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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是广大民族地区的发展相对缓慢，与非民族地区的差
距逐步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与现代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人才队伍和人才资源，缺乏有效的人
才竞争机制。
受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环境欠佳、制度供给不足等因素制约，民族地区在人才引进、使用与管理等各
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匹配；外流明显，引进困难，增
量发展缓慢；激励不够，管理不优，人才使用效率较低，出现总量不足与使用浪费并存的“悖论”现
象。
　　民族地区人才事业发展面临的困难，要从区域的层面对其进行分析，即从区域的社会经济特征出
发，在分析特征地域的人才竞争力的基础上，开展有关战术思想、运筹策略的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竞争机制必须遵循竞争规律、供求均衡规律与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在上述
基本规律的制约下，民族地区人才竞争机制可以分解为四大基本模块：人才引进模块、人才使用模块
、人才开发模块、人才激励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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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完善人才竞争机制研究》的基
础上修改而成。
遵循“具体——抽象——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我们开展了多次全方位、深层次、宽角度的调研活
动。
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包括3个自治州、56个自治县（市、区），是全国少数民族族别分布较多、人口聚
居密度较高、分布范围较广的区域，作为研究民族地区的代表性区域，具有典型性。
我们以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泸定县、甘孜县、道孚县、九龙县，阿坝州马尔康县、壤塘县、黑水县
、金川县、汶川县以及凉山州冕宁县、雷波县等12个县的党政部门、企业管理部门、专业技术部门、
教育部门、实用技能型部门及农牧部门作为抽样调查的主要对象，聚焦于党政、教育、医疗、农牧、
科研等人才相对集中的部门，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引进和人才激励两个方面为重点设计问卷，
开展抽样试验，同时组织实地调研，结合集体座谈或个人访谈等多种方式，了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人
才流动、人才竞争、人才引进、人才激励、人才培训等问题。
通过调研活动，我们从大量直接、客观、鲜活的事实资料中获得了新的收获并加以整理，为研究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再经由具体到抽象的理论升华，探悉民族地区人才竞争机制建设中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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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竞争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　　四川省是一个多民族大省，只有解
决好民族地区人才问题，完善人才竞争机制，才能真正建设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真正实现各民族的
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本章首先对人才和人才竞争机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探讨，以对相关概念形成较为清晰和完整的理论界
定，在此基础上进行本课题的深入研究。
　　第一节　“人才”概念的理论界定与现实标准　　一、“人才”内涵的理论界定　　学术界对人
才内涵的认识可谓百花齐放，各有侧重。
《现代汉语词典》中“人才”的定义是“德才兼备的人，有某种特长的人”，这是“人才”在语义学
上的概念。
我国人才学创立初期，学者们认为人才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
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王通讯，1985）。
在此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人才的定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认为人才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能以其创
造性劳动，对社会或社会某方面的发展。
做出某种较大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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