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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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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加快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至关重要 的。重庆作为我 国新的直辖 市和 西部重要的经 

济 中心 ，详尽分析重庆市人 力资源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 讨重庆人力资源开发 的一 系列途径 。对重庆市人 才资源开发 具有 

重要 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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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t嘲 ：chorlgqiIlg is the lar est municipality that is dil d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Westem development gives Chongqing s0n 

new opportunities，based on the new situation，al0Il should accelerate to develop its human IesouI℃es
． "Ilais ar6de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t"c}哦 ’8 human Iel姒lI℃es，points out the nec~ ty of devdoping human Ie鲫 嬲
，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pIDp0sals about 

how to develop the human Ies0删 0fCI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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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重庆市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及状况 

1．数量规模 

(1)人 口基数过于庞大 ，2000年末人 口数 约为 

3 091万人 ，而其他它三个直辖市北京 、天津 、上海分 

别为1 382万人、1 001万人、1 674万人，由于其人口基 

数大，重庆市在 2000年的人 口自然增长率虽仅为 

3．45％o，低于全 国 8．77％0的平均水平 ，但年 自然增长 

人数仍达到 10．63万人 。 

(2)农 业 人 口所 占 比 重 过 大，占 总 人 口的 

66．9％，而其他三个直辖市乡村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 

重分别 为：北京 22．46％、天津 28．01％、上海 仅 

l1．69％。这表明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与其它直辖 

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被滞留在土地上。 

(3)从 1990年到 2000年 ，重庆市人 口自然增长 

率呈递减趋势 ，有利于缓解重庆市劳动力过剩和就 

业压力过大的局面。 

2．农村人力资源数量状况 

农村人力资源在数量上约占重庆市总人口的 

2／3，是重庆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开发的 

量大、面广、层次多、情况复杂、任务繁重(表 1)。 

表 1 重庆市农村基本情况(1999"--2000年) 

指 标 
绝对数 构成(％) 

l999 2000 l999 2O00 

人 口(万人) 

乡村从业人 员(万人) 

农林牧渔业 

工 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其他 

2 442．47 2 42O．32 一 一  

l 342．99 l 352．60 一 一  

955．09 921．5 71．268．1 

57．68 59．25 4．3 4．4 

71．77 75．58 5．3 5．6 

l7．87 l8． 1．3 1．4 

3D．77 33．46 2．3 2．5 

209．81 244．28 15．6 l8．0 

资料来源：重庆市统计局‘重庆统计年鉴 2001年)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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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知：重庆市农业人 口的就业 主要集中 

在农林牧渔 ，在 1999年高达 955．09万人 ，20OO年达 

921．5万 人 ，分 别 占乡 村 从 业 人 员 的 71．2％ 和 

68．1％。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从事 

边际劳动生产率几乎为零的生产，而第三产业应是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场所。但从统计表来 

看 ，2000年仅 占乡村从业人员的 3．9％(即交通运输 

业 、仓储邮电通讯业 与批发 、零售、餐饮业两大项相 

加)，第二产业也仅占 10％。因此拓宽劳动力转移渠 

道 ，大力发展农村的第三产业势在必行。与此同时， 

还应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使之能适应 

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发展的需要。 

3．重庆市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 

表 2 重庆市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状况与京、津、沪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o01年)第95页。 

从表 2可以看出，重庆市人 口的总负担数⋯在 

四个直辖市中最高 ，为 29．83％，将近总人 口的 1／3。 

而 0．_14岁的少年 比重在 四直辖市亦最高，表 明重 

庆市今后进入劳动适龄人 口的数量是 比较庞大的， 

他们正处于对其人力资源加以培养，开发的大好时 

机 ，因此应大力发展教育 ，提高其素质，从而为重庆 

市今后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打下基础。 

4．重庆市人力资源的产业构成 

近年来，重庆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 

显改善 ，1978年一、二、三产业 的比重为 36．8：45．8： 

17．4，到 2O0O年，其产业结构演变为 l7．8：41．4： 

4o．8，已基本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状况，第二产业仍 

保持 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第三产业已成为发展 

迅速，潜力最大，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 

国民经济格局已由“一、二、三”向“二、三、一”转变。 

产业结构的调整 ，带动了劳动力在不 同产业 间 

的转移，从业人员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二产业 

的从 业 人 员 由 1990年 的 70．3％ 降 到 2000年 的 

53．4％，第三产业 由 12．9％增加到 29．3％。由此可 

以看出，从业人员在经济活动中，需不断提高自身的 

文化素质，调整其知识结构，积极适应产业结构的演 

变，向第三产业转移 ，与社会经济 的发展保持紧密联 

系，这与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一致的。 

(二)重庆市人力资源的质量状况 

1．教育情况 

据 2O0O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共有高校 22 

所 ，重庆市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约是普通 中学生数 

的 9％，约是小学生数的 5％。从在校学生结构看 ， 

大学生仅 占在校学生的 3％，严重阻碍了高层次人才 

的培育，从而影响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高。 

作为高层次人才来源的研究生数量太少 ，2000 

年研究生的毕业人数仅1 084人，无法适应 大重庆的 

发展，从而制约重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同时教师短 

缺 ，教师与学生之 比约在 1：10以上 ，一方面造成教 

师负担过重 ，另一方面也影响人力资源的提高。 

2．重庆市人力资源的文化素质构成 

在“九五”时期 ，重庆市人 口的文化素质发生 了 

明显变化，文盲率有了较大幅度下降，具有大专及以 

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有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全市 

人口中不识 字人 口占总人 口的 比重 由 1990年 的 

17．89％下降到 2000年 的 8．9o％，1O年下降 了 8．99 

个百分点。全市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数 

2O0O年比1990年增长了 1．62倍；具有中专和高中文 

化教育水平人数 2O0O年 比 1990年增加了 37．88个 

百分点 ：具有初中文化教育水平人数 2000年 比 1990 

年增加 了 28．69个 白分 点。从 总 的情况看 ，199o_- 

1997年，全市人口文化素质提高速度比全国同期慢， 

而 1997--2000年全市人口文化素质提高速度开始快 

于全国严均水平，这说明直辖以来，重庆市的教育事 

业发展加快 ，人 口的文化素质向高层次推进的速度 

更快。但是，从横向进行比较，重庆市与北京、天津、 

上海的文化素质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由表 3可以看出，每 1O万人中拥有大专及以上 

学历者，北京是重庆的 6．77倍，上海是重庆的 3．9o 

倍，天津是重庆的3．21倍：从文盲率来看，重庆是四 

个直辖市 中最高 的，甚至 比全 国 的平 均水平 还高 

0．23个百分点。重庆市与其它直辖市之间存在 的较 

大差距必须通过教育水平的提高来实现。 

二、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 

(一)农业经济发展的要 求 

重庆市农业人 口占绝对优势 ，农村经济 的发展 

是振兴重庆经济、实现脱贫及移 民任务 ，有效保护生 

态资源的关键。因此，必须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以高素质的人才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促进重庆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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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 、林、牧、渔为特征的大农业走 出低谷。在发达 

国家 ，科技与人才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已高达 60％ 
一 80％，而我国仅徘徊在 30％一40％左右，目前重庆 

市仅达到我国 80年代 的水平。由此可见 ，提高农村 

从业人员的素质是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 的重要任务 

之一 。 

表 3 各地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教育程度人口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OO1年)第 96、98页。 

另外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 ，重庆市 的农村从业人 

员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领域，而落后的重庆市农村 

经济要摆脱传统的“粮猪”型经济 ，要增加农 民收入 ， 

必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必须积极开拓农民从非农 

产业中增收的途径，而这些都需要提高农民素质。 

(二)第三产业发展的需要 

第三产业是一个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 的重要表 

征，也是反映地区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指标，还是吸纳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目前，重庆市第三产 

业发展虽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仍远远落后于京、 

津、沪及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商贸、金融、保险、房 

地产及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难以形成相互配套 

的产业综合服务网络，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更大提 

高。因此需要尽快培养大批第三产业的管理与组织 

人才，增进各地市场之间的物资、科技、信息和人才 

交流，振兴重庆市第三产业。同时也为大量的下岗 

工人提供再就业渠道，缓解失业压力。 

(三)提升重庆市传统产业的需要 

重庆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 ，制造业企业相对较 

多，但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产品缺乏竞争力，科学 

技术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 ，科技普及率不高，一个 

重要原 因就是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偏低。根据重庆市 

企业调查队对重庆市 86户制造企业的调查情况看， 

绝大多数企业信息技术人才缺乏，尤其是高级以上 

的技术人才 。从统计材料看 ，有 81．4％的企业缺技 

术工人 ，91．4％的企业需要高级以上人才。而且 ，随 

着科技的进步和竞争的日益加剧，单一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比重将减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复合型企业 

将逐步增加 ，因此 ，必须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力度 ，加 

强技术人才培养综合环境建设，以改善和提升重庆 

市传统工业，增强重庆市制造业的竞争力，从而优化 

重庆市的工业结构。 

(四)重庆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社会可持续 发展 是相互依 

存 、互为条件 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既注重经济 、 

政治、文化发展，又不能破坏环境、生态、资源 ，不危 

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和发展，而这种发展是离不开通 

过人力资源的开发 ，加强对人知识技能的培养来实 

现的。此外，对人力资源的开发还可以使之既具备 

科学文化知识和某些专业技能，又富有人文精神，能 

自觉抵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有违可持 

续发展观念的现象滋生和蔓延。 

重庆市位于长江和嘉陵江 的交汇处 ，且三峡库 

区有 85％在重庆辖区，党中央赋予重庆市的任务之 
一 就是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好生态经济区， 

然而重庆市的水体及大气污染十分严重 ，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保护环境是重庆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最为紧迫和首要的任务。因此 ，必须充分利用现有 

教育资源对广大在校学生开设 环境 与生态保护课 

程 ，灌输可持续发展思想；并通过有关学校培养具有 

较高环境保护素质和专门知识的高级人才，以适应 

重庆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另外 ，重庆市具有丰富的煤、水 和天然气资源 ， 

水电能源开发潜力巨大，但必须通过提高技术水平 

和人才质量来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实现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相结合的可持续发 

展 目标。 

三、重庆开发人力资源的措施 

(一)加大基础教育投入 ，充分发挥人 力资源投 

资效益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基础教育具有投资少、收益 

率高、机会成本小等特点。尤其有利于提高低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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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的下层民众的知识存量，拓宽社会经济发展空 

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据统计，重庆大中小学生人均教育投资比例大 

致为 1：6：66．5，即 1名大学生经费相当于 6名中学 

生经费、相当于 66．5名小学生经费。据经济学家分 

析，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等教育往往耗资 

巨大，但相对社会收益却较小，而基础教育却正好相 

反。据典型资料统计，发展中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 

所耗投资是培养一个小学生的近 88倍 ，但所得收益 

却是培养一个小学生的6．4倍(谭崇台《发展经济学》)。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 

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 

的改进和知识的增进”，因此，重视基础教育，提高劳 

动者整体素质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最优方案和长期选 

择。重庆市目前有 67％的人口在农村，绝大多数未 

充分开发的人力资源和贫困人 口也在其中，重庆的 

大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广大农村贫困落后的基础之 

上。因此政府必须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加大对基 

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以有效挖掘重庆人力资源的潜 

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重庆市综合实力，为重 

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多渠道全方位发展成人和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是有关各种职业的专门技能方面 

的教育，是普通教育的继续和深化。通过职业技术 

教育可以使人掌握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职业 

劳动技能，使其由可能的劳动力转换成现实的劳动 

力。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 

种新型教育制度，主要是对已经走上各种生产或工 

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能够直接有效地提 

高劳动者和工作人员的素质，从而直接提高工作效 

率和经济效益。 

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 

和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 

发展的手段之一，但重庆市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和 

成人教育十分薄弱，根据重庆市企业调查队对重庆 

市比较有代表性的 86户制造企业的调查情况看，截 

止 20O0年 ，这 86户企业 中，正式在岗职工文化程度 

在大专及 以上学历仅二成多 ，近八成 的职工文化程 

度只有中专、高中、职高或高中以下。其中技术工人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不到 10％，初 

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分别占到 29．2％和 3．7％。因 

此，必须通过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加强对 

人才的再培训和再教育，改进重庆市人才资源的结 

构和存量 ，增强他们对先进技术知识的吸收能力 ，提 

高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决策能力和各种技能 ，使他 

们能尽快吸收新思想、新观念 、新技术 ，以满 足重庆 

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另外在成人教育和职 

业技术教育的专业选择上，重庆市要根据自身的资 

源优势，努力形成与之相适应 的专业人才培训 ，促使 

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增加对初等教育的投资，并不意味着就不发展 

高等教育 ，重庆市的经济要在西部大开发 中实现跨 

越式发展就必须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以满足西 

部大开发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重庆的高等教育结构 

应同西部大开发中所需的人才结构相适应 ，根据对 

重庆市近期、中期、远期对人才需求的预测 ，制定出 

各个不同时期的人才需求计划，以实现高校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当前应针对重庆市经济发展 

急需的农业、环保、技术工人以及金融、保险等方面 

的人才加大培养力度。并在此基础上，调整高等院 

校 的办学规模、专业结构 ，改革专业设 置和课程设 

置，并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 ，加强应用能力的 

培养，根据学科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培养高层次、 

复合型人才，使高等院校培育出来的各科专门人才 ， 

既符合重庆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利于未来发展 

的需要。 

(四)建立完善的教育发展支撑体 系 
一 是资金保障。各级政府应当保证财政投入的 

主渠道作用，落实“三个增长”，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力争较大提高。二是法律 

保障。80年代 以来 ，我国已颁布 了《职业教育法》、 

《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这些法律 的颁 布对推动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劳动者文化技能的提高， 

加快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维护人力资本权利发 

挥了重要作用；重庆市在依照这些法规大力发展教 

育的同时，还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有利于加快人力 

资源开发的地方性法规。三是组织保障体系。应建 

立稳定的教师队伍，切实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社 

会地位 ，真正形成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崇尚教育 的 

良好氛围。 

(五)调动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和大力引进外来人 

才，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重庆市的“三线建设” 

和经济发展，国家为重庆市输送、培养了大批人才， 

把现有人才用好，调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作用，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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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才资源开发 的关键 ，也是当前重庆市人力 

资源开发扶持的重点。用好现有人才，就应遵循人 

才的成长规律 ，尊重人才个性 ，激发他们 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通过突出事业留人 、强化感情留人和逐步提 

高待遇等措施，提高重庆市留住人才的能力。 

大力引进外来人才也是加强重庆市人力资源开 

发的重要措施。目前 ，国家人事部正在拟定人才智 

力引进政策，引导东部沿海地区科技人才通过各种 

形式参与西部建设，团中央正在实施“金桥工程”动 

员有志者到西部建功立业。因而，作为西部地 区重 

要增长极之一的重庆市，当前是其引进人才的最佳 

时机。首先 ，要采取优惠政策广泛吸引其它地区的 

国家机关、大中专院校、科研单位以及社会上有专门 

才能、专门知识的人，鼓励他们到重庆来承包开发项 

目、兴办乡镇企业和各种经济实体，并根据其在经济 

开发中的贡献确定其报酬和各种优惠待遇。同时还 

应对来重庆市工作 的高层 次人才给予一次性补贴。 

其次，对于重庆市边远地区的人才引进，应立足于短 

期服务，以借调、聘用、兼职等不改变人才行政隶属、 

不迁户口、不随调家属的形式，吸引人才定期或不定 

期到这些地区工作，即实行“户口不迁、身份保留、来 

去 自由”的政策，以缓解这些地区对人才的需要。最 

后 ，还应建立起 “人才绿色通道”，只要有一技之长 ， 

进入重庆市就应畅通无阻。在这方面陕西省已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只要达到本科以上学历者 ，在西安可 

先落户、后择业。同时还应积极挖掘海外市场的人 

力资源，成都市在这方面己走在了前面，在 1998年 

成都市就在高新区建立了留学人员创业园，留学人 

员只要有附加值高的技术或产品，便可进入园区注 

册企业，同时享受各项减免税等优惠政策。 

(六)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重庆 

人力资源开发 中的作用 

首先，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落后的西 

部地区与发达的东部地区在人力资源的竞争上是不 

平等的，因为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利益驱动已成为吸 

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但如果要求一些艰苦地区仅用 

高薪、优厚待遇吸引人力资源也是不 现实 的。重庆 

市有着丰 富的 自然资源 ，能源充足，劳动力价格便 

宜，开发前景十分可观。政府可适 当让利 ，以资源优 

势来大量引进人才资源 ，为他们提供施展抱负 、发挥 

才干的舞台。因此政府 部门应该规范行 为，加强市 

场管理，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从而 

为愿意到重庆市创业的人才提供 良好的环境条件。 

其次，要充分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资 

本属性，要有人才成本观念，在人才资源开发上防止 

低水平重复建设，提高人才效益。与此同时，还应充 

分发挥“无形的手”的作用 ，引入竞争机制 ，按价值规 

律办事 ，拉开收入差距 ，使人才价值得到真正体现。 

最后，还应建立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具有 

激励机制的人事人才管理制度 ，逐步创造一个人才 

能进能出、职务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的良 

好用人环境，发挥市场机制在调整人才结构、配置人 

才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运用市场导向和产业政策 

导向，引导人才合理流动，促进人才资源社会化配 

置 ，实现人才资源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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