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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法律保障研究》是宋才发教授承担的国家“211工程”“十五”建设
重点立项项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法律保障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之一。
该项目最终研究成果的另外5本学术著作分别是：《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法律保障研究》、《民族地区
退耕还林(草)及其法律保障研究》、《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法律保障研究》、《民族地区城镇化建
设及其法律保障研究》和《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保障研究》。
该项目的“国家重点学科研究生教材建设”的最终研究成果是：《中国民族法学体系通论》和《中国
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
宋才发教授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和具体研究工作的主持人。
 参加《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法律保障研究》研究和写作的有本人和所授博士研究生张志新。
本人框定本书的篇章结构，负责统稿、修改和定稿，并具体写作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法律
保障研究》的“导论”部分；张志新博士具体写作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法律保障研究》的
第10章初稿。
在参加导师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及其法律保障研究》五易其稿，吸收和借鉴了大量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
者的研究成果，特致谢忱。
限于我们的学识和眼界，书中存在的错误和欠缺肯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改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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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才发，汉族，1953年5月10日生，湖北省武穴市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重点学科带头人。
历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央
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法学院院长兼民族法学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
室主任等职。
社会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专家、教育部法律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
理事、中国法学会西部大开发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
1999年被评为省部“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被评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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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内涵第一节中央政府历来对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政
策一、历代中央王朝的移民戍边和教化政策二、建国后至“三线建设”时期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三、重
视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是西部开发的基础第二节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立论基础一、人力资源
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二、人力资源相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三、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观点四、人力资源
开发的核心目标五、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理论第三节正确认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实践价值一、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特点二、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三、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误
区第二章解析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状况第一节重视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一、中国共产
党十分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二、历届中央政府重视对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第二节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
发存在的主要问题一、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瓶颈三、民族地区
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第三节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必须正确处理的几大关系一、人力资源开发与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二、人力资源开发与扶贫开发的关系三、人力资源开发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第三章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第一节借鉴国外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经验一、重视人
力资源开发的立法工作二、人力资源开发与促进就业相结合三、突出实用技术与高科技对人力资源开
发的作用四、加大对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力度第二节效仿国内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做法
一、适度的人口增长政策，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市场作用，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三、运用灵活的手段吸引所需的人力资源第三节要用创新思维开发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一、开发要有新
认识——重视现有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二、开发要有新思路——“分步骤”开发三、开发要有新举措—
—立法保障人力资源开发四、开发要有新机制——以市场经济机制开发和配置人力资源五、民族地区
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选择第四节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起点一、就业问题：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
的关键目标二、贫困问题：人力资源开发的最大障碍第四章就业与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第一节密切
关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就业状况一、就业与失业的经济理论二、人力资源开发是治理失业的关键之
举第二节高度重视民族地区潜在的人力资源开发一、实施适度的人口增长政策二、普及义务教育，提
高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三、倡导职业技术教育，为民族地区输送实用型的人力资源四、确保女性人力
资源开发五、关注老年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第三节切实提高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利用率一、西部民族地
区人力资源利用率低的原因分析二、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利用率第五章创造民族地区
人力资源开发的法治环境第一节目前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治环境的剖析一、西部民众的法律意识
淡薄二、法律人才匮乏，法制队伍建设尚待加强三、法制教育不够深入、持久，法制宣传力度不够第
二节为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一、树立科学的法制观念，确立依法开发人力资源
的理念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素质，依法维权三、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四
、发挥法律服务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应有作用第三节加强有利于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执法
力度一、教育执法面临的主要问题二、教育执法的现实思考和建议第六章教育法与民族地区人力资源
开发第一节把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一、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崛起的根本保证二、抓
紧制定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的《民族教育条例》第二节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公民的受教育权一、“两
基”目标是整个民族教育的“重中之重”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量的实用型人才三、高
度重视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构建西部的“知识”高地四、树立终身教育理念，重视人力资源的持续
开发第七章社会保障法与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第一节社会保障法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
一、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健康素质需要社会保障二、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素质提高需要社会保障三、社
会保障促进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第二节探索适合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的社会保障方式一、重
构民族地区农村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体系二、关注农牧民的“老有所养”问题三、加大力度认真做好
失业保险工作四、对特困群体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第八章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保障第一节
劳动力是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内核一、树立劳动力商品观念是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提
条件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指导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第二节劳动力产权是人力资源市场
交易的主体一、劳动力产权的基本涵义二、劳动力产权的特征第三节引进国内外优质人才建设新西部
一、准确把握“人才观”是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市场开发的前提条件二、有效的激励和竞争机制是民族
地区引进人才的必要措施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是培育民族地区人才市场的客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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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四、国家帮助培养和造就大批适合民族地区发展急需的人才第四节完善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体系一
、完善劳动力资源市场的框架结构二、建设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三、依
法规范劳动力中介服务，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四、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
作五、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源流动机制，促使劳动力正常流转六、大力研究WTO有关协议，按照“两个
市场”要求开发利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第九章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律制度建设第一节民族地区人
力资源开发法律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一、法律制度可以促使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顺利进行二、民族地
区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用法律手段予以规范三、依法开发人力资源是国外成功开发欠发达地区的有益经
验第二节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律制度建设的总体思路一、总体目标二、指导思想三、基本原则第
三节关于制定《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的思考一、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立法的现实基础和法
律依据二、明确劳动力产权是制定《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法》的基本出发点三、多方筹措资金是依
法做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重要保证四、开发人力资源的“智能”，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
位五、加大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禁止性条款研究力度，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作者主要法学论著附
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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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建国后至“三线建设”时期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将西部
开发提到议事日程并有效地付诸了实施，西部开发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1955年，为实现“交通先行、基础配套、集中布局、渐次推进”的战略目标，国家以强大的密集性的
资金投入，强力促进西部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西部的人力资源开发。
“一五”期间，西部地区建立了一系列高技术专业技术学校，如成都电校、成都技校、绵阳电校、西
安电校等，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国家每年还向西部地区选派大批的国内名牌大
学毕业生。
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新疆、四川等地人均拥有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名列全国前
列。
可以说20世纪50-60年代的西部地区出现过人才荟萃的辉煌时期。
　　这次开发高潮是以“156项”和“三线建设”为基本内容的，持续时间达20余年。
“156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具体化。
在前苏联政府的帮助下，西部地区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
了一步。
1964-1978年实施的“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规模会战，跨越川、黔
、滇、陕、甘、宁、青、豫、湘、鄂、晋等11省之广，投资高达2 000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0
％①。
“三线建设”对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改善经济布局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看，投资的回报率是非常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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