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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世界各国的竞争 ，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知识经济时代 ，人才在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谁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 ，谁就能在世界经济

发展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采取有力措施提高人才队伍素质 ，为经济

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是各国政府和地区在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本书

详细分析了河北省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 ，针对河北省人才队伍建设存在

的问题 ，提出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论和对策措施 ，对于促进河北省人

才发展 、提高河北省人才竞争力 、促进河北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着重就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

京津冀都市圈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规划研究 ，深入分析

京津冀都市圈人力资源整体效能 ，指出河北省规划区与北京 、天津在人力

资源方面存在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并提出大幅度提高河北省规划区人力

资源的整体素质和使用效能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和建议 。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开发 ，而且对于促

进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

的战略意义 。

河北省战略支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在全面分析河北省战略支

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现状的基础上 ，对人才总量严重不足 ，创新型人才不

足 ，高技能人才短缺 ，尤其是高层次现代化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缺

乏 ，产业人才流失现象 ，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脱节等突出问题进行深度剖

析 。从战略支撑产业的发展出发 ，提出战略支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思

路和目标以及对策和建议 ，对于促进河北省战略支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

提高产业人才竞争力 、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河北省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对河北省民营企业 、

中小企业人才状况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提

出加强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和措施 ，对于促进河北省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市场竞

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在深

入分析河北省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现状的基础上 ，针对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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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存在人才数量不足 、素质不高的问题 ，提出民营企

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以及具体措施和政策建议 ，对于

促进河北省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河北省民营企业市场

竞争力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

河北省交通运输系统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在深入分析河北省交通运

输系统人才结构及人才培养的基础上 ，指出河北省交通运输系统人才培

养存在的问题 ，提出创新性的党政人才培养模式 、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专

业技术人才培养模式 、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为河北

省交通运输系统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 ，对于促进河北省交通运

输系统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河北省交通运输系统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具有

重要意义 。

本书是一部人才队伍建设研究的高水平力作 ，是研究者多年研究成

果的结晶 。研究成果不仅在人才建设理论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创新

价值 ，而且在促进京津冀人力资源开发一体化建设 ，提高河北省人才竞争

力方面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于相关地区人才队伍建设 ，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

河北省社科院人才研究所所长 　李建国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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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京津冀都市圈河北省规划区

　 　 　 　 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规划研究

　 　京津冀都市圈包括北京市 、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 、承德市 、秦皇

岛市 、唐山市 、廊坊市 、保定市 、沧州市和石家庄市 。京津冀都市圈作为中国

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是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枢纽与门

户 ，在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京津冀都市圈

是我国北方发展程度最高的经济核心区 ，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京津

冀都市圈的区域经济地位和作用将更加重要 。

建立京津冀都市圈 ，实现京津冀都市圈经济一体化 ，既是京津冀都市圈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是中国三大都市圈中北方最具知识经济特色的发展

需要 ，也是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下区域经

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 。作为京津冀都市圈之一的河北省规划区 ，在京津冀

都市圈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是指人口中能够从事经济活动 ，具有一定劳

动能力的人的总和 。 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要有资源的支撑 。

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自然资源 ；另一个是人力资源 。

自然资源要靠人的劳动才能为人们所利用 ，离开人的劳动 ，自然资源将变得

毫无意义 。自然资源的多少对国家的发展固然十分重要 ，但人力资源状况

对于国家的发展则更为重要 。 经济社会的发展 ，更主要的是要依靠这个国

家的人力资源 ，依靠人力资源将自然资源变成社会财富 。世界各国的竞争 ，

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 ，是人才的竞争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人

力资源的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 。只要拥有优秀的人力资源 ，即使自然资源

十分缺乏 ，也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 ，决定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不是自然资源 ，而是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 。

人力资源开发 ，就是通过教育 、培训 、使用 、激励等一系列活动 ，提高人

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过程 。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诸要素中 ，最

关键 、最有影响力 ，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国家最重要的资

源 ，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源的能力 ，不仅能够减少人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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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的依赖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浪费 ，创造出更多的资源和财

富 ，还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历

来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

江泽民同志指出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需要物质资源作基础 ，更需要

人的知识和能力作支撑 。当今世界 ，人才和人的能力建设 ，在综合国力竞争

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开发人力资源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已成

为关系当今各国发展的重大问题 。” ①

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支撑 。人力资源开发具有

主导性 ，能够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 。加快京津冀都市圈经济一体化建设 ，建

立与京津冀都市圈经济一体化要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源体系 ，是应对经济全

球化 ，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 。因此 ，在制定区域经济一体

化规划的过程中 ，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产业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 、资源一体

化 、生态环境一体化 ，实现一体化的关键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没有高素质

的人力资源 ，就不可能实现产业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 、资源一体化和生态环

境一体化 ，最终影响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京津冀都市

圈的建设和发展 ，对人力资源的结构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力资源开

发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因此 ，加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

实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目标 ，就必须从京津冀都市圈经

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 ，结合河北省规划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一套

具有科学性 、前瞻性 、系统性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规划 ，搞好京津冀都市圈

区域人力资源开发建设 ，满足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

求 ，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撑 。

河北省位于京津冀都市圈外围 ，历史上三省市是一个整体 。在京津冀

都市圈中 ，河北省总人口是北京和天津两市的 ２倍多 ，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

数量优势 。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总量 、结构与布局 ，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

源开发状况及发展趋势 ，将对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发展具有

巨大的影响 。分析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总量 、结构与布局 ，研究人力资源

优势与实力 ，找出人力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分析人力资源整体效能

和河北省规划区与北京 、天津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根据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 ，进行河北省规划

区人力资源需求预测 ，分析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和供给能力 ，制

① 江泽民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共促亚太地区发展繁荣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１‐０５‐１６ ．



第一章 　京津冀都市圈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规划研究

g3　　　　

定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的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规划 ，

制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措施 ，大幅度提高河北省

规划区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和使用效能 ，充分发挥河北省人力资源优势 ，与

北京和天津实现优势互补 ，为实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一个

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对于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实现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

的战略意义 。

第一节 　京津冀都市圈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状况

京津冀都市圈包括北京市 、天津市和河北省规划区 ，河北省规划区包括

河北省的张家口市 、承德市 、秦皇岛市 、唐山市 、廊坊市 、保定市 、沧州市和石

家庄市 。河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 ，也是人力资源大省 。与京津相比 ，河北省

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数量优势 。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总量 、结构与布局 ，

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开发状况及发展趋势 ，将对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

一体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研究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现状 ，通过对河北省

规划区人力资源总量 、结构与布局的分析 ，分析人力资源的优势与不足 ，找

出影响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 ，分析其形成原因 ，分析人力资源整体效能

和河北省规划区与北京 、天津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将

对实现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一 、人力资源总量 、结构与布局

１ ．人力资源总量

河北省作为一个环京津的人口大省 ，人口数量在三省市中居首位 。据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截止到 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 １日 ，河北省规划区

总人口为 ４７４９畅５０万人 ，１５ ～ ６４岁的人力资源总量为 ３３５０畅２３ 万人 ，占总人

口的 ７０畅５４％ 。与 １９９０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 ，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增加

了 ３７８畅０３万人 ，平均每年增长 ３７畅８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８畅６５ ‰ 。人力资

源总量增加了 ４６３畅８８万人 ，平均每年增长 ４６畅３９万人 ，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

比重增长了 ４畅５１个百分点 。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增长到 ４８４４ 万人 。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

规划区总人口增长了 ４７１畅５３ 万人 ，年均增长 ３６畅２７ 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

８畅３ ‰ 。按照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年的平均增长率计算 ，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将于

２００５年达到 ４９１５畅７２万人 ，２０１０年达到 ５０９７畅１３万人 ，２０１５年达到 ５２７８畅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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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按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力资源总量所占比重为 ７０畅５４ 计算 ，

２００５年河北省规划区人力资源总量达到 ３４６７畅５５ 万人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３５９５畅５２万人 ，２０１５年将达到 ３７２３畅４９万人 。

２ ．人力资源结构

（１）性别结构 。据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 ，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

中 ，女性人口为 ２３３０畅３９ 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４９畅０７％ ，男性为 ２４１９畅１ 万人 ，占

总人口的 ５０畅９３％ ，性别比为 １０３畅８（河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 ２００３

年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中 ，女性人口为 ２３７３畅８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４９畅０％ ，男

性为 ２４７０畅２ 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５１畅０％ ，性别比为 １０４畅１ （河北统计提要

２００３） 。

（２）年龄结构 。据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 ，截止到 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 １

日 ，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为 ４７４９畅５０万人 。其中 ０ ～ １４岁的人口为 １０５３畅２１

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２２畅１８％ 。 １５ ～ ６４岁的人力资源为 ３３５０畅２３ 万人 ，占总人

口的 ７０畅５４％ 。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 ３４６畅０６ 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７畅２９％ 。与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 ，河北省规划区 ０ ～ １４岁的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５畅８９个百分点 ，１５ ～ ６４岁的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重

增长了 ４畅５１个百分点 ，６５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１畅３９ 个百

分点 。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 ，河北省规划区 ０ ～ １４岁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０畅７１ 个百分点 ，比北京和天津分别低 ８畅５８ 和

５畅４３个百分点 。 １５ ～ ６４ 岁的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０畅３９个百分点 ，比北京和天津分别低 ７畅５和 ４畅３９个百分点 。 ６５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０畅３３ 个百分点 ，比北京和天津分别低

１畅０７和 １畅０４个百分点 ，见图 １‐１ 。

图 １‐１ 　 ２０００年五普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３）文化结构 。 ２０００ 年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为 ４７４９畅５０ 万人 。人口的

文化结构为小学 １６６９畅２５ 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３５畅１５％ ；初中 １８０２畅０２万人 ，占

总人口的 ３７畅９４％ ；高中 ５１７畅４７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１０畅９０％ ；大专及以上文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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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１４７畅６９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３畅１１％ （河北省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见

图１‐２ 。

图 １‐２ 　 ２０００年河北省规划区人口文化构成

与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 ，２０００年河北省规划区人口的文化结构

有了较大改善 。其中大学（包括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增长了 ２畅１２个百分

点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增长了 ３畅６９ 个百分点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增长了

１４畅９６个百分点 。

据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可知 ，河北省规划区每 １０万人中拥有大

学（包括大专）文化程度的为 １７５２人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为 １２３０３人 ；具有

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４０８８５人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为 ６２０８８人（河北省 １９９０

年人口普查资料） 。据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可知 ，河北省规划区每 １０万

人中具有大学（包括大专）文化程度的增长到 ３１１０ 人 ，增长了 １畅７８ 倍 ；具有

高中文化程度的为 １０８９５人 ，下降了 １１畅４个百分点 ；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３７９４１人 ，下降了 ７畅２个百分点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为 ３５１４６人 ，下降了个

４５畅４个百分点（河北省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 ，见图 １‐３ 。

图 １‐３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年河北省规划区人口文化构成变化

２０００年全国每 １０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 ３６１１人 ；具有高中文

化程度的为 １１１４６人 ；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３３９６１ 人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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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 ３５７０１人（中国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资料） 。 ２０００年河北省规划区每 １０万

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比全国少 ５０１人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８６％ ；具有

高中文化程度的比全国少 ２５１人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９８％ ；具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比全国多 ３９８０人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比全国少 ５５５人 。与全国相比 ，

河北省规划区拥有大学和高中文化的比例偏低 。

（４）人才结构 。 １９９５年河北省规划区人才总量为 １６１畅１５ 万人 ，人才密

度指数为 ５畅８６％ 。其中 ，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为 １２０畅４８ 万人 ，占（规划区）

人才总量的 ７４畅７６％ ；无学历有职称人员为 ２４畅６７ 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１５畅３１％ ；乡村科技人员为 １６ 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９畅９３％ （河北经济年鉴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年河北省规划区人才总量为 ２０６畅２４ 万人 ，人才密度指数为

７畅０３％ 。其中 ，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为 １７１畅７２ 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８３畅２６％ ；无学历有职称人员为 １６畅５７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８畅０３％ ；乡村科技

人员为 １７畅９５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８畅７０％ （河北经济年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３年河

北省规划区人才总量增长到 ２２２畅８５万人 ，增长了 ６１畅７万人 。人才密度指数

为 ６畅９６％ 。 其中 ，中专及以上学历人员为 １８７畅９２ 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８４畅３３％ ；无学历有职称人员为 １１畅３７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５畅１０％ ；乡村科技

人员为 ２３畅５７万人 ，占人才总量的 １０畅５８％ （河北经济年鉴 ２００４） ，见表 １‐１ 。

表 1‐1 　河北省规划区人才增长情况

年份
人才资源

总量／人

中专及以上

学历人员／人

无学历有

职称人员／人

乡村科技

人才／人

劳动年龄

人口／人

人才密度

指数／％

１９９５年 １６１１５０５ 憫１２０４７７４ 憫２４６６９８ y１６００３３ y２７４９５４１７ Ζ５ 噜照畅８６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６２４４０ 憫１７１７２３２ 憫１６５６８７ y１７９５２１ y２９３４１３２５ Ζ７ 噜照畅０３

２００３年 ２２２８５１２ 憫１８７９１６２ 憫１１３６６３ y２３５６８７ y３２０２０１０９ Ζ６ 噜照畅９６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３年 ，河北省规划区人才资源总量增加了 ６１畅７ 万人 ，增长

３８畅２９个百分点 ，人才比例为 ６畅９６％ ，增长了 １畅１个百分点 。但与经济发展

的需要相比 ，河北省规划区人才资源总量较低 ，人才结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

需要 。 ２００３年北京市人才比例超过 １７％ ，天津市人才比例超过 １１％ 。而河

北省规划区人才比例仅为 ６畅９６％ ，与北京和天津有很大差距 。人才比例过

低 ，必然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影响河北省发展战略的实现 。增加教育

培训投资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 ，为实现京

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准备优良的人才基础 ，将是河北省人力资

源开发的主要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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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人力资源分布

（１）地区分布 。 ２０００ 年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为 ４７４９畅５０ 万人 。人口的

分布状况是石家庄市 ９２４畅１２ 万人 ，占规划区人口总数的 １９畅４６％ ；唐山市

７０４畅０６万人 ，占 １４畅８２％ ；秦皇岛市 ２７５畅３９ 万人 ，占 ５畅８％ ；保定市 １０７４畅１１

万人 ，占 ２２畅６２％ ；张家口市 ４１９畅１０万人 ，占 ８畅８２％ ；承德市 ３３２畅４１万人 ，占

７畅０％ ；沧州市 ６６３畅９５万人 ，占 １３畅９８％ ；廊坊市 ３８３畅３４万人 ，占 ８畅０７％ 。从

人口的数量看 ，保定市人口最多 ，是人口最少的秦皇岛市人口的 ３畅９倍 ，石家

庄市次之 ，是秦皇岛市人口的 ３畅４倍（河北省经济年鉴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增长到 ４８４４万人 ，其中石家庄市 ９１０畅５万

人 ，占规划区人口总数的 １８畅８０％ ，下降 ０畅６６ 个百分点 。 唐山市 ７０６畅３ 万

人 ，下降 ０畅２７ 个百分点 。秦皇岛市 ２７３畅３万人 ，下降 ０畅１６个百分点 。廊坊

市 ３８７畅２万人 ，下降 ０畅０８ 个百分点 。保定市 １０７７ 万人 ，下降 ０畅３９ 个百分

点 。承德市 ３５９畅１万人 ，增长 ０畅４１ 个百分点 。张家口市 ４５０畅４ 万人 ，增长

０畅４８个百分点 。沧州市 ６８０畅２万人 ，增长 ０畅０６个百分点 。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规

划区人口分布见图 １‐４ 。

图 １‐４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规划区人口分布

（２）城乡分布 。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

中 ，非农业人口为 ９５７畅８１ 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２０畅２２％ 。与 １９９０ 年第四次全

国人口普查相比 ，河北省规划区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６畅８７个百分点（河

北省 ２０００人口普查资料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规划区总人口中 ，非农业人

口增长到 １４１１畅７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２９畅１４％ 。与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

比 ，河北省规划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了 ８畅９２个百分点 ，平均每

年增长 ２畅９７个百分点（河北省统计提要 ２００３） ，见图 １‐５ 。



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g8　　　　

图 １‐５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规划区城乡人口分布

　 　 （３）人力资源产业分布 。

①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状况 。 １９９５年河北省规划区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总

量为 ２３６０畅１５万人 ，２０００年为 ２４２６畅５７万人 ，２００３年为 ２５１２畅４５万人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规划区就业总量增加了 １５２畅３ 万人 ，平均每年增长了 １９畅０４

万人 ，年均增长约为 ０畅８１个百分点（河北经济年鉴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

②人力资源的年龄别就业率 。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

示 ，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在不同的年龄组就业率相差较大 。 １５ ～ １９

岁年龄组就业率最低 ，为 ４１畅９６％ ，就业率最高的是 ２５ ～ ４９岁的 ５ 个年龄

组 ，平均就业率都在 ９０％ 左右 ，５０ ～ ６４ 岁的 ３ 个年龄组就业率分别为

８０畅２２％ 、６７畅７７％ 和 ５０畅１５％ ，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河北省 ２０００ 人口普

查资料） ，见图 １‐６ 。

图 １‐６ 　 ２０００年河北省年龄别就业率

从图 １‐６可以看出 ，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与年龄有关 ，年龄越大就业

率越低 。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和高年龄组性别比降低有利于降低劳动参与

率 ，对于缓解河北省的就业压力具有一定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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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就业人口产业结构 。 １９９５年河北省规划区总就业人数为 ２３６０畅１５万

人 ，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 １２３９畅６５ 万人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为

５２畅５２％ 。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为 ６３９畅８０ 万人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为

２７畅１１％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为 ４８０畅７０ 万人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为

２０畅３７％ 。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规划区就业总人口增长到 ２５１２畅４５ 万人 。 第一产

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到 ４９畅３％ ，下降了 ３畅２２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就业人口

比重上升了 ０畅４９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了 ２畅８个百分点 。

与北京和天津相比 ，河北省规划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

的比重过高 ，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过低 。 ２００３ 年河北省第一产业就

业比重比北京高 ４１畅５个百分点 ，比天津高 ２９畅７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分别比

北京和天津低 ５畅０和 １２畅４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分别比北京和天津低 ２６畅５和

１７畅３个百分点 。 ２００３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 ４畅７个

百分点 ，见表 １‐２ 。

表 1‐2 　 2003年京津冀规划区三次产业就业构成比较 单位 ：％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规划区

年份 １９９５ 湝２０００ 後２００３ '１９９５ l２０００ 膊２００３ 鼢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倐２００３ 热
第一产业 １０ @5畅６ １１ 厖z畅７ ７ 创┅畅８ １６   畅９ １９ VK畅９ １９ 洓悙畅６ ５２ 适靠畅５２ ４９   畅７５ ４９ la畅３

第二产业 ４０ @5畅１ ３２ 厖z畅４ ３２ 怂览畅６ ４８   畅４ ４１ VK畅０ ４０ 洓悙畅０ ２７ 适靠畅１１ ２６   畅０９ ２７ la畅６

第三产业 ４９ @5畅３ ５５ 厖z畅９ ５９ 怂览畅６ ３４   畅７ ３９ VK畅１ ４０ 洓悙畅４ ２０ 适靠畅３７ ２４   畅１６ ２３ la畅１

由表 １‐２可以看出 ，河北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

第三产业在增加就业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既是河北

省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实现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战略的要求 。

（４）行业分布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３年 ，河北省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变化不大 ，

处在前十位的仍然以农 、林 、牧 、渔业为第一 ，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４８畅２％ 。处于第二位的是制造业 ，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 １６畅５％ 。第三

是建筑业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７畅９％ 。第四是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 ，占全

部就业人口的 ６畅９％ 。第五是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３畅９％ 。第六是教育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３畅０％ 。第七是住宿和餐饮业 ，占全

部就业人口的 ２畅６％ 。第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

务业 ，均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２畅２％ 。第九是采矿业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２畅０％

（河北统计提要 ２００３） ，见图 １‐７ 。

从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来看 ，河北省农 、林 、牧 、渔业就业比重仍然偏

高 ，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４８畅２％ 。制造业就业比重也较低 ，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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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河北省就业人口的行业结构

仅占就业总人口的 １６畅５％ 。应当采取有力措施 ，大幅度降低农 、林 、牧 、渔业

的就业比重 ，提高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各行业的就业比重 。

４ ．城镇失业人口与失业率

河北经济年鉴的统计数据表明 ，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失业总量和失业

率均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而且速度不断加快 。 １９９０年河北省城镇失业人口

为 ７畅７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１畅１％ 。 ２０００年城镇失业人口增加到 １７畅４

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 ２畅８％ 。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年 ，河北省城镇失业人口

增加 ９畅７万人 ，平均每年增长近 １万人 ，年增长率为 ０畅１８％ 。 ２００３年河北省

城镇失业人口达到 ２５畅７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 ３畅９％ 。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年的 ３年时间里 ，河北省城镇失业人口增长了 ８畅３ 万人 ，平均每年增长近

２畅８万人 ，是前 １０ 年平均增长率的 ２畅８ 倍 。 城镇登记失业率年均增长

０畅３３％ ，是前 １０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年均增长率的近 １畅８ 倍（河北经济年鉴

２００４） 。城镇登记失业率因为统计方面的原因 ，并不能完全反映河北省的失

业实际状况 ，但也表明河北省失业率的增长趋势不容乐观 。

５ ．农村剩余劳动力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 ，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 ，河北省规划

区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据估计 ，目前河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约

为 ４２０多万人 。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 ，不仅使农村的收入水平难

于提高 ，也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 。 采取措施转移庞大的农村剩余

劳动力 ，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也是解决“三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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