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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1 . 1 行业分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生产行业占比较高，

在专业技术行业占比与汉族持平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生产行业就业比例较高，但在技术行

业比例与汉族占比基本持平。具体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生
产运输行业占比高达48.74%，比汉族的30.74% 高出18个百分
点。同时少数民族在餐饮、家政等服务行业占比为17.3%。少数
民族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人数接近七成。

1.2就业身份和就业单位性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身份
中雇员形式的占比较高，且多集中在

私营和独资企业在就业身份层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以雇
员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比例高达81.12%，比汉族67.05%多
出14个百分点。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雇主身份比例仅为4.62%，
低于汉族的7.57%。自营劳动者中汉族占比为23.68%，高出少数
民族12.72%约11个百分点。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主要以雇佣形式存在于劳动力市场。

1.3学历教育：少数民族相对教育程度较低
少数民族人力资源的文化程度状况为：在人口受教育程度

上，仍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为主，高中、大专及以上的高层次
人群所占比重太小，文盲人口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文化
水平总体较低。文化素质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劳动力的素质低
下已经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4年龄结构：少数民族就业人口中年龄整体偏大
人口年龄结构也会影响人力资源的供给。由于人力资源开发

中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源总数量呈正向关系，因此，人力资源中
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将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而非劳动能力的人
口数目增多，将会增加人力资源的开发难度。青少年的人口比重
在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中青年、老年人的人口比重在呈上升态
势，虽然都在增长，但是中青年的增长比重不及老年人口的增长
速度，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迅速，少数民族地区呈
现出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2  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建议
2.1人力资源开发构建的目标
2.1.1人力资源数量目标。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力资源开发数

量上显示出农村劳动力数量多以及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状。农村
人口数量压力巨大，少数民族地区地少人多，耕地面积的不断减
少，加剧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地矛盾冲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必须在国家的生育政策范围内，改变农
村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数量的增长率，使农
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上升，逐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2.1.2 人力资源质量目标。人力资源质量包括了科技素质、
文化素质、身体素质等。在人力资质量方面，少数民族地区人力
资源素质相对低下，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形成恶性循
环。因此，文化方面，需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教育，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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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以及教育教学质量。科技方面，
在农村，推广农业技术，增加农民接受培训的机会，提高农
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城市里，提高企业员工的在职培训工
作，增强员工的劳动生产力，促进企业发展。身体方面，要
增强医疗卫生条件与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硬件与软件，努力提
高少数民族地区城乡人民，尤其是农村地区人民的身体素质，
培养提高身体素质的观念。

2.1.3人力资源结构目标。人力资源的结构年目标包括了产
业分布结构、年龄结构等。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力资源的结构层面
上呈现出了不合理的状态。产业结构的失衡直接导致了人力资源
的产业分布错位，产业分布结构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因此需要减
少农村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例，同时引导提高劳动力在
二三产业中的就业比例。在年龄结构层面，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出
现的老龄化问题需要特别注意，适当调配资源向老龄化设施进行
转移。

2.2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构建的原则
2.2.1整体性原则。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必须适应全

州的经济发展与人力发展的需要，必须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
源开发纳入全州战略发展规划及战略目标来进行考虑，统筹协调
好城乡人力资源开发。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过程
中并非是独立的，要坚持整体性原则。

2.2.2前瞻性原则。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要
坚持前瞻性原则。对于全州人力资源开发，不要鼠目寸光、只顾
眼前利益，要了解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对劳动力素质提出的新要
求，努力提高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进行匹配，并根据社会产业
结构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的产业分布结构，做到有针
对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2.2.3实用性原则。日本在企业在职培训中就十分重视实用
性培训，在课程设置以及实际操作中注重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匹
配，确保培训出的劳动力是这个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少数民族地
区在教育培训中，尤其是职业教育、在职培训，尤其要注重理论
与实际的结合，做到学有所用，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化培训内
容，提供各种实践操作机会。

2.2.4兼顾性原则。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力资源开发中要坚持
兼顾性原则，指的是人力资源开发要统筹城乡发展与区域协调发
展。目前正是城市化发展的快速时期，切不可重城市而轻农村，
有大量的农民还聚集在农村地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摆在面前
的重要使命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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