济活力 ；经济结构不合理 ，

产业结构低级无序 ，二元经济结构典型 ；市场发育程度低 ，规模小 ；科技力量相

对薄弱 ，投入严重偏低 ，科技资源与经济建设结合不紧密 ；人口总量大 ，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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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快 ，受教育水平不高 ；基础设施建设差 ，缺少留住人才的软硬环境 ；贫困现象

突出 。

欠发达地区开发人力资源有一定的基础 ，但很多现实状况却增加了人力资

源开发的难度 。生态环境 、社会 、经济状况如何 ，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的开发 ，它

们之间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联效应 。经济落后 ，使得缺少知识资源的欠发达地

区只能依赖自然资源的开发 ，追求产出量的增长 ，这样的经济活动规模超出生态

环境的承载能力 ，结果只会是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 ，必定使现有的生物多样性和

旅游资源优势毁于一旦 ，削弱欠发达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 ，导致人才流失 。而在

知识经济时代 ，人才流失的最终结果将是经济落后 。如此反复 ，形成一个恶性循

环 ，使欠发达地区发展始终达不到经济起飞的转折点 。

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协调发

展 ，要实现这样的发展 ，必须使人才 、经济 、环境之间呈现一个良性循环 ，而中国

西部地区人口高速增长 、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现实阻碍了良性循环链的形成 。人

力资源的开发 ，是人口的量与质的开发 ，同时 ，人口的量的增长必须与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 。由于欠发达地区人口量的增长过快 ，而自然资源

相对无增长 ，加剧了人口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 ，这种状况加剧了恶性循环过

程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因此 ，欠发达地区要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 ，把开发的重

点从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转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开发为主 ，使知识要素成为促

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最重要的要素 。

３畅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欠发达地区第一产业

所占比重较高 ，第二产业发展滞后 ，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 ，产业结构层次低 ，比较

效益差 ，总体水平低 。因此 ，需要通过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使欠发达地区产业结

构全面升级 ，把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为此 ，通过发展教育 、

职业技术岗位培训 、加速城市化进程等途径 ，促进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 ，加大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比重 ，是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 。

４ ．云南是中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 。本文以云南省为例 ，运用统计资料

系统分析了云南人力资源的数量 、质量 、结构和空间分布状况 ，通过建立评价指

标体系 ，对云南省人力资源做出综合评价 。主要结果为 ：（１）全省人力资源的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 ６ ．９１ 年 ，仅相当于初一教育程度 ，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２）人才资源存量少且素质较低 ，以中专文化程度为主 ，占 ５７ ．１％ ，研究生文化

程度的比重最低 ，仅为 ０ ．６％ ，人才资源的结构不平衡 ，高素质人才缺乏 ；（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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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的年龄构成主要以成年人为主体 ，占总人力资源的 ５８ ．３３％ ，劳动参与率

为 ９１ ．０１％ ，说明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较合理 ；（４）在人力资源的产业构成中 ，第

一产业 （农 、林 、牧 、渔业）的从业人力资源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最大 ，达到

７９ ．３３％ ，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力资源所占比重最小 ，仅为 ７ ．５２％ ；（５）由于云南民

族众多 ，人力资源的数量在各民族构成上也存在着差异 ，汉族人力资源占全省人

力资源的 ６７ ．４２％ ，少数民族中人力资源较多的民族依次为彝族 、白族 、傣族 、壮

族和苗族 ，分别占全省人力资源的 １０ ．９０％ 、３ ．５０％ 、２ ．６８％ 、２ ．５８％ 和 ２ ．３３％ ，

其余少数民族人力资源占全省人力资源的 １０ ．５８％ ，人力资源以汉族为主 ，占全

省的 ２／３以上 ；（６）云南省人力资源的空间分布的地域差异较大 ，表现为东部地

区人力资源的数量 、群体规模和密度都远远超过西部 ，坝区密集山区稀疏 ，乡村

人力资源所占比重较大 ，城镇人力资源比重较低 。

５ ．任何人口现象都具有时空统一性 ，离开一定的时空限制的人口是不存在

的 ，各种人口过程都有其地域差异和空间结构特征 。 人力资源作为决定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分布更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 。欠发达地区

人力资源的空间结构是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函数 。对云南省人力资源空间结构

的研究结果表明 ：经济腹地区的人力资源分布较为合理 ，而经济核心区和经济

边远区的人力资源分布则不尽合理 。经济核心区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经

济人力资源处于过剩状态而造成的不合理 ，而经济边远区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

所决定的经济人力资源处于不足状态而造成的不合理 。从时间序列来看 ，三个

区域经济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合理程度在加深 。为了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充分利

用 ，改变这种不合理状态成了调控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

６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是可持续发展资源高效配置的基础 ，是社会协

调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基础 ，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关键 。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对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民族团结 、巩固边防和经济 、社

会 、生态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 ２１ 世纪新的发展战略 ，是以“人”为中心的发

展战略 ，是以追求生活条件的改善 、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其目的

是扩大人们的就业机会 、发展机会 ，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 。

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是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 ，

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 ，其手段是通过大力开

发人力资源 ，提升欠发达地区区域竞争力 ，促进人口 、经济 、社会 、资源和环境的

协调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 ，有利于社会结构优化 ，

１０２第八章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可持续利用



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 、进取精神和自信心 ，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念 ，进而在

全社会形成稳定 、协调的发展环境 。人力资源开发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

的动力和助推器 ，对社会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有重要贡献 。

７ ．欠发达地区是中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是生态环境屏障和水源保护的特

殊地带 。近年来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欠发达地区生

态环境脆弱 ，生态保护能力下降 ，面临着一系列生态破坏及退化问题 。在全国 ２６

个省区生态环境脆弱度评价中 ，云南省生态脆弱度为强度脆弱 ，其值为 ０ ．５９２ ５ ，生

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弱 ，对云南省整体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 。云南省生态环

境保护必须选择可持续发展道路 ，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 ，保护生态环境

多样性 ，控制水土流失 、植被破坏和森林草地退化 。同时 ，欠发达地区人口增长

较快 ，人口素质较低 ，导致人口 、资源与环境矛盾问题突出 ，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环

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是要靠大力

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寻求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解决生态问题 。

８ ．人力资源作为区域竞争力重要的生产要素 ，是一种潜在的活跃的竞争

力 。初始竞争力中的人口 、区位条件 、自然资源是天然禀赋的 ，是既定的先天条

件 ，而潜在竞争力中的要素是通过长期投资和后期开发所创造的 。随着世界经

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 ，初始竞争要素的比重不断下降 ，科技的发展减轻了对静态

基本要素的依赖性 ，而潜在竞争力要素的比重 、重要性却与日俱增 。从区域竞争

力指标的强弱对比可以看出 ，欠发达地区处于优势的竞争力大多都是体现在数

量和初始竞争力上 ，而在质量上 、潜在的和现实的竞争力指标上都处于弱势 。要

提高欠发达地区区域竞争力 ，关键还是要靠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做好企业职工技

能培训 、继续教育 ，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高素质人才 ，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

这样才能提高企业职工自身劳动技能和管理水平的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 ，增强企业竞争力 。

９ ．从区域人力资源市场供给来看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供给充足 、价格低

廉 ，区域总体生产中倾向于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人力资源空间流动都

是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的 ，而在欠发达地区内部 ，则从农村指向城市或城

镇 ；由于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 ，所以存在着人力资源

供给的高价格弹性 ；长期以来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 ，导致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整

体素质相对较低 ，但高人口增长率使劳动力数量增长很快 ，这种“一高一低”并存

的现象构成了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供给的最基本特征 ；人力资源的供给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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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为基础 ，而区域人口的分布又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历史结果 。不论是从人

力资源供给的数量 、质量还是结构看 ，欠发达地区内部的城市与农村 、山区与坝

区 、矿区与非矿区 、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 、早开发地区与晚开发地区等都存

在着较大的区际差异 。

１０ ．从区域人力资源市场需求来看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需求具有以下特

征 ：（１）需求数量比发达地区少 ，需求质量比发达地区低 。 （２）在欠发达地区内

部 ，人力资源需求存在时空不均衡性特点 。在时间方面 ，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初

加工工业要求生产与农业生产周期相适应 ，不违农时 。在春 、秋两季的农忙时

节 ，劳动力需求量很大 ；在夏 、冬两季 ，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少 。在空间方面 ，一些

增长极城市或区域中心城镇 、工业集中地 、矿产地等的人力需求量远远大于广大

经济腹地及边缘地区如高寒山区 、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等的人力资源需求 。

（３）人力资源需求的质量等级的兼容性 。由于欠发达地区所处的特定区域发展

阶段 ，各经济单位对不同质量等级的人力资源需求并不一致 。首先 ，对高质量人

力资源的需求非常强劲 。为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在“科教兴省”战略的推动

下 ，新科学 、新技术 、新理论 、新观念的变化日新月异 。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说都要

求科技的最终惟一载体即人的推动 ，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和掌握高新技术的高

质量的人力资源的推动 。云南省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信息化并重的时期 ，经济

结构调整快 、产业升级迅速 ，国民经济知识化 、信息化程度加深 ，区域后发优势突

出 ，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十分强劲 。在这个意义上说 ，高质量人力资源绝对

不会过剩 。其次 ，较低等级人力资源的需求亦十分旺盛 。云南省工业化总体水

平很低 ，且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基础设施建设极不完善 ，第三产业严重滞后 。

故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 ，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将持续增加 。而这些领域的发展 ，对

劳动力有较强的吸纳能力 ，尤其是对较低等级的人力资源的构成有较强的 、有效

的吸纳 。

１１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是一般劳动力资源的低效使用甚至闲置与

高素质劳动力的极端缺乏并存 ，这也是导致欠发达地区发展速度下降的根本原

因之一 。人力资源是能较好为社会创造效益的那部分劳动力 ，如果现有的人力

资源不能够得到较好的利用 ，造成大量闲置或低效率的配置 ，人力资源开发就很

难顺利进行下去了 。或者 ，由于人力资源素质低下而造成闲置或低效率的配置 ，

就需要加快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可见人力资源的

利用既反映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 ，又反映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 。人力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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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利用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 ，尽可能地提高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利

用率 ，促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本

质上是以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为依托的 ，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优化

配置 ，来推动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 ，以实现经济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 ，本论文提出了如下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和利用的基本模式 ：（１）综合开发模式 ；（２）以点带面的开发模式 ；（３）“内源

＋ 外源”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４）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开发模式 ；（５）人才

开发模式 ；（６）可持续开发模式 ；（７）梯度开发模式 ；（８）人力资源增长的开发模

式 。总之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生态环境脆弱 ，其人力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已被提升到战略高度 ，实现经济 、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 ，必须将人力资源开发 、利用与优化配置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核心 。通

过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来推动传统资源利用模式的转变 ，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

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是欠发达地区利用自身资源的比较优势 ，实现可持续发展

战略目标的可行之路 。

１２ ．如何开发好人力资源 ，制定出科学合理又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开发对

策和途径 ，成为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 。因此 ，欠发达地区要强

化法制 ，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 ，积极鼓励少数民族实行计划生育 ；大力发展教育

事业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更新观念 ，树立现代人才观 ；注重开发本土人力资

源等 。

二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

管理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然而 ，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育程度毕竟较低 ，

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探索更是缺乏深入的实践 。因此 ，目前学术界对许

多现实区域人力资源问题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都还缺

乏系统 、深入的研究 。受时间 、资料 、知识结构及作者能力的限制 ，对欠发达地区

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这样重大的课题 ，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均论述不够全面 。尤其对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差异

及其形成机制 、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人力资源流量的科学测度 、欠发达地区人

力资源开发利用地域类型划分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信息系统建设等重大

问题的研究 ，需要作者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中加以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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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进入 ２１世纪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人力资源

开发已成为世界各国极其关注和重点开展的基础工作 ，它必然对各个国家 、地区

社会经济 、政治 、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深刻地影响人类的发展方向

与进程 。中国欠发达地区 ，如云南等西部省区 ，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

本世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 。为此 ，如何结合本地区实际进行人力资

源开发便成为欠发达地区的重要研究课题 。作为一名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 ，开

展中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是本人的研究兴趣所在 。

终生学习 ，不断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这也是本人的志向和追求 。

本人于 １９８４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 。在担任云南师范大学学生处和人事处处长期间 ，多次组织开展

云南省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和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的调研工作 。这为我今

天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此

后又有幸进入悉尼科技大学深造 ，获得了难得的进修机会 。在攻读博士学位过

程中 ，悉尼科技大学诸位知名的专家学者以其深厚的学术造诣 、独特的教学方

式 、严格而又耐心的教诲 ，使我平时工作中的许多实践难题迎刃而解 ，也使我平

时的一些实践经验和体会得到理论升华 。在三年的学习中 ，所获得的知识力量

和精神财富必定使我终身受益 。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 ，我有幸得到了冯崇义博士的精心指导 。他严格要求 、

诲人不倦 ，对我的专著从选题 、拟定提纲 、修改定稿整个过程都注入了大量心血 ，

不仅为我提供了许多难得的信息及资料 ，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 、宝贵的意见 。可

以说 ，没有冯博士的指导 ，本书是难以如期完成的 。更重要的是 ，冯博士以其深

厚的学识 、独到的见解和严谨治学的精神鼓舞着我 、教育着我 ，使我在本书的写

作过程中不仅拓展了学术视野 ，提高了理论水平 ，而且获得了最为可贵的 、求实

严谨的学术精神 。这一切将使我终生难忘 ，深刻地影响我今后的学术人生 。为

此 ，请让我真诚地道一声 ：谢谢 ！

此外 ，本书能如期完成 ，还得益于许多良师益友的真诚相助 。在此特别需要



一提的是杨径青博士 、于燕京博士的指教 ，张雄博士 、明庆忠博士 、武友德博士和

骆华松博士的热情相助 ，还有张荐华博士 、王学鸿博士与董显峰博士也给予了本

人极大的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

在攻读博士和写作本书期间 ，我的母校云南师范大学伊继东博士 、骆小所博

导以及许多同事 、同学 、朋友 ，还有我的妻子和其他家人也给予了我大量的支持

和帮助 ，真诚地祝愿每一位热忱相助的好人一生平安 。是导师的指教和您们的

帮助使我能够如期完成本书 ，对此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 ，我深感实践与理论的不足 ，书中尚有诸多薄弱之处 。

更何况可持续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当代人类的重大实践活动 ，目前正在世

界范围内全面展开和深入 ，其动态的过程及发展的不确定性肯定会使本书具有

某种局限性 。因此 ，我万分诚恳地期望有关专家和学者不吝赐教 ，批评指正 。另

外 ，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 ，我参考了许多学者的文章与专著 ，对此 ，参考文献中已

经一一列出 ，如有遗漏之处 ，我在此深表歉意 ，同时还望有关学者谅解和海涵 。

作 　者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１０日

９０２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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