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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和人才越来越成为
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关键性、战略性的
第一资源。
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表明，国家的发展与强盛关键在于人，在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发达国家为49%，发展中国家为31%。
另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1900——1957年，美国物质资本投资增长4.5倍，利润只增加3.55倍，人力资
本投资增长3.5倍，利润却增加了17.55倍。
显然，在区域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源的贡献显著。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
但是经济总量以平均每年96%的速度连续保持高速增长过程中，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投入为
增长动力，自然资源在迅速消耗，加重了我国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
在未来，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将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突出矛
盾。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消耗水平，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
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发展和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其中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是关键。
　　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已成为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重大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由于历史基础薄弱、自然条件不足、经济发展落后以及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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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过深入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在以下方面形成创新：（1）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系统研究
。
构建由数量指数、质量指数、配置指数、需求指数、教育指数构成的人力资源评价的指标体系，对人
力资源进行了综合定量评价，完善了人力资源定量评价的方法。
在供给和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和结构进行了均衡分析，分别
探讨了不同要素供需矛盾的表现及缓解途径。
（2）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研究。
构建了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作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职业教育三
个方面定量分析，论证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形
成和积累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3）以理论探讨为基础，采用相应数学模型，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
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入与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之间关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关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
（4）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云南省人力资源进行了全面的GIS分析，提出了人力资源预
测的模型与方法，完成了云南省人力资源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并探索了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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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评价　　第二节 连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特征　　
（一）健屎素质　　健康素质主要是就人的身体素质而言，是劳动能力形成的基础。
人力资源的健康素质通常影响劳动者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效率、工作耐久力，及其一生中为社会提供
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因此，身体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人的体力、智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身体的健康又是由人的寿命长短和体质强弱反映出来的。
寿命长短和体质强弱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遗传和其他先天因素。
人类的体质具有一定的继承性，这种继承性来源于人口代际问生理基因的保持、人口的遗传，并从根
本上规定着人力资源的体质。
第二，营养因素。
营养是人体正常发育的重要条件，一个人儿童时期的营养状况，必然影响其未来成为人力资源时的体
质、寿命，而且营养也是人体正常活动的重要条件。
第三，环境因素。
人的平均寿命的差异，主要是由环境条件引起的。
平均寿命的长短，既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又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第四，后天的努力
程度。
积极、经常、科学地锻炼身体，无疑会增强身体机能，延长寿命。
当然，身体并不能预先完全决定人力资源的发展，而只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决定人力资源发展水平的因素是后天的实践活动和所受到的教育训练程度等，甚至个人的一些身体缺
陷，也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
　　（二）科学文化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现实和潜在人力资源的智力水平、文
化知识状况及经验和劳动能力等。
科学文化素质的形成是先天智力遗传与后天教育、培训和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
科学文化素质通常用某一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文化构成、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者分
别占群体人力资源的比重、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人数占群体人力资源的比重、全体工人的技术
等级和文盲率等指标来反映。
　　劳动能力是构成人力资源的重要因素，它是人认识客观事物、获取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劳动能力的大小集中表现在人认识客观事物的深刻、正确和完全程度上，表现在人获取和运用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速度和质量上。
人们掌握知识和技能要以一定的能力为前提，能力制约着人们掌握知识的快慢、深浅、难易和巩固程
度，能力的存在为掌握知识、技能提供了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转为现实性则是在掌握知识和完成技
能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
所以，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活动是能力的表现形式，而能力则是掌握知识和完成技能活动的内在条件。
平时所说的某人具有某种劳动能力，并不是根据他所具备的心理特征来直接判断的，而是通过他是否
掌握了相应的知识和他所进行的技能活动间接地进行判断。
一般地讲，掌握知识、技能的状况反映着能力的水平，但也并不是绝对的。
具有相同文化水平的人或具有相同操作技术的人，他们的能力可能并不相同。
另一方面，能力大致相同的人，因社会经历不同、学习与训练的时间长短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文
化水平与技能水平。
总而言之，每个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有差异的，缩小这种差异需要学习和训练。
　　（三）思想素质　　思想素质主要指劳动者从事劳动的精神状态，包括事业心、责任心、敬业精
神和进取心等。
其中，劳动者的敬业精神和劳动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它决定着劳动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对劳动效果有着重大的影响。
敬业精神是劳动者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喜爱程度和无私追求，表现为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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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劳动态度是指劳动者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观点和看法。
一般地说，劳动态度端正与否，往往会直接影响劳动者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影响劳动者
的劳动效率、所生产产品的质量及劳动过程中物耗和能耗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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