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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才竞争，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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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普遍提高全民教育水平，是当今世界各国开发人力资源以增强综合国力的大趋
势，也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抉择。
今后2。
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容错失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是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出发，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到2l世纪中叶全国
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显著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努力建成一
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的西部地区。
全面提升西部劳动者的素质，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优势，是实现西部开发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和前
提条件。
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十五”规划设立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力资
源开发战略研究”，组织力量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开展专题研究。
　　本课题研究是一次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综合战略研究，也是教育领域一次较大范围的合作
研究。
作为课题的前期研究准备，教育部职成教司于2001年委托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与德国劳动研究所
合作，开展了“西部开发与职成教发展”的课题研究工作。
2002年，本课题正式立项后，由教育部职成司和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牵头，组织北京教科院职成教
研究所、上海教科院职成教所、湖南教科院职教所、陕西省职教中心研究所、河北职教所、天津大学
职技学院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成立联合研究小组，对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理论基础、发展
重点、目标模式、政策建议进行综合研究；同时选择了西部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
陕西六省区及所辖的城市宝鸡、成都、贵阳、柳州、张掖、曲靖6个城市组成子课题组，进行地方案
例研究及实验研究。
　　课题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把研究纳入国家正在实施的“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
西部教育改革项目中，边研究、边实验、边总结、边推广，将实验城市作为国家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政
策的实验基地、示范基地。
参与课题研究的地方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本课题研究和实验工作，给予了人力、物力的支持和研究工作
的指导。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典型实验，极大地推进了西部地区教育相关工作，特别是职成教的改革与发展
，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规划和战略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
　　本书出版得到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得到王军伟、楼史进等同志的帮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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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
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的研究成果。
本课题是一个跨学科、部门、地区的综合研究。
课题组对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理论基础、发展重点、目标、模式、政策以及与西部人力资源开
发紧密相关的人口、经济、制度、政策、条件诸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选择了，四川、云南、贵州
、广西、甘肃、陕西六省及所辖的成都、曲靖、贵阳、柳州、张掖、宝鸡六市进行了实证研究，总结
了，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机制创新的成功模式，探索了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与西部繁荣经济、促进就业
、消除贫困、维护稳定、建设先进性文化紧密结合的思路和做法，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这些研究成果对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规
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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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及成都市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与实践第三节 四川省及成都市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对策及建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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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第三节 云南省人力资源开发的“三大战略，五项举措”第四节 曲靖市人力资源开发的“五大战略
重点和发展职成教育的七项措施第十二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第一节 广西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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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
定2004-2010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摘要）附录二 西部人力资
源开发基本数据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情况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基本情况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基本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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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产业。
全国中职在校生中，加工制造类专业学生占12.55％，西部这一比例则为10.55％，比全国低2个百分点
。
这与西部第二产业总体不够发达，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较低的现状是一致的。
但目前工业发达程度不高的省区，也应从当地劳动力转移、制造业的长远发展，以及教育资源的配置
的角度来考虑专业设置，需要政府部门对人力资源发展的需求和开发有长远而全局的考虑。
　　第三产业。
全国中职的三产类专业在校生比例较高，西部也出现同样的情况，这是由于该类专业培养成本较低，
而且比较适应学生的专业选择。
但从分专业统计的在校生比重看，西部地区绝大多数专业与全国相比略低，只有师范和医药卫生这两
大类专业比全国高出4个百分点左右。
这是由于西部教育和卫生事业比较落后，从业人员还没有像东部沿海地区那样以高层次人才为主，所
以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较多地培养中等层次的师范类和医卫类专业实用人才符合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为西部今后拓展包括成人高职在内的职业继续教育提供了更大的发展
空间。
　　3.基本形成了以专任教师为主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专任教师数与在校生数之比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共有专任教师65万人左右，西部地区为17万人左右，占全国的1／4以上，比西部中
职在校生在全国总数中的比重明显要高。
按中专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分类统计，每一个教师负担的学生数均少于全国平均数。
如综合三类中职学校总体来看，除广西、云南、贵州外，其余各省区的中职生师比都低于全国平
均15.26的水平，其中青海的生师比仅为6.79。
另据四川省攀枝花市调查，2002年该市中专学校专任教师近500人，生师比仅为9.5（见表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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