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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市场开放

刘家强

　　摘要: 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现状: 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人才流失严重, 人力资源分布不平
衡, 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 西部人力资源的开发只能依靠自身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市场的开
放。西部教育市场的开放需要实行集约化的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按市场原则运行、走向社会化服
务轨道, 借鉴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 以及形成完善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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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科技教育的发展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之
一。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机遇, 到底是以西部自然资源的
开发为主, 还是以社会资源的开发为主, 在西部地区已引起
了争论和思索, 许多学者提出“西部开发、人才是关键”、“西
部开发, 重在人力资源的开发”等等。本文针对西部地区的人
力资源现状, 提出开发西部的人力资源必须首先开放西部的
高等教育市场。

一、人力资源开发: 西部开发的关键环节
无论从迎接挑战, 还是从真正抓住机遇上讲, 西部大开

发的根本问题是人力资源的大开发, 和东部地区比较, 西部
地区缺资金、缺技术、缺管理等等, 但其中与东部最大的差距
是人力资源的差距, 因此在西部资源的开发中人力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问题至关重要。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状况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按照第四次人口
普查资料统计, 西部地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数占在业
人口数的比重为 3915% ,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8 个百分点, 高
出东部地区 11 个百分点, 20 世纪 90 年代西部地区人口的受
教育年限仅相当于东部地区 80 年代的水平。因此从一定意
义上说西部的落后在于教育的落后, 人口素质的落后。以四
川省为例, 四川是个人口大省, 人口多是一个大市场, 具有市
场优势, 四川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具有低就业成本的竞争优
势。但同时我们却常常忽略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这就是
低成本的实质意味着低素质, 而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将使
我们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 丧失能够占据主动地位的人才基
础。1999 年四川总人口达 8 500 万, 其中劳动力人口有 5 500

万, 但就其整体素质看, 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总人口素质较
低。如全省小学以上人口的文化构成, 大专以上仅占 1184% ,
高中占 7197% , 初中占 32166% , 小学占 57153% , 四川高中
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7

和 4 个百分点, 但四川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却比全国高
6199 个百分点。而且 15 周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所占比
重高达 16132%。二是农业劳动力素质较低。据 1997 年农业
普查资料, 全省的农村劳动力中, 文盲、半文盲占 1516% , 小
学文化程度的占 4816% , 初中占 32142% , 高中 (含中专) 占
3123% , 大专以上仅占 0108% , 这就是说全省农村劳动力中
有 64127% 是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人口, 有 96169% 是初中
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这表明, 总体上四川的劳动者还是初
级劳动者, 如此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状况, 使我们不可能把
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21 西部地区科技人才和人力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据
1999 年的统计资料, 西部地区的科技人员分布情况如表 1 所
示。

表 1　　西部科技人员相关资料统计表 (1998 年)

从业人员中受
大专以上教育

(% )

县以上研究与
开发机构数

(个)

县以上研究与开发
机构中从业人员

(人)

全国合计 3150 5 778 935 159
东部地区
平均数 6100 238 22 448

西部地区
平均数 3105 118 22 448

重庆 1140 73 13 310
四川 2160 238 80 879
贵州 2120 117 9 701
云南 1120 162 14 468
西藏 0120 15 842
陕西 3120 193 67 673
甘肃 2140 143 20 201
青海 4120 50 3 604
宁夏 4190 60 4 951
新疆 8120 127 8 848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9 年)》整理。

表 1 所列数据反映了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科技人员、科
技机构和从业人员水平上的巨大差距, 同时也反映出即使在
西部各省市区之间的人力资源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如
新疆大专以上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 812% , 甚至高出了东部
地区的平均数, 而西藏仅为 012% , 在 1999 年经过了世界园
艺博览会的考验, 也大大尝到对外开放和发展旅游经济甜头
的云南省也只有 112% , 该省已经意识到这种人力资源素质
与云南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 随后不久即由省委省政府
出台了《关于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引进的决定》。就县以上研
究与开发机构的从业人员数量来看, 东西部虽然差别不大,

但东部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 东部地区科研机构及人员所创
造的价值却大大高于西部地区。又比如, 1998 年全国国有企
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东部为 51% , 西部仅为 17% , 这同样表
明, 在 20 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
距, 主要还是体现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上的差距。

31 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流失问题严重。以新疆为例, 为
了支援新疆经济建设, 从 1950 年到 1980 年的 30 年中, 国家
共向新疆选派干部 19188 万人, 科技人员 12107 万人。改革
开放以来, 新疆流失的各类人才约有 20 万人, 其中大量是水
平较高、年富力强、各行各业急需的人才。自 1990 年以来, 新
疆每年考入内地大专院校的大学生 4 500 多人, 每年毕业回
疆工作的还不到一半。人才的严重流失, 使新疆本已落后的
科技事业雪上加霜。1997 年, 新疆直接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
仅占社会劳动力的 0119% , 其中直接从事科学研究与开发的
人员占社会劳动力的 01057% , 是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1ö12;

新疆专业技术人员在每万名经济活动人口占的含量约为 390

人, 而全国平均为 450 人。同属西部地区的贵州省 1995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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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调离的专业人才达 3 412 人, 其中 70% 以上是获得高中
级职称的青年知识分子。1999 年 8 月, 贵州某边远少数民族
县一所中学, 一次性外流 15 名高中骨干教师, 使该校一度到
了无法开学的地步。

41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以四川
省为例。一方面全省拥有 43 位院士, 其院士总量在全国仅次
于北京和上海位居第三, 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数以千万计的
普通“打工仔”的大量存在。在贵州省的 48 万专业技术人员
中, 有高级职称的仅有 113 万人, 每万人中仅达 318 人, 其中
35 岁以下者仅占 215% , 高科技人才的老化现象明显。从行
业分布上看贵州省的高级知识分子 70% 以上在文教、卫生与
科研单位, 直接从事开发性产业的为数甚少。这些表明西部
人力资源的素质结构、年龄结构和行业结构是不平衡的。

面对西部大开发的机遇, 西部各省区相继提出的经济发
展思路都面对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 TO ) , 面对东部和国
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在此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有一支
懂管理会经营的企业家队伍, 需要有一支勇于开发和创新的
技术人才队伍, 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熟练技术工人队伍, 需
要有一支熟悉市场, 善于推销的市场营销队伍。同时西部地
区的许多省份都是农业大省、资源大省、林业大省, 如果农村
劳动力素质低下, 更是会制约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阻碍农
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的推进。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 教育的相对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余年来, 随着西部工业化进程

的展开和西部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的逐步完善, 西部地区教育
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已建立了包括普通高等院校、中等
专业学校、普通中学、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小学等不同层次、
结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到 1995 年, 西部 11 省区共有普
通高等院校 260 所, 占全国高校的 24167% , 拥有教师 90 389

人, 占全国高校教师的 22155% ; 在校学生 623 782 人, 占全
国的 21146%。中等专业学校 1 194 所, 占全国的 29149% ; 专
任教师 70 966 人, 占全国的 23107%。普通中学 22 261 所, 占
全国的 2618% ; 拥有教师 827 002 人, 占全国的 24111% ; 在
校学生 1 15513 万人, 占全国的 24139%。拥有小学 225 353

所, 占全国的 32135% ; 教师 16311 万人, 占全国的 29138%。
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 2 411 所, 占全国的 29115%。

但是, 也应该看到, 教育事业发展的普遍落后是西部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到 1995 年, 西部地区适龄儿童
入学率为 97% , 小学升学率为 6217% , 初中升学率为
2919% , 分别低于全国同类指标 (9815%、8118%、4411% )

115、1911 和 1412 个百分点。从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例来看, 西部地区除广西、新疆外, 其余 9 省区的文盲半文
盲率均高于全国 12101% 的平均水平。全国每 10 万人口中接
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为 2 065 人, 西部地区除内蒙古 (接受
大专以上教育者为 2 120 人) , 陕西 (接受大专以上教育者为
2 236 人) , 宁夏 (接受大专以上教育者为 2 481 人) , 新疆 (接
受大专以上教育者为 3 354 人)外, 其余 8 省区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较低的广西为 1 033 人, 云南为 1 049 人, 最低的西
藏仅 785 人。再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的教育在西部地区是属
于比较发达的, 但四川的生均公用经费和生均教育设备费,

均为全国倒数第一。因此对于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西部地区
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加以支
持。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后, 西部各省纷纷提出建立人才
高地, 实施跨越式发展, 建立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以推动
经济的快速增长, 在人才的竞争战中提出“省内不够省外抓,

国内不够国外抓”等等, 这些思路无疑都正确的, 但从西部地
区的自身发展来讲, 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压力, 我们
认为西部各省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应当始终坚持以自我开发

为主的原则, 这就决定了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只能是教
育的发展和教育市场的开放。

三、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市场的开放
西部人力资源的开发有一个大开放的问题, 西部教育市

场的开放, 是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科教兴国、教育
优先, 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应该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
本选择。既然西部大开发中科技和教育是一个重要内容之
一, 面对西部地区的现实状况, 我们认为国家应该作为教育
投资的主体, 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

支持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 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 最
大限度的满足青少年的入学要求。但同时也需要转变观念拓
展思路利用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 以西部地区教育市场的开
放, 推动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运用大量统计资料计算得出
1929- 1957 年美国各级教育的年均收益率为 1713% , 而美
国国民收入增长额的 33% 是通过教育投资而取得的。前苏联
也有学者计算出 1940- 1960 年的 20 年中, 前苏联的国民收
入增长额中有 30% 是由于教育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而取
得的。表 2 反映了世界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投资收
益率的关系。

表 2 　　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投资收益率
社会投资收益率 (% ) 个人投资收益率 (% )

初等
教育

中等
教育

高等
教育

初等
教育

中等
教育

高等
教育

所有国家平均 2710 1414 1211 3213 1713 1813
低收入国家　 2813 1714 1216 2818 1413 1910
中低收入国家 3013 1113 1310 4212 1915 2414
高收入国家　 916 1010 912 1315 1117 1119

　　资料来源:《中国人力资源管理》, 2000 (3) , 第 11 页。

据有关专家测算, 中国的教育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
献率, 1982- 1990 年为 9179% , 1990- 1995 年为 13114% ,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 1999 年对 15 万户城市居
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资料表明, 就业者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的
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贫困家庭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
其他家庭。

据调查, 1999 年 8 月份人均收入在 100 元以下的贫困家
庭, 7312% 的户主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接受过中专以上专
业训练的户主不到 10% , 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户主还不到
5% ; 而人均收入在 1 000 元以上的富裕家庭, 5214% 的户主
受教育程度在中专以上, 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占
4012%。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 这部分家庭的就业者在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 竞争力差, 受到的冲击较大。据调查,

人均收入 100 元以下的贫困家庭中, 户主下岗、失业和内退
的占 2313% ; 人均收入 1 000 元以上的富裕家庭, 下岗、失业
和内退的户主仅占 312% , 参见表 3。

表 3　　　高低收入户受教育程度对比表 (% )

户主文化程度 月收入 100 元以下 月收入 1 000 元以上
大学 1 2111
大学 313 1911
中专 319 1212
高中 1817 1917
初中 3914 2013
小学 2112 519
其他 1216 116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报》, 2000- 03- 02。

上述事实说明, 教育投资无论是对社会, 还是对家庭都
具有收益, 而且这种收益也越来越明显, 这就为西部地区高
等教育市场的开放创造了条件。西部教育市场开放的核心是
要把非义务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个

16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产业来对待, 承认教育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承认教育
工作者的劳动属性, 按照投入产出原则, 讲求教育投资的社
会经济效益, 以市场为导向对教育产业进行经营和管理。在
这个方面, 成都市的教育市场已形成气候, 在西部各省区中
走在了前面, 早在 1999 年上海市就已看准成都地区教育发
展的机遇, 对成都地区开展了各种层次的办学大联合。2000

年已有数个国家和数十所国外大学在成都地区进行联合招
生咨询活动, 拉开了国内外的“留学生源大战”, 在一定程度
上, 促进了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但要
适应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人力资源的大量需求, 最根本的还
是要进一步开放西部的教育市场, 形成有利于西部高等教育
产业发展的市场运行机制。

第一, 开放西部教育市场需要实行集约化的教育方式。
中国的高等教育 (包括成人教育) , 一直采取的是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 由于高等教育的过于分散和部门、地区分割, 造成
了在教育的运行方式上, 重复建设、重复投资过多, 浪费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浪费了大量的教育建设成本, 使教育
运行成本过高, 整个教育体制的运行难以正常维持, 造成在
教育产业上的粗放式经营, 这是一种极不经济, 不讲效益的
运作方式。而实施高等教育方式的集约化, 有利于对教育产
业发展的统一规划, 有利于节约大量的教育建设成本和运行
费用, 也有利于实行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高等教育方式的集约化, 使我们可以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

发挥现有教育设施和教育手段的作用, 走教育内含式扩大化
的扩张之路, 实现教育系统和教育体制内部的“两个转变”,

通过集约化的教育产业发展, 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第二, 开放西部教育市场需要形成多元化的教育投资渠
道。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形成鼓励和促进向教育产
业投资的政策机制, 由于教育一直被视作社会福利性事业,

而没有应有的产业性定位, 教育投资便只能是国家独资经
营, 沉重的教育负担限制了教育投资的进一步增长, 在教育
上的只投入不产出, 不利于调动国内外投资者对教育投资的
积极性。同时我们也没有在市场化过程中积极地开创教育产
业的社会集资融资的渠道, 限制了国内外投资者向教育进行
投资的途径。教育投资的渠道单一, 教育产业的巨大潜在市
场不能变成现实的市场, 教育产业市场的狭小, 限制了教育
产业的发展。因此教育产业必须实现投资的多元化, 采取政
府、企业、银行合作投资, 国内外企业合作投资, 国内外企业
和金融机构独立投资, 教育产业上市融资、发行股票、企业债
券、教育彩票、设立开放式教育发展基金等方式, 使教育投资
多样化、融资渠道多重化。只有如此, 才能使教育产业的潜在
市场转变为现实市场, 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广阔的发
展空间, 创造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

第三, 开放西部教育市场需要按市场经济规律促进高等
教育的运行。由于过去的高等教育活动是一种政府或部门行
为, 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共福利事业, 而不具有市场行为,

或者是政府或企业对社会所作的一种贡献或义务, 所以我们
的教育政策也就把教育当成一种理所当然地要政府或部门
自身去做的事情。而对于更多的社会公众或企业而言是没有
支持教育, 投资教育的责任和义务的, 由于缺乏公众和企业
投资教育的激励机制, 用人单位也不会把人才的培养作为一
种产品来“购买”, 当然谁也不愿意主动投资于教育, 这种教
育投资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 违背了经济运行发展的基本规
律, 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 运转起来当然便难以为继, 完全采
取国家或部门包揽的办法, 就成为了一种巨大的负担。因此,

只有把高等教育的投资和高等教育产业的运行转变成为一
种市场行为, 才能迅速促进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种市场
行为的内涵应包括三点: 首先, 它要服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调

节来实现“投入产出”的价值平衡。或者说以市场调节为主,

行政性计划调节为辅。其次, 它要讲求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
最后, 它要有竞争机制。

第四, 开放西部教育市场需要推动高等教育面向社会化
服务。长期以来由于教育总是被当作一种政府或部门的公益
性福利事业,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落后生产力水平相适
应, 教育部门是在为社会作贡献, 部门投资教育, 也是在为社
会作贡献。教育部门或从事教育活动的具体单位——高等学
校的社会化服务程度很低, 因为学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
全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和人才培养的独立法人, 而总从属于各
个部门, 各级政府, 因此学校只能为各自所属的部门或政府
服务。而且更多的是一种部门所有制, 这就一方面限制了学
校提供更广泛的社会化服务的功能, 学校之间相互封锁、相
互排斥、形成封闭的系统、学校也像企业一样大而全、小而
全、造成更多的专业学科的重复设置、重复建设, 造成对教育
资源的巨大浪费; 另一方面, 也使得作为教育经营单位的学
校在教育投资咨询、科技成果转化, 各种技术、信息服务, 教
育投资运营等方面都缺乏社会化的服务。教育服务社会化,

就要求学校从部门所有制中解放出来, 使其真正成为具有社
会化服务功能的独立法人和市场主体, 提高教育的社会化服
务水平, 促进高等学校在社会中找资源找发展动力。

第五, 开放西部教育市场需要借鉴企业化的先进管理模
式。教育的建设和学校的运营由于没有实现企业化的管理,

缺乏经济约束机制, 学校的管理便可以不讲经济效益, 学校
运行的好坏都一样, 教育部门, 学校内部便自然地形成了人
浮于事、运行成本高, 运行效率低的现象。教育借鉴企业化的
模式管理能够使学校的效益与经营者与教育工作者的利益
结合起来, 有利于增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心和学校管理者的
责任心, 降低学校运作中的成本, 提高学校运行效率、改善教
育质量、提高办学水平。

要实现教育管理的企业化, 必须贯彻《高等教育法》, 允
许学校根据有关规定自主决定招生规模、专业设置、收费标
准等; 允许教师自由流动, 扩大学校用人自主权, 逐步形成各
办学主体之间的竞争, 最终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必须
创造条件大量吸引国外自费留学生; 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利
用国外教育资源, 兴办技术性强、应用性强的二级学院或独
立学校; 鼓励有条件高校到国外办学, 吸收国外学生。通过扩
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可以增加大学的生机和活力, 使学校
成为具有市场主体地位的法人实体, 实行自主办学、自我发
展和自我约束。

第六, 开放西部教育市场还需要形成完善的教育质量评
估体系。不讲教学质量, 缺乏有效评估教育质量的指标体系,

必然会使教育效益下降, 教育运行成本扩大, 阻碍教育产业
的发展, 因此要使西部高等教育产业发展战略得到顺利实
施, 并且运行良好, 必须建立相应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用教
育产品质量的好坏, 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和就业工作能力,

来衡量教学效果的好坏和教学水平的高低。用教学科研成果
的推广应用价值来衡量教师自身能力的大小, 通过完整的,

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建立, 有利于量化教育水平的高
低, 确立教育产业的发展步伐。通过对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
建立, 做到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有机统一,

教育主管部门每年对高等院校进行一次公平、公正和公开的
评估, 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 可以激励西部地
区的高等院校不断地提高办学质量, 为西部大开发培养出更
多的, 具有创新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推动西
部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　成都　610074)
(责任编辑: 刘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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