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西部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文/郦文凯 曲殿彬 尹忠红 

   吉林省西部地区人力资源配置现状总的看还不够合理，其失衡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
果，既有人口因素的历史积累，生态环境的制约，也有现实物质资源供给数量的相对匮乏，经济运
行机制的局限等，影响和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其现状分析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思想观念的陈旧造成主观认识的偏差。吉林省西部地区的白城市位于我国的东北地区，是
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市。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对于人力资源配置出现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无论从
制度上还是从思想观念上都未打破计划经济模式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局限性，人力资源配置的许
多方面和诸多环节背离了优化配置原则。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吉林省西部地区位于中国的东北地
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以及思想都封存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上，很难在短期内转
变成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模式。 
   2、总量上配置失衡，劳动力总供给过大。就吉林省西部地区来讲也存在着劳动力年龄人口总
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接近一半的速度发展，与
全省平均水平相比自然增长率超过了省级水平。同时，吉林省西部地区在劳动力人口文化水平上与
全国东、中部地区相比，小学文化水平高于东、中部地区。但是，具有中等技术文化水平的劳动力
则低于东、中部地区水平。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 低素质劳动力相对过剩, 高素质劳动力短缺, 这
是形成吉林省西部地区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说明总体上劳动力供大于求, 
失业率呈不断上升趋势。 
   3、结构不合理，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现象。以一二三产业为例，目前吉林省西部地区一二三
产业的产值由多到少的顺序是一三二，它们之间相差无几，分别是35.2%、33.3%、31.5%，只有微
弱的区别。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偏差很大，劳动力就业结构是一产业
55.7%、二产业32.4%、三产业11.9%。大量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农业。可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创
造的产值却远远不如二三产业劳动力创造的总产值大。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还表现在区域分布不合
理上，从该地区专业技术人员人口总数和比重上看，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不到1/10。大量专业
技术人才外流，这主要原因是经济条件、体制、观念等因素的制约。通过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
区域分布、职业结构的分析，可以直观的看出吉林省西部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有扭曲现象。 
   4、经济水平的制约，形成劳动力人口供求矛盾。认真分析一下吉林省西部地区的各种人口问
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过低有关。该地区总人口200.82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34.5万人，乡村人口66.32万人。现有在册耕地827万亩，占全省在册耕地面积的13.4%。仅有耕
地、草原、宜林地、水面、芦苇、光热资源等资源。其他比如矿山、森林等资源寥寥无几。物质资
源供给数量的相对匮乏，达不到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平衡。通过发展区域经济来吸纳剩
余劳动力资源是目前劳动力资源总量供给刚性的条件下，面对现实的一种被迫选择。从长期角度
看，经济发展是调节人力资源数量供求平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吉林省西部地区人口供过于求
的最终解决不能仅依赖人口总量的缩减，而主要应依赖经济发展，只有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才
能缓解供给刚性。 
   5、教育投入的不足，导致人力资源个体素质的偏低。国际经验表明，要使一国人力资本状况
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投资一般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上，教育投资增长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
长。虽然近些年来中国教育档次从总量上来看呈现上升趋势，但中国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重却呈下降趋势，比如1991年仅为2.63%，从1995年以来基本上都在2%以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吉林省在近几年来，虽然在教育投资经费上已经增加了一定的力度，但是从它和全国其他省份相比
还远远不够。在有限的教育投资中还存在投资结果不合理现象。具体表现在：在学历教育，高等教
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比例结构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求不相适应。高、中等教育比
例偏小；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严重不平衡。人力资本投资较多倾向于学历教育，而对专业化人
力资本的技术和技能教育投资较少。因此，造成地区经济适用型人才个体素质偏低。 
   6 、 配置机制的缺陷，引发配置效率的低下。在传统体制下，人力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行
政方式来进行的。在行政配置下，劳动者对于就业部门及其职业没有选择权利，其职业、工资均为
制度安排。但这种行政分配的劳动力一般具有正式职业身份，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辞退，加重冗员和
低效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劳动力分配和管理方式有所松动和改变。从配置
市场来看，目前该地区在各中小城市都相应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但由于存在地域性、部门性的各
种限制,各人力资源市场各自为政,地域分割、条块分割严重。不同的区域市场之间信息互不沟通,

 



人力资源在各市场之间的流通渠道不畅，人力资源市场发育较迟缓,手段也较落后。许多吉林省西
部高校毕业的学生纷纷到东南沿海寻找就业岗位,造成吉林省西部地区人才的大量流失。同时,条块
分割的人力资源市场也使得供求信息无法沟通和充分表达,加大了人力资源的流动成本,不利于人力
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由于缺乏科学的计划和必要的市场，这种落后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仍是造
成吉林省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目前配置效率不高，效益不好的根本原因。因此，确定人力资源优化配
置新机制，改善吉林省西部人才配置现状势在必行(作者单位：白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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