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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0/2021_2022__E4_B8_AD_

E4_B8_93_E5_88_9D_E7_c108_230074.htm “打破狭隘的人才

开发地理局限，全面加强中山人才创业发展活力城市的建设

。”这一精彩论点，出自日前公布的研究课题《中山市人才

发展竞争力研究报告》。笔者了解到，该课题为去年中山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以下简称“社科联”）立项的17个课题之

一，由中山市委副书记李启红牵头开展，为中山制定“十一

五”人才发展规划和即将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

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的意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

据，得到了省委组织部、省社科联的奖励和高度评价，目前

已被推荐上报中央组织部。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现状： 人才竞争力在50个城市中排第22位 

课题调研发现，目前中山人才竞争力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中

排名第22位，落后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名（第17位）。与

珠三角主要城市，以及全国50个城市的对比分析显示，中山

与产业结构、教育环境高度相关的知识水平指数、技术水平

指数、能力水平指数，以及与法制建设、制度约束高度相关

的交往操守指数相对偏低。从全市从业人员受教育情况看，

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95.9%的非公有制组织与农村乡土人才，

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只有8.52%和3.57%，接受普通教育

平均年限只有8.18年和6.67年。文化教育、产业结构和法制建

设已经成为中山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的制约因素，影响中山非

公有制企业产出能力与农村城市化进程。 综合比较珠三角的

人才环境，中山各项指标多数处于中等稍偏下的水平，对人



才的吸引力不强。同时，受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巨大的

人才缺口影响，中山下一阶段的人才竞争形势较为严峻，“

十一五”期间中专以上学历、初级以上职称人员缺口每年将

高达10万。 研究课题认为，随着新一轮发展战略的确定，经

济对人才要素增量变化的敏感性逐步提升，人才对发展的作

用日益显现，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迫切需要大量人才资源。 对

策： 培训百万人才缓解供需矛盾 如何增强中山市人才发展竞

争力？课题从中山《“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规划》和

《人口控制与发展研究》两大课题的战略思考，以及人才资

本优先积累的战略举措出发，提出强化人才是稀缺资源的意

识，建议打破狭隘的人才开发地理局限，在珠三角城镇群乃

至全国人才开发的竞争与合作中寻求突破口，并分别从人才

观念、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和人才保障等六个方

面制定了“十一五”期内的相应对策与措施。 在人才培养方

面，提出实施百万人才培训工程，全社会培训100万人次各类

人才，重点缓解中山高素质产业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创建

“学校 基地”的人才培养新模式，争取以全市19个国家级产

业基地为试点，引进一批海内外高等院校、高职学校、培训

机构在中山建立人才培训与实践基地，把中山技校建成万人

规模的技师学院，在四大组团中心镇建立一批高职教育基地

。 在人才引进方面则实施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的“双百工程

”，提出以创业孵化人才、现代城市管理人才、技术创新人

才为重点，引进高素质的100名产业技术带头人和100名管理

运营领头人。同时走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发展道路。 课题指

出，增强中山市人才发展竞争力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加强中山

人才创业发展活力城市的建设，实现从形态建设向功能开发



的转变，从政策推动向制度创新的转变，从“点”的开发向

“大珠三角”城镇群开发的转变，建立健全“党管人才=党管

干部 社会人力资源开发 人才资本运营”的人才工作新模式，

重视非公有制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从而全面提升中山人才教

育培养、人才技能应用、人才成果转化和人才创新创业的综

合竞争力。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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