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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发展报告(2010)》是陕西第一部有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蓝皮书，本书
通过回顾陕西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的发展进程，对陕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策现状分
析、评估，梳理陕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建设的发展脉络，归纳总结其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所取得的
成就与经验，以全新视角和建设性角度对陕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设计和执行过程进行分析
，为陕西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保障建设建言献策。
    本书包括七个部分，“总报告”分别从人力资源现状分析与开发战略、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两个方面
来全面反映陕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状况，分析了陕西人力资源的总体现状，预测经济社会发展
对人力资源的供需情况，提出未来陕西人力资源开发的思路及其对策；梳理陕西社会保障10多年来的
改革与发展历程，并与西部十二省及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总结陕西社会保障的成就与经验，并提出了
对策建议。
“区域热点”主要围绕关中-天水经济区社会保障及西安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进行重点关注。
“政策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医疗保障制度比较、
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等进行了研究。
“调查报告”包括了对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需求调查，以及公众最为关注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的调查，主要反映不同人群的认知和感受。
“专题报告”主要针对陕西社会福利事业、大学生就业创业、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农村基层人才队伍
建设、社会保障网络热点、就业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进行现状分析，提出了对策建议。
“案例分析”对宝鸡“新农保”实践、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等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创新事件进行了分析与
考察。
“附录”主要梳理陕西十年来在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本书力求能够真实、多角度反映陕西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建设的发展状况，为陕西人力资源管理
与社会保障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借鉴，也是外界了解陕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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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尚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教授，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专业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方
向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前沿理论、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网络文化、
企业文化。
主编及主著十余部书。
　　鬲向前，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陕西省入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党组书记。
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受聘于中国西部两所重点大学任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先后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多部著作，其作品曾荣获中国“九五”科学技术成果奖、全国入文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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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陕北处于水资源匮乏、干旱半干旱的地区，也有部分地区处于毛乌素沙漠的腹地，自然生态环境
的人口承载能力相对较差，但占据了天然的资源优势，即由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产业发展迅
速，拉动经济迅速增长，使得人力资源总量和所占比重近年快速上升。
　　陕南位于秦巴山区，交通不便。
与关中相比，缺乏发展农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而与陕北比较，则更无先天的能源供给；更多的特色
在于绿色生态环境突出，但受当地的地理环境所限，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人口数量也偏小，经济发展
水平总体较低，因此人力资源相对匮乏。
　　从业人员数是一个重要指标，使用城乡从业人员数能很好地反映出陕西人力资源状况。
总体上看，全省城乡从业人员总数为17850651人，其中关中为11011392人，陕北为2539928人，陕南
为4299331人（见图4），分别占到总数的61.7％、14.2％、24.1％。
由此可知，关中人力资源处于“领头羊”的位置，陕北、陕南与之差距非常明显，而这两个区域之间
差距相对较小。
　　全省的人力资源总量相对丰富，但具体分布并不均衡，而且三大区域情况差异较大。
在陕西人力资源需求的份额中，关中地区肯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关中实施率先发展战略，装
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是其代表性产业和支柱产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和吸纳也更侧重于理工应用
技术类人才。
陕北地区的突出优势在于拥有极为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等自然矿产，具有发展能源化工重工业的
先天优势，从人力资源的需求和配置角度来看，主要侧重于能源化工类专业和管理运输类专业的人力
资源的培养和引进，以充分保证陕北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施。
陕南秦巴山区由于并无能直接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增效明显的产业，加之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和已出
台政策的限制，当地产业发展面较窄，主要以中药材种植、绿色食品加工和旅游业为主，随着陕南突
破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各项规划政策的纷纷出台，陕南的各项产业正逐步步人规范化、规模化、正
规化的发展道路，面临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尤其亟须加快与中药材直接相关的种植、加工、研发类
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和旅游产业策划、包装类人才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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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盘点年度资讯·预测时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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