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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心城区人才现状及对周边辐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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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需要合理开发与管理凡才一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目前在凡才开发与管理方面做了i生罗 

有益工作，也引起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是，人才储量少 分奇不合理：凡才培养的投资主体堕一 授费力度不够：人才引进 

娃乏统一配套政策：凡力资源管理体系尚丰系统建王：凡才对重庆罔边农村地区的辐射还有待改进和加强等问题还十分突出 

重虎要想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的“龙头” 出瓶加强中心城区的人才建设、加速建立与完善市内人 力资本投资市场机制与市场价格 

机制．建立人才供求体系，廷立农村人才市场 ．重视对周边摩柠地区的人才辐射．为实现重庆城乡一体化提供必要的凡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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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e of~alents in Chongqing’S Downtown Area and Strategies 

to the~hlents Radiation in Chongqing’S Adjoining Rur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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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slr,,K~t：The rapid develof：ment of modem science and tedmology lleeds properly已x m  and n~anage the talents As the sole municipality 

in the western Chirra、at present日great deal of beneficial work has been clone in the field of the talents exploitation and ii~ agement which has 

gi,,en rise to pay much attention of the related∞w∞  mal de[mam~ent
． However．there also exist ttuany striking problems：talents~ lTVe is in— 

adequate：tile distribution of talents is unrea 1abk、invesm~ent su ,~c-is 0fthe talents tmitmi~ ate monoto)lOUS；the power of invesm~rtt is)lot 

very strong；tale~tt8 introduction lacks unified coordinating policies；m址Ⅱ resources nmnav,emeat s~tem }I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et up； 

t~eats radiating to the删oining n 吲 [】̈of Chengqing is still problem cb must be improved and strengthened If Cho,m~ng wartts to 

become the economic“d head“of the western r nn the talents oonstmetion of the downtc~m area must be etthartced the capital inv~t— 

went nmrket system and market ∞ s~tem must be bmlt and peff~tcM with 盯 p。ed．the lPFdy and demand system 0f the lalents and rural 

talents market should be set up and at the same time Chongqi~ government must put much∞  emphasis oll the problem of c e radiation to 

adjoing rural rngion and provide IrmtrlpOWer ertsuralleefor bd rIging cl tobe a harmoniotts unityofhxh urban and rural re— 

ga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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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重庆中心城区人才现状殛对周边辐射存在现状 

重庆市现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 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各 

类人才94万^，其中高级人才 3 1万人，中级人才 26 2万人 

初级人才 64 7万人。垒市有 两院 院士 7人，国家级拔尖人 

才931人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员 1 832人，博士后研究生 78 

凡_】J 为了提高劳动力整体索质，重庆市近年来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如制定了《重庆市引进人才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由市 

人事局牵头，为企业单位引进副高级以上人员156名，博：t生 8 

名，硕士生 86名．国外留学人员 5名。同时，以市政府名义，邀 

请加拿大籍中国留学博士来渝进行技术交流和项目开发、促 

成其与市环保局、西南计算机公司等16个单位签订了上亿元 

的23个高新技术项 目 经国家人事部同意，继嘉陵集团、太扳 

集团建立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后 又有建设集团、重钢集团 

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获准开展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 = 

这些措施，为重庆市中心城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开发 高新 

技术产业的发展，重庆市经济的腾飞起到 重要作用。 

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重庆市整体综台实力．重庆市不仅 

在经费上加大投入，而且电非常重视人才对广大农村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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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先后组织科技人员下乡服务 8 000多人次，服务项 目【万 

多个，帮助区县(市)培训专 世̂ 才3万多名，在 】4个区县建立 

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开展上千个科技项目研究 。2010年，在 

市人事局的组织下，3o名农林牧和医疗卫生局的老专家，分别 

到武隆县、台川市开展科技扶贫活动，选拨了468名应届高校 

毕业生到乡镇支农、支教、支医、扶贫，为 700名优秀乡镇聘用 

干部办理“聘转录”，为】799名民办教师办理 民转公”，稳定乡 

村干部队伍和教师队伍 近年来 重庆市委、市政府每年抽调 

了E干名干部和科技人员．到区县、乡镇任聘，充实区县、乡镇 

干部趴伍和科技人员队伍 帮助区县、乡镇转蛮观念．解艘思 

想、发展经济 这些措施为城乡共谋发展．实现重庆直辖市大 

城市带大农村的发展战略．发挥中心城区对翌济腹地人才的 

辐射功能，走城乡一体化道路扣 了良好的基础 

二、重庆中心城区人才状况及对周边辐射存在的问题 

(一 人 才储备量偏 少 

重庆市 目前拥有三千多万人 口，其中市镇人 口占总^ 

7'7 57％，乡镇人口占 人口的 22 43％，市镇凡口是乡镇人 口 

的3 4倍，如果将现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 上专业技术职称 

的各类人才舛万人 全部算为市镇人口，也只占市镇^口的 

4％。而就人才储量看，重庆市共有各类在校生人数近 5／0万 

人，由全市 】998年总人口的 】5 8％上升到 t6 3％(t999年)，其 

中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为1O1 60]人，每年毕业太学生21 

433人，平均每万人在枝大学生人数由 1998年的卵 2上升到 

33【_]J 但由于重庆市的备类高等院校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因 

此，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人能留在重庆工作 即每 

万人实际大学生人数还约低一 。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重 

庆市现有人才数量总量偏少，人均受教育程度比上年虽有所 

增加，但上升幅度不大，且岳体水平偏低，与东部地区特别是 

北京、上海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有资料显示，1997年，北 

京每万人有 】55．6名在校大学生，是重庆 1999年每万人在校大 

学生人数的4 7倍!就目前重庆市现有人才储备情况看，单就 

数量而言，电不能满足重庆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不要说对质的 

要求。因此，增加人才储量，提高人才储备的层次，是重庆市实 

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 

(二 )人 才分布不合理 

就总体配置而言，重庆市的各类人才主要集中于中心地 

区、区县‘市)及乡镇特别是广大农村人才太少，而且这些人才 

又主要集中于传统部门和行业，如工业 卫生、教育、科研和政 

府机关 一些新兴的部门和发展迅速的行业如金融、商业、交 

通、房地产、邮电通迅、建筑等专业技术人员偏少，不能满足经 

济发展的需要。这种人才分布的不舍理性，严重制约了重庆 

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 拉大丁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差距，不 

利于重庆实现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发展战略。 

(三)人才培养的投资力度不够，投资主体单一 

耩市的人才培养，其投资主要靠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教育 

经费支出。1999年，重庆市对教育的投人只占国民经济总值 

的 6％．科拄支出只占0．8％ 在财破性教育经费的投入中， 

有相当太一部分是投入到中小学等普及性义务教育￡，丽真 

正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院校，所获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有限 

卫受计划教育体制的限制．需要靠 自己技市场寻投资 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加 ，如果仍然单纯依靠国家和地 

方财政的教育投入，且投资力度又不加大，重庆市将难 摆脱 

人才储量少、人才层次偏低的状况 

(凹)在引进人才上，缺乏统一配套政蓑 

重庆市近几年加大了对人才的1-I进工作力度，但在^才 

引进中存在各自为阵、标准不一闸题 蛐重庆市委、市政府以 

及市^事局、市科委、市教委等政府职能部门甚至具体其 单 

位都有自己的人才1-I进优惠政策 且 只重视 人才引进的数 

量．忽视人才群体结构的优化，只重视人才的引进而忽视人才 

的使用 在人才引进的具体优惠政策上，各政府雕能部门或 

各单位血是各显神通，这就使得1-I进的^才一旦进 ^重庆市 

场后，横向比较存在不平衡性 对重庆市整体人才储世缺乏 

宏观的整体把握 

(五)“凡才下乡”存在不足 

资料显示，近几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及一些政府职能部f 

均下派干部到区县、乡镇，支援区县、乡镇建设 ，从形式上看这 

是一种进步和改革，从实质上看与“』、才下乡 的初衷有旷背 

离。一是下派人员所到地区为经挤落后地区，人们观念滞后， 

思想保守 ，甚至夜郎自大，对下派人员不愿接收，迭使得下派 

人员在工作上得不到重视和支持，生活上也存在诸多不便．难 

以发挥应有作用}二是下派人员下派时间较短，短则几个月 ． 

长则两三年，时间的限制使下派人员的工作如蜻蜒 水 很难 

探^下去 有的下派人员甚至得过且过．只把时间混满就行； 

三是派人单位由于神种原因，并非将优秀人才派往基层．有 

部门是将一些闲置人员或能力欠佳的^员下派，以完成上级 

主管部门的 派员”任务。这些不足，阻碍了重庆市中 城区人 

才对广大农村的辐射 末起到真正的带动作用 = 

(六)束健垒市内人力资浠管理体系 

1人力资源地区配置不平衡 

中心城区人才数量太大高于广大农村人才数量 =各区 

县(市)及乡镇由于受地理条件、经济、文化等困素的影响，其人 

才的拥有数量也呈现不平衡胜。有些地方．如黔江地区．拥有 

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但由于教育与科技落后，信包闭 

塞，交通不发达， 乏人才和熟练劳动力，经济发展缓慢。 

2．人力资源产业配置不尽合理 

人力资源产业配置BF人才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 

配置，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从重庆市人 力资源产业配置 

结构看，其变化方向与全国人力资源产业配置结构变化相一 

致。即人才在第一产业的配置比例逐步下降．在第三产业呈 

逐年上升趋势。虽然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但与传统产业相 

比，其人才“量”还有很大差距。 

3 人力资源行业配置不平衡 

重庆市目前在工业、教育、卫生等行业人才聚集 而芷经 

济发展急需人才的交通、金融、房地产等新 行业人才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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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应该加大对急需人才行业的教育投入， 培养人才．提 

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然而．重庆作为老工业城市，在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包袱重，下岗工人多，就业压力 

太，且劳动力素质不高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人员就业，劳动 

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不能彻底摒弃。而高新技术行业，金融、 

交通等新兴部门，虽然发展前景好，但受实际情况限制 ，一是 

需要大量资金投^．二是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而这二者都是 

目前重庆市面临的问题 

4．人力资源的群体配置教果差 

从量上看，重庆市人力资源的配置缺乏规模效应，劳动力 

素质低；从质上看，重庆市^力资源的群体配置表现为不同等 

级水平的人才与不同职业种类的人才的有机结合差 实际 

上，重庆市人力资源的群体配置既谈不上“量 的增加吐谈不 

上质的变化。 

三、重庆中心城区人才建设厦对周弛地区辐射的对策 

(一)加速建立与完善下内人力资本市场价格机制 

重庆市应统一出台市内人力资本的市场价格，针对不同 

人力资本含量的员工采取不同的薪资策略 对专业技术人员、 

高新技术所急需人员采取高于市内一般标准的高薪策略，进 
一 步改变市内企业脑休倒挂现象，理顺人力资车市场价格 使 

市内人力资本合理配置以及人力资本经济价值得 充分实 

现。制定统一的吸引市外高层次人才(包括海外高层次人才) 

的特殊政策，以保证市外高层次人才在重庆工作的深化发展 

同时，对那些 自愿支援区县乡镇特别是边远山区的人才．应给 

予政策上的倾斜和奖励= 

(二)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投资市场机制 

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市场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受计划 

经济的影响，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靠国家投人．个人、家 

庭、社会对 力资本的投资还极其有限 现行的具有强烈计 

划经济色彩的教育制度和政策阻碍了社会、家庭、个^对人力 

资本的投资。我国正规高等学校的招生名额完全由政府教育 

管理部门决定，而其决定的基础不是我国人民对高等教育的 

实际有效需求，而是政府教育经费的拨付额 重庆市虽然近 

年来扩大 正规高校招生指标．但受教育经费的困挠．其规模 

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市内一些高等院校也与国外企 

业等联合办学，吸纳一部分希望受教育的人，然而受教学设 

备、师资力量等因素限制，这些“合资学校”目前的声誉还不能 

与正规的高等院校同日而语。成人教育近几年在数量与专业 

设置上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真正培养出的社台所需高层次人 

才并不多。我市人力资本投资市场的建立与完善还有待于教 

育体制的改革，有待于市内人力资本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 
一 旦人力资本市场价格机制形成，自然会刺激人力资本投资 

市场的形成。在这一点上，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法规及措施， 

加速市内人力资本市场价格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促进人力资 

本投资市场的形成。 

(三)建立农,H-x~才市场，加强城乡人才交流 

加强城乡人才交流，前提是要加快农村 人才市场建设 

农村有极大的人才需求潜力，无论从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发 

展、农业高科技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看．农村的人才都相 

当映乏：加快农村人才市场的建设，一是要改变包当国家干 

部的体制，二是要改变人才择业就业观念．三是要疏通人才到 

农村的渠道，四是要帮助农村各类用人单位树立科技和人才 

意识，五是要重视“乡土人才”的开发与培养。在城乡人才交流 

方面，应注重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和教育人才的交流。实行“走 

出去，请进来 ，即中心城区的人才与区县 乡镇挂钩．定期到区 

县、乡镇解决实际问题，政府各级部f]定期将农村的 乡土人 

才”请进来进行 对口”培训， 强化农村乡土人才的文化知识 

和专门知识，提高整体素质。还可 进行 -帮一”活动，即中 

心城区的人才一对一地帮助乡土人才，正如“一帮一”扶贫一 

样．这有利于中心城区人才将理论实践化 乡土人爿 ’在实践 

基础上增强理论性，有利于城乡人才的共谋发展，在此基础 

上．逐步建立全市城乡人才交漉信息网络 

(四j建立人才供求体系 

人才供求体系的建立涉及到人才需求信息、人才培养 

划以及有关人才供求的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人才需求信岂 

即是要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了解重庆市现有人才需求状况 

基础上，根据社台经挤发展趋势，对重庆市各行各业在未来 

5—1O年的人才需求进行科学预测，特别是掌握重庆市由城市 

化发展转为城乡共谋发展后，人才需求的变化情况。在此基 

础上根据重庆市“十五”发展规划，制定出重庆市今后5一l0年 

的人才发展战略，再根据该人才发展战略，制定切实可行的人 

才培养计划，有目的、丹阶段地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 增加对 

人才培养的投资．利用计算机阿络实现全市人才供需信邑的 

现代化：人才供求体系的建立，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必须有政策法规作保障。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觇配套，在 

实际操作中，易出现负面效应，如利用汁算机传播虚似 、才信 

息，用人单位对想“跳槽 之人实行 管、卡、压”．受聘者带走用 

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等等。人才供求体系的建立、不只是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的人事，地方政府丑政府各职能部f]应统筹规 

划，切实安排，使人才的配置结构更趋于合理．更符台社会经 

济的发展。就目前而言，重庆市人事管理部门还只限于计划 

经济的人事制度管理，未彻底转变观念，对^力资源的开发利 

用、人才的培养与使用，特别是中心城区人才对周边农村的辐 

射作用．还未从重庆市未来经济发展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和考 

虑，这应引起市委、市政府乃至人事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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