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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是中部地区的欠发达省份 , 安徽崛起首先要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经济欠发达 , 安徽人才

外流 、 人才浪费比较严重 , 为此 , 需要多种措施吸引 、 保留 、 培养人才 , 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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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hui P rovince is a developing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Its rising firstly requires the of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Yet , talents stream out or are seriously w asted fo r the undeveloped economic condition.Thus ,

it is necessary to abso rb , keep , educate talents by taking all kinds of measurements and devo te majo r effo rts to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

　　一 、安徽崛起呼唤人力资源大开发

1.中部塌陷和安徽经济增长的相对迟滞

由安徽 、江西 、 河南 、山西 、 湖北和湖南六

省组成的中部地区 , 在 “东部大开放 , 西部大开

发”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的背景下 , 近年呈

现某种 “塌陷” 态势 。其表现一是东部与中部差

距急剧扩大 , 两者的 GDP 差额比 , 中国 GDP 的

59%分布在东部地区 , 而这一地区的人口约占全

国的 40%。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占有 GDP 总

量的 27%和 14%, 远低于其 36%和 23%的人口

比例[ 1] ;二是国家对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支持

政策的实施 , 因而使西部的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

于中部 , 中部已成为投资增长的 “锅底”
[ 2]
。河

北党校马副祥等人在 《谨防中部塌陷———西部大

开发 , 中部怎么办?》 中提出 , 近十余年内 , 我

国中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 两

者GDP 差额比已增加了 6倍 。而西部大开发将

使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 。西部城镇居

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东部的

73%和 48%, 而中部地区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

东部的 66%和 62%, 可支配性收入甚至低于西

部。“政策洼地” 效应已成为制约中部加快发展

的重要因素。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与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 2003 年 9月在合肥

召开了 “十六大后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讨

会” , 与会专家在对东 、 中 、 西三大地带经济发

展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 , 在市场机制的作

用下 , 生产要素大量地向东部地区流动 , 产业由

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 “梯度转移” 并没有实

现 , 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在持续地扩大 。自上世

纪 80年代初沿海发展战略和 90年代末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实施 , 中部地区已成为全国的 “经济凹

地” , 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很大 , 农村人口过多 ,

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 , 而制造业又没

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 “梯度效应” , 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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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凹地” 有可能会加深[ 3] 。所以目前还没有

可能缓解对中部困境的担忧。2005 年 2 月 23

日 , 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与政策研讨会在合肥召

开 ,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部六省发展研

究中心的 20多位专家学者相聚合肥 , 认为中部

崛起至今没有实质性动作 , 中部塌陷问题依然继

续恶化。

安徽具有临江通海 、 承东启西的区位条件和

丰富的物产 、市场 、 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 , 可持

续发展优势初现 , 工业化程度系数为 0.712 ,

在全国居第 21位 , 高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西

部为 0.695), 但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 (东部为

0.939), 且略低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
[ 4]
。位于

华东地区的安徽 , 经济发展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

绩 , 然而进入 80年代后 , 曾落后于安徽的福建

把安徽远远甩在后面 , 进入新世纪后 , 落后于安

徽的江西 , 其 GDP 增长率已连续四年大大超过

安徽 , “与安徽省情极为相似的江西 , 大有赶上

甚至超过安徽之势……” 。2001-2004年 , 安徽

的GDP 增长率都在中部六省的后三名 , 即使是

在被认为是 1998 年来最好的 2004年也是如此。

“我们翘首向东 , 沿海地区日益发达;环顾周边 ,

中部各省加速崛起;瞩目西望 , 西部开发普遍提

速。形势逼人” 。安徽怎么办 ?

　表 1　2001-2004 年中部六省 GDP 增长速度比较

2001 位次 2002 位次 2003 位次 2004 位次

安徽 8.3 6 8.9 6 9.2 6 12.5 4

河南 9.1 1 9.5 3 10.5 3 13.7 2

山西 8.4 5 11.7 1 13.2 1 14.1 1

江西 8.8 4 10.5 2 13 2 13.2 3

湖北 9.1 2 9.1 4 9.3 5 11.5 6

湖南 9 3 9 5 9.6 4 12.0 5

资料来源:2001年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 2002-2004年数

据来自各省统计公报

2.人力资源开发对安徽崛起具有特殊重要

的作用

某种意义上来说 , 安徽的崛起是安徽人的崛

起。人是安徽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些症结主

要包括一系列的怪圈:如人才培养得越多则流失

得越多 , 思想解放讲得越多则越不能解放 , 对安

徽形势认清的人越多 , 干事情的人却越少。

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制约安徽经济增长 。安

徽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当然很多 , 但人才的缺乏

是根本。安徽每年培养的大学以上的毕业生 , 愿

意留下的少 , 实际留下的也不多 , 尤其是优秀的

人才大量外流 。除去合肥工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

学外 , 安徽每年培养的研究生人才并不多 , 且大

部分都外流到北京 、 上海等发达地区。有人认为

原因主要是现在安徽有商业气息的企业不多 , 能

够提供公平竞争的企业也不多 , 还有是一个用人

环境上的问题 。安徽地处近海浅内陆地区 , 毗邻

中国最有发展前景的 “长江三角洲经济圈” , 不

仅没有因此获得经济发展 “近水楼台” 的便利 ,

反而为人才的流出创造了条件 。严重的人才外流

使安徽的人才处于一个断层的困境 , 将长久制约

安徽经济的发展。

重仕轻商的传统导致企业家等经济人才奇

缺。安徽是一个政治家 、 军事家迭出的省份 , 春

秋的管仲 , 秦末的三国的范增 、曹操和周瑜 , 明

朝的朱元璋 , 晚清重臣李鸿章 , 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的陈独秀……。安徽人历来有 “上学 ———求仕

———光宗耀祖” 的传统 , 导致优秀人才都以从政

为人生目标 , 因而政府机构臃肿 , 企业家人才缺

少 , 经济运行成本提高。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作

为经济发展基石的企业 , 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

展壮大。对当官的执着必然让人全力以赴把官当

稳 、当大 , 思维的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
[ 5]
,

“越讲思想解放 , 思想越不解放” 。看到问题的人

多 , 解决问题的人少;抱怨的人多 , 默默为之奋

斗的人少 。2003 年 11月 15 日上午 , 吴邦国委

员长到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时说:“现代

企业要发展 , 人才至关重要”[ 6] , 这话对安徽具

有特别重要的警示意义 。安徽要 “奋力崛起” ,

必须重新找回 “改革为先” 的劲头 。

率先崛起需要大量人才的支撑 。2003 年 ,

“安徽崛起之路” 理论研讨会掀起了一场区域经

济如何协调发展的讨论。在这次研讨会上 , 安徽

省省长王金山提出 “安徽可以在中部崛起进程中

率先突破” , 这是安徽首次以如此自信的口气喊

出的发展之声。2004年 12月 , 郭金龙调任中共

安徽省委书记后不久 , 就号召全省 “抢抓机遇 ,

乘势而上 , 奋力崛起” 。不到两个月 , “奋力崛

起” 已经成为安徽上下的共识 , 全省人民的积极

性被调动起来 , “江淮大地是一片崛起声!”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和上升阶段 ,

安徽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1)在中部崛起 、 加强宏观调控的大背景

下 , 国家将重点支持中部地区加强现代农业建

设 , 加大对中部粮食主产区投入 , 加强能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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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基础设施建设 , 所有这些 , 无论是即期的还

是长远的 , 安徽都符合国家政策支持的要求 , 在

国家重点支持的范围内 , 只要抓好用足政策机

遇 , 就能够成为国家政策倾斜中的最大受益者 ,

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

最大受益者;

(2)安徽正在全面实施 “ 861” 行动计划 ,

这个计划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 涵盖了经济 、社

会 、 人口 、资源 、环境等各个方面 , 核心任务是

通过重要产业基地和重大基础工程建设 , 发挥安

徽省的资源优势 , 强化发展基础 , 进一步锻造安

徽工业化脊梁 , 全面提高安徽经济综合竞争力。

“861计划” 如能实现 , “将对安徽今后的腾飞起

到难以估量的推进作用” ;

(3) “长三角的纵深腹地” 的正确定位:安

徽要奋力崛起 , 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全国

发展格局中的定位。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

的地区之一。作为其纵深腹地的安徽 , 将对长三

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支撑 , 有着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 , 包括能源 、 原材料 、 科教 、 人

力 、 农业及已经具备优势的加工业等。合肥-南

京 、 合肥-武汉 、铜陵-九江三条干线计划争取

2010年前与原来的 “断头路” 全部接通。这是

很了不起的 , 是长三角的一个新通道。所以 , 安

徽应该 “承东启西 、 连南接北 、与长三角无缝对

接” ;

(4)安徽崛起也必须联动中部各省 , 才能

“借势 、借力” , 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2003年 6 月安徽省委省政府在 《安徽省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 战略步骤及起步阶

段的重点建设任务》 一文中 , 特别强调了科教兴

皖战略:促进科教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大力发展

教育事业 ,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 , 努力建

设学习型社会;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建立

科技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用高新

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这些举措说

明安徽将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建设上倾注更多的关

注。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人才的支持 , 人力资本

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 所以 , 安

徽的率先崛起需要人力资源开发的快速跟进 。

二 、安徽崛起的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2004年末 , 安徽省共有普通高校 82 所 , 当

年招生 17.9万人 , 在校生 50.1万人 , 毕业生

8.8 万人。研究生培养单位 19 个 , 当年招生

7290人 , 在读研究生 17 474 人 , 毕业生 3273

人。科技事业取得新进展 。年末全省共有各类专

业技术人员 111.3 万人 , 比上年末增长 3.

3%。科技机构 757 个 , 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办

机构 271个。从事科技活动人员 8.8 万人 , 其

中科学家和工程师 6万人 。当年全省用于科技活

动的经费支出为 104.3 亿元 , 比上年增长

25%。其中 , 用于研究与发展经费 40.2亿元 ,

增长 24%,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0.84%。共取得

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 493项[ 7] 。这些成就来

之不易 , 但与安徽省的经济发展要求还有不小的

差距 。由于人力资源对经济的关键作用 , 所以人

力资源开发需要适度超前 , 尤其是创新型的高级

人才需要有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增长比例 , 但安

徽省的人力资源增长比例却大大低于这一合理标

准。所以 , 大力开发人力资源迫在眉睫 。

1.切实优先发展科技与教育 , 全面提高人

口素质

安徽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良好的科技教育

基础 , 要牢固树立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

质发展经济的观念 , 克服发展经济的短期行为 ,

把科技教育切实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 大力开发

人力资源 , 全面提高科教水平
[ 8]
。安徽必须利

用现代科技生命周期加速演替 、技术资源趋多的

有利条件 , 从改善科技的供给结构 、 需求结构 ,

有效配置全省内外科技资源入手 , 实现技术上的

高起点追赶和局部跨越 , 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

展。为此 , 除了加速科研机构的市场化转轨之

外 , 重点可从改善科技的供给和需求结构入手 ,

建立科技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相互促进的科技

进步激励机制[ 9] 。同时 , 大力促进科研机构向

企业化转制 , 把科研机构推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促使民营科技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 进一步办好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充分发挥高新区的示范效

应。

人力资源具有两重性 , 既是生产的动力 (表

现为生产资源), 又可能是生产的阻力 (表现为

消费主体)。所以人力资源对经济的推动力可以

用一个公式表示:F =X—Y (X表示动力;Y表

示阻力)。如果安徽的教育发展没有一个更大的

发展 , 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将是经济发展的包袱

而不是人力资源 , 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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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素质之间就会出现结构性矛盾 , 就将无法

为每年新增的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创造出足够的就

业机会 , 就将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竞争

优势的丧失 , 还会威胁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为此 , 积极推进教育改革 , 不断探索实施素质教

育的新机制 、 新办法。进一步加强教育与科技 、

经济的紧密结合 , 促使教育 、 科技在开发安徽发

展潜能中发挥更大作用[ 10] 。特别是通过职业技

术教育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为合格的技术工

人 , 为工业化 、 信息化输送高素质劳动力。全面

加强素质教育 , 造就一大批现代化建设急需的高

素质劳动者 、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 。

2.全力构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优良环境

加快安徽的发展 , 不仅需要大量的创新创业

人才 , 而且需要千千万万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

才 , 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作为增强安徽发

展能力的战略措施。不拘一格引进智力 、引进人

才 , 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努力形成人才脱颖而

出 、 人尽其才的氛围 , 营造吸引人才 、 留住人才

的良好环境[ 11] 。要仿照兄弟省的做法 , “不求所

在 , 但求所用” , 实行 “柔性流动” 的人才政策。

特别是要结合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 , 有针对性地

加大对海外 、省外拔尖人才 , 包括高水平人才团

队的引进力度。

在留住人才方面 , 要按照 “用事业留人 , 用

感情留入 , 用待遇留人” 的要求 , 制定有效的激

励政策 , 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作用 , 形

成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 鼓励创新 、宽容适度的

社会氛围 。

在培育人才方面 , 要继续实施安徽省主要学

科学术带头人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计划 , 加大尖子

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力度 , 为优秀人才创造良好的

工作条件 。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

来 , 积极支持 、 鼓励优秀人才搞实业 , 建立企业

管理人才和技术的政策支撑体系 , 培养 、造就为

安徽经济发展创业献身的人才队伍
[ 12]
。建立优

秀创新型人才的选拔使用的新机制 。确立优秀创

新人才的科学评价标准 , 采用多种形式 、多种激

励措施保证优秀人才和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 , 为

优秀创新型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发挥其创

新才干的机会[ 13] 。

3.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企业家队伍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经营者要公开

选拔 、 招聘 、 竞争上岗 , 使那些确有真才实学 、

年富力强 、能把企业引向兴旺发达的优秀人才脱

颖而出。创造企业家能施展才华的宽松空间 , 而

不是干预 、限制个性发展 , 不求全责备 。建立有

效的激励监督机制。企业经营者收入与企业发展

能力 、效益挂钩 , 推行年薪制 、期权制;依法加

强对企业的监督 、审计 、 稽查 。加强社会对企业

家的价值观评价与导向 , 鼓励企业家敢闯 、 敢

冒。要结合大企业 , 大集团战略 , 培养一批优秀

企业家。尤其是培养一批民营企业家和金融投资

家。坚持 “公平 、 平等 、 竞争 、 择优” 的原则 ,

大胆引进并启用具有组织领导能力 、丰富的市场

经济知识和必要的科技知识 , 善经营 、 会管理 、

廉洁公正 、富有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的优秀复合

人才;培养和造就企业家阶层 , 依靠企业家群体

的敏锐洞察力 、丰富经验和高效的管理才能 , 发

展新的生产力 , 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不断加快

知识更新步伐 , 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 , 提升

和启动人力资源存量 ,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科技和

管理人才 。

三 、结语

安徽崛起需发挥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 实现

优势群聚效应 。目前 , 安徽已进入新一轮经济运

行的增长期。正如王金山省长所言:“现在 , 加

速发展的大势已成 , 我们已经开始过上了抬头的

日子”。2003 年 , GDP 增长率达到 9.2%, 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5%;2004年更

是达到了 12.5% (全国为 9.5%), 居中部第

4位 ,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25.1%,

居中部第二。据安徽 “十五” 国民经济和社会信

息化发展规划 , 到 2007 年年均 GDP 增长 9.

5%, 到 2020年 , 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两

番半 , 2003—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

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2007年超过 1000美

元 (这个目标将提前实现), 2020 年 GDP 达到

17500亿元 , 人均 3000美元以上。这些目标在中

部省份中并不算高。按照目前中部发展的态势 ,

安徽的GDP 年均增长必须在13%以上 , 才有可能

率先崛起。预计 2005年安徽人均 GDP 将超过

1000美元。发展经济学认为 , 人均 GDP 超过

1000美元后 , 经济将迈入快速发展期。所以 , 我

们可以相信 , 未来若干年 , 安徽经济将平稳 、 健

康 、快速地发展。安徽崛起的梦想终将变成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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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学者卢乃桂来我校讲学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讲座教授 、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卢乃桂莅临我校 , 于 2005 年 4 月 13 日为安

徽省第六期高(完)中校长提高班和第二十六期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的学员 、教科院师生作了题为《当代教育改革

中的知识与价值》的报告。

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 ,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改革理念 、价值 、策略和方法迅速地向外延伸 ,亚洲各国都

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其影响 , 这是因为各国要想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中生存和运作 , 必须积极地改革教育 ,让本国

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致于落后于对手 , 鉴于此 , 我们的教育事业便在改革的浪潮中改变了自身的理性取

向 、目标乃至实践的策略。当代教育改革必须建基于本土教育实践经验累积的反思 、本土教育研究成果累积及理

论建设 、外国相关教育实践经验累积反思以及外国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及理论建设 , 而教育改革的性质和目的是快

速 、全面 、提升竞争力和创建世界一流 , 进而让最大多数人享受 、惠于最大多数的人 、最大多数的人发展潜能 、培养

最大多数人追求美好生活 、培养最大多数的人成为人才。在华人世界的教育改革中 , 首先关注的应该是中西教育

中知识与价值的异同及其可能的互动。中西教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组织文化的形态 、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倾向 、对

权力和所有权的认识等方面 , 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 但是“土”与“洋”的知识和价值不应被视为是互相排斥的。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 教育理念和实践的汇聚 ,似乎已是一种既成的事实 , 妥善处理“土”与“洋”的关系乃是当代华

人社会教育改革的最大挑战。华人社会的教育改革应该以国际高增值机构人才特征为旨归 , 借鉴国际社会教育

理论和实践改革的先进经验 , 立足于华人社会的教育价值取向 , 培养能动手勤思考的国际一流人才。

报告会之前我校副校长王世华教授致欢迎词 ,并向卢乃桂先生颁发了安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证书。

(教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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