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途径与人力资本对策 

文/李秀春 高超杰 

   对于煤炭城市，接续产业的发展己经成为了一个广受关注和重视的重大问题，促进煤炭城市
接续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己在一些城市开始试点，并初见成效。比如，在少数煤炭城市，己经建立
中高新技术产业、石油化工、食品工业、原材料深加工等接续和替代产业，这些产业占经济总量的
比重正逐年增加。  
   一、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途径选择 
   （一）煤炭开采业转型与城市转型的联动规律 
   随着煤炭的开采，原来不是城市的地方因开采而建设成为城市，由于煤炭资源由盛转衰的发
展规律，决定了煤炭城市的功能必然随着开采业转型而变化，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城市转型
是一个大系统，是多个子系统的集合，城市转型的复杂性在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城市转型的任何
一个子系统就是研究相应的系统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煤炭工业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而煤炭工业又
是资源城市的重要子系统，因此，煤炭开采业转型作为城市转型最重要的部分，搞好了，可以促进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搞得不好，必然会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以上规律，笔者建议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应该循序渐进的从煤炭开采业入手。 
   （二）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途径 
   1．拉长产业链条，大力扶植煤炭深加工产业和和其他相关产业。拉长产业链，就是依托资源
优势延伸发展，发展煤炭的深加工，大力发展煤电联营，煤化工等相关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
资源的利用效率。煤炭城市要为煤炭企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煤炭企业也要和将自己融入地
方经济建设当中。 
   2．大力发掘与地域相关的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是在选择和培育接续产业时。
除于利用好煤炭资源优势以外，还要充分考虑、挖掘其他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生产要
素等其他比较优势。把握并发挥好这些优势使其在市场中转化为竞争优势。如河南永城在发展煤炭
工业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耕地资源，建设成了全国小麦良种培育基地，并大力发展面粉加工业。
该市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基地。 
   3．要做强接续产业的龙头企业，树立典型。要把握接续产业发展方向确立煤炭产业之后的主
导产业，培育龙头产业。煤炭城市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接续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在政策上、
资金、人力资本上给予一定扶持，重点建设几个代表性的支柱企业。。 
   4．借助外力发展自身。通过招商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充分利用本地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引
进高科技项目提升城市的竞争实力；通过引进外资企业和外商投资开拓城市发展的国际空间。多数
煤炭城市都是内陆城市，必须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绝续产业的重要途径，用外力来激活长期计划经
济给本地带来的惰性，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 
   二、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问题分析 
   接续产业能否健康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才。长期的计划经济形成的产业结构单一模式也使煤
炭企业人力资本存量明显偏低，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和非煤炭行业的专业人力资本。因此，煤炭
城市要站在战略高度培养或引进一批懂专业、熟悉技术、通晓管理的人才，着力提高煤炭城市的人
力资本存量，使发展接续产业有雄厚的人才、技术保障。 
   （一）人力资本存量四象限模型 
   为了更好的理解人力资本在煤炭城市接续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我们采用将人力资本分为：一
般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分类方法。由于专业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是
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在此只对这两种人力资本进行研究。 
   我们采用四象限模型分析，以横轴代表专业人力资本的高低，纵轴代表企业家人力资本水平
的高低。如图1所示： 



 

   
   图1 人力资本存量结构模式（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 
   第一种为“双高型”，既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存量都比较高。在这种模式中人们
具有深厚的企业家精神，人群中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高，有和潜在的企业家数量都比较丰富，人们
崇尚企业家精神，注重企业家人力资本投资，企业家能够顺势而生。同时，区域内的专业人力资本
存量也很高，科技水平高，科技创新快，比较容易接受新技术、新方法、技术扩散的速度快。 
   第二种为“双低型”，即区域内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水平都比较抵。区域内如果
形成这种人力资本结构模式，经济增长会缺乏创新的动力，新开办的企业数量少，潜在的企业家人
数少；同时，对外来的企业和技术接受程度差，很难进行技术扩散和创新。缺少这两种人力资本，
发展就进入了发展的陷阱。 
   第三种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即区域内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专业人力资本水
平较低。这种模式中，人们对企业家非常崇拜，希望通过开办企业实现梦想。高涨的企业家精神鼓
励着人们开办更多的企业，并以实现快速发展为理想。但是，相对低下的专业人力资本存量，使得
技术创新和引进技术的扩散受阻。 
   第四种为“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专业人力资本存量高而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比较低。这
种模式不利于形成企业家精神，人们有更愿意投资专业人力资本而不愿意通过创办企业去实现个人
发展的意愿。造成区域内的专业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速度快，人们愿意接受新
技术和新方法，区域内产业结构随技术水平的提高向高度化转移，但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需要外
来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维持持续的发展。 
   （二）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动态特征 
   煤炭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结构是动态变化的，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煤炭城市不可能产生高
能的企业家队伍，但是在煤炭产业的发展期和稳定期，煤炭城市的专业人力资本存量是相当高的，
属于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随着煤炭资源的减少，原来的专业人力资本存量无法适应产业接续的需
要，或者流失，或者闲置，再加上引进人才的困难，煤炭城市很可能由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变成双
低型。这样很容易进入发展的陷阱。 
   三、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的人力资本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煤炭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模式大致介于“双低型”和“专业人力资本富裕
型”之间。为实现煤炭城市转型成功，根据发展接续产业，走出发展陷阱的需要，特提出如下对策
建议：  
   1．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 
   由于煤炭城市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城市很容易进入发展的陷
阱，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依靠自身力量已经不能实现。因此，要发挥国际和地方政府财政的功
能，实行财政的转移支付，通过加大对煤炭城市的投资，加快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以增强
煤炭城市的内生增长能力。 
   2．大力培养和引进企业家人力资本 
   对于煤炭城市，拥有比较好的科技基础，如果加上企业家人力资本就可以将这些好的基础转
化为经济的增长。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加大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存
量；在没有办法很快增加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的情况下，可以引进企业家人力资本。例如通过引进
外资，引进的不单是物质资本的引进，更多的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外资企业所带来的企业家精神的
传播以及管理方法、协调资源的能力等等都是可以成为煤炭城市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一种途径。另
外，也要注意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企业家人力资本。 
   3．引导专业人力资本向企业家人力资本转化 
   大多数煤炭城市虽然企业家人力资本缺乏，但是专业人力资本相对密集。因此可以抓住这个
优势，同时提高部分具有专业人力资本群体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存量。在煤炭城市内造就一批既具有
专业人力资本又具有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群体，让他们从事创办企业活动，从而实现煤炭城市的产业

 



接续。 
   4．鼓励科技企业的创立 
   煤炭城市具有相对较高的专业人力资本，拥有众多的科技人员，鼓励他们实现工作转型，投
身地方经济建设是个可能的方法。关键就是要有个鼓励科技型企业创业的政策，如提供金融支持，
场地帮助，以及税收、工商方面的便利等。科技型企业的设立，不仅可以增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存
量，而且其对科技创新的更高要求也会促进专业人力资本的更快发展。 
   5．外聘专业人力资本提高教育、科技水平 
   由于煤炭城市的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对教育科技的投入的减少和专业人力资
本结构的单一。因此，需要从外地输入专业型人力资本以丰富煤炭城市内的专业人力资本类型。要
通过教育、科技文化等手段，通过引进专业人力资本，培育当地的专业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是提高
煤炭城市的教育水平，大力发展以服务业和科技产业为主的职业教育。 
   6．煤炭城市的接续发展要有个长期而系统的规划 
   由于政府和煤炭企业为了自身的需要，往往会着眼于眼前利益，而煤炭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实
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是有个长期的规划。不能以短期的增长为目标，而要着力于经济的综合效益，大
力培养煤炭城市自身的两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当两种人力资本的达到一定的存量后，煤炭城市的发
展才有可能真正步入持续、良性发展的轨道。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10552187。作者李秀春系黑龙江科
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高超杰系黑龙江科技学院2004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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