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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界已达成共识, 衰退矿区富余人员转移是解决 / 四矿 (矿工、矿山、矿业、矿城)0 问

题的关键。本文借鉴一般产业人员转移经验, 兼顾煤炭行业和煤炭工人特点和比较优势, 提出煤炭衰

退矿区人员转移的六大路径, 并以衰退矿区实践证明其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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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Transfer Routes of Redundant Labor in Declining Miner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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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acknowledged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that transferring of redundant labor in

declining mineral regions is the key to four problems in mineral areas: miners, mineral mountains, coal mine,

mine cities. With references on labor transfer in other professions and research of the features of coal mine and

coal mine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ix transfer routes of redundant labor in declining mineral regions, which

have proved to be feasible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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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矿山建设的高

潮期, 经过多年开采, 一些矿区因资源逐渐枯

竭相继步入衰退期, 并导致 /矿竭城衰0, 如

开滦、峰峰、淄博、肥城、徐矿、抚顺、阜

新、南票和北票等矿区
¹
。其他未进入衰竭期

矿区的, 枯竭矿井比例也很高, 据有关资料显

示, 未来 10年是我国矿山闭坑高峰期。如果

没有接续的资源或产业, 这些矿井最终将面临

关井破产, 出现生产能力闲置, 大批工人下岗

现象。/四矿 (矿工、矿山、矿业、矿城)0 问

题已成为继 /三农0 问题后引起中央和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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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1]
, 振兴东北等战略

也离不开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要解决这样的

难题面临两大瓶颈因素, 即职工的再就业和产

业的持续发展, 而前者依赖于后者, 因此研究

衰退矿区人员转移问题非常重要。目前的研究

多集中在衰退矿区异地办矿或产业转型方

面
[ 2~ 6]

, 针对衰退矿区人员转移路径的专门研

究相对欠缺, 为有效指导实践, 有必要将其系

统总结。由于衰退矿区下岗职工具有数量大,

普遍技能单一的特点, 且多年来各级政府只顾

挖煤, 忽略产业有序退出, 导致矿区产业结构

单一、新产业基础薄弱, 就业吸纳能力不强,

加剧了衰退矿区富余人员转移的难度和复杂

性, 决定了衰退矿区富余人员再就业问题的解

决路径不唯一。本文结合国内外实践, 借鉴一

般产业人员转移经验, 兼顾煤炭行业和煤炭工

人比较优势, 提出通过六个路径转移衰退矿区

的富余人员。研究结果也可为其他资源型矿区

的富余人员转移提供借鉴。

二、衰退矿区富余人员的比较优势分析

为有效探寻衰退矿区富余人员的转移路

径, 应先明确衰退矿区富余人员的比较优势。

因衰退矿区开发较早, 在人、财、物上得到国

家长期大量集中投入, 使这些矿区采矿经验丰

富, 技术力量雄厚、管理模式运作成熟。由于

东中部地区衰退矿区集中
[7]
, 以下以东中部衰

退矿区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11技术优势
东中部衰退矿区的技术优势明显, 如兖矿

集团的中、厚煤层井工开采技术世界领先; 枣

矿的水采工作面生产工艺全国第一; 新矿创造

2004年度我国大倾角综采工作面最高年产纪

录: 淄矿保有同类矿区建设速度最快和投资最

少两项全国最高纪录, 其精制煤沥青技术填补

了国内空白; 此外, 龙矿的矿井多媒体综合业

务数字网络系统及应用技术, 徐矿的煤炭加工

与洁净技术, 开滦的采煤、煤炭加工与洁净技

术, 鸡西的采煤和阜新的矿井气化技术等均在

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21管理优势
长期开采使各矿区积累了大量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管理人员, 在矿井管理、与地方政府

和用户沟通协调等方面能力突出。如淄矿管理

人员首创在全国影响较大的用人少、效率高的

/济北矿井管理模式0, 徐矿成功对外进行管理
输出, 甚至将业务做到了印度等南亚国家。高

水平的技术和管理, 使各矿区在原煤工效等方

面处于全国同行业的领先水平。这些成绩是在

资源日渐枯竭, 深部开采和地质条件日渐复杂

的条件下取得的。

三、衰退矿区富余人员转移路径选择

针对以上衰退矿区富余人员比较优势分

析, 借鉴一般产业人员转移经验, 提出转移衰

退矿区富余人员的主要路径 (如图 1 所示) ,

并对这些路径进行比较, 为证实其可操作性,

以具体矿区实践为例来说明。

图 1 衰退矿区富余人员转移路径图

11主要转移路径种类
衰退矿区富余人员转移路径主要包括:

( 1) 异地办矿输出

异地办矿输出是指由衰退矿区通过独资或

合资等所有权进入方式购买异地采矿权或异地

煤矿, 转移本矿区衰竭矿井富余人员从事资源

勘探、矿井建设和开采。

西部地区是我国衰退矿区异地办矿集中

地, 据统计资料显示, 西部地区煤炭资源基础

储量占全国的80108% (含山西省)
[ 8]
, 且具有

煤种齐全、煤质优良和开采条件优越等特点,

但开发状况不佳, 仅有 4家企业年产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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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吨, 小煤矿占煤矿总数的 90%以上
[ 9]
,

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制度缺乏等问

题亟待解决, 而这正是衰退矿区优势所在, 若

能将二者优势要素成功耦合, 即可提升西部资

源开发的整体水平, 又可缓解衰退矿区问题。

在实践层面上, 衰退矿区参与西部能源大开发

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包括东部的江苏徐矿、

山东的兖矿、肥城、淄矿、新矿、临矿、枣

矿、龙矿和辽宁阜新等 10个大型矿区相继加

入西部能源大开发的行列。以徐矿为例, 在新

疆、贵州、陕西、宁夏、甘肃和山西等省份拥

有多处开采项目, 仅山西境内异地办矿项目达

31个, 输出人员 5000多人次。

( 2) 异地同业劳务输出

异地同业劳务输出是指衰退矿区输出富余

人员赴异地 (包括国外) 为同行业其他企业提

供资源勘探、矿井建设和煤炭采选等劳务。

针对同行业企业的劳务输出可分为两方

面: 一是参与我国小煤矿改造。因我国适合建

高产高效大中型矿井的煤炭资源不多
[ 10]

, 部

分剩余储量块段采用小煤矿开采在技术经济上

更合理, 小煤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小煤矿

存在的诸如资源浪费严重和安全事故频发问题

也急需解决, 国家发改委限期 3年。衰退矿区

可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进行人员输出, 参加小

煤矿改造。且已在实践层面展开, 徐矿等先后

输出人员参与新疆等地小煤矿改造。二是通过

劳务输出, 参与国内外其他大矿建设和开采。

如阜新向我国最大的露天煤矿企业山西平朔煤

矿成建制输出劳务人员, 每年大约 800人。此

外徐矿通过对外承揽煤矿勘探、建井施工等业

务输出劳务人员, 截至 2005年底, 仅在国外

已成功开发了 97个承包生产和技术合作项目,

累计输出人员 6000余人。

( 3) 相似行业劳务输出

相似行业劳务输出是指衰退矿区对建筑施

工、建筑安装和机械维修等技术与煤炭行业相

近的行业输出人员。

建筑施工、建筑安装和机械维修等行业所

需技术与煤炭行业的矿井建设、矿山机械保养

和维修技术具有相似性, 因此可发挥煤炭技术

工人比较优势承揽相应业务, 进行针对相似行

业的劳务输出。在开展相似行业劳务输出业务

的衰退矿区中, 徐矿成绩最显著, 具有业务量

较大和辐射力强的特点, 先后在山西、陕西、

安徽、河南、湖南和苏南等地开展多个技术合

作项目, 输出劳务人员 700余人, 不仅获得较

好的经济效益, 还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 开

拓了企业的生存空间。

( 4) 异地异业劳务输出

异地异业劳务输出是指衰退矿区输出富余

人员在异地从事与煤炭行业无关的其他行业的

工作, 如服务业等。

与前三项输出不同, 为增加就业机会, 在

进行异地异业劳务输出前, 衰退矿区需要对输

出人员进行大量其他行业的实用技术培训, 以

适应再就业的需要。为提高输出能力, 进行异

地异业劳务输出的衰退矿区还需具有良好的输

出组织能力和对输入地市场的开拓能力。阜新

在此领域成绩最突出, 针对异地异业劳务输出

成立了非煤产业办, 专门进行既规范又便于管

理的成建制劳务输出, 效果显著, 并打算以此

为模式长期坚持下去。此外, 为支持阜新进行

异地劳务输出转移富余人员, 国家还专门增开

了从东北阜新始发至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长三

角地区的列车。

( 5) 参与转型产业

参与转型产业是指衰退矿区根据转型产业

实际需要, 吸收部分原矿区衰竭矿井富余人员

参与转型产业。

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 衰退矿区开始注重

发展非煤产业, 矿业在产业结构中的绝对地位

被削弱, 如最早提出煤与非煤并重发展战略的

兖矿, 发展了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化工、建

材、安装、机械等多种产业。阜新重点发展了

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转移了大量人员。徐

矿也发展了机械制造、建材和运输等具有区域

优势的行业, 不仅使资产结构得到了优化, 创

造新的利润源, 如徐矿 2002年非煤销售收入

已占全部销售收入的 20163% [ 11]
, 还吸收了部

分衰竭矿井的富余人员就业。

( 6) 自主创业

自主创业是指从衰退矿区分流出来的富余

人员通过创立个体或私营企业来解决自身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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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业问题。

目前, 自主创业已成为我国下岗职工实现

再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不仅可以解决自身的

就业问题, 还可以吸纳数量不等的其他人员就

业, 增加国家的税收来源。目前自主创业主要

集中在服务行业。衰退矿区也可以考虑将其作

为解决富余人员再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来发展

壮大。目前由于衰退矿区富余人员的 /大锅
饭0 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自主创业所需的发展

资金来源渠道少等问题的限制, 衰退矿区的发

展规模普遍不大, 但自主创业的发展前景看

好。

综上所述, 六种转移路径各有特点, 即可

单独使用, 也可以组合采用。从衰退矿区目前

的实践来看, 异地办矿输出、异地同业劳务输

出两种转移路径的吸纳能力相对较大, 但异地

异业劳务输出和自主创业的发展前景最好。

21转移路径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 每一种转移路径都有一定

的适用条件, 为有效发挥各转移路径的比较优

势, 最大限度地解决实际问题, 必须结合衰退

矿区富余人员人数、性别、年龄层次、学历层

次、技术水平和特点及外部市场需求等多种因

素进行综合判断, 选择恰当的转移路径。表 1

对衰退矿区富余人员主要转移路径进行比较。

表 1  衰退矿区富余人员转移主要路径比较

模式 优点 缺点 适用条件

异地办矿输出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增加资源后备

需要组织后勤等工作

需要长期背井离乡

与开采项目所在地政府和企业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交通区位和消费市场条件好

异地同业劳务输出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可成建制输出
需要企业的技术优势比较突出 企业的技术实力突出

相似行业劳务输出 可发挥专业优势
安装、维修等对技术要求较高

难以大批量转移人员
技术优势突出, 市场形象良好

异地异业劳务输出
就业地点相对灵活

可成建制输出

需做大量适用技术的培训

需要职业介绍工作成熟

进入行业工资收入相对不高

矿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具有良好的组织输出能力

交通便利或邻近中心城市

参与转型产业 就近吸收人员就业 只能吸收那些素质较高的人员
转型产业有一定比较优势
引资能力强

自主创业

创业地点灵活

解决自身就业

吸纳他人就业

创业基金的有效获得渠道少

需要具备一定的创业技能

具有创业愿望, 具备创业条件

当地可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四、建议

如上所述, 衰退矿区可采取多种路径转移

富余人员, 并通过实践证实了各路径的可操作

性, 为提高转移效果, 还需做好以下工作:

11针对异地办矿 ) ) ) 做好组织工作

衰退矿区应将勘探权和采矿权的逐渐市场

化视为缓解自身困境的契机, 做好衰竭矿井向

异地新矿井转移人员的组织工作, 同时解决好

转移人员的后勤问题, 使其无后顾之忧, 安心

在外生产。

21 针对异地同业和相似行业劳务输出
) ) ) 打造专业队伍

把从衰竭报废矿井下来的人员从原有企业

中剥离出来重新整合, 成立一支经验丰富, 技

术和管理水平较高的专业队伍, 专攻异地同业

和相似行业的劳务输出市场, 并不断提高作业

水平, 树立精品意识, 打造自有品牌, 增加市

场占有。

31针对异地异业劳务输出 ) ) ) 重视培训

和职业介绍

重视对衰退矿区异地异业劳务输出人员适

用技术的培训工作, 并不断提高培训技术的适

用性和前瞻性。发展职业介绍机构, 并加强对

其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开拓稳定的劳务用工基

地, 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追踪和帮助, 不断

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培育劳务输出品

牌, 增加市场占有。

41参与转型产业 ) ) ) 发展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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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转型产业的选择与区域经济相结合, 并

强调本地特色, 集中支持一些比较优势强的产

业, 上马一些上规模, 上水平, 具有比较优势

的项目, 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不断创造新的就

业机会, 增加就业岗位。

51针对自主创业 ) ) ) 强化引导支持

将自主创业作为衰退矿区人员转移的突破

口之一, 引导衰退矿区下岗人员转变择业观

念, 形成自主创业光荣的气氛。重视创造良好

的创业环境, 对有创业愿望, 具备创业条件的

衰退矿区下岗人员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 并强

化针对性服务, 如创业培训、开业指导、政策

咨询、项目论证和跟踪辅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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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控制人口靠管理, 树立形

象靠服务。要大胆探索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有

效实现形式, 以创建计划生育模范村 (居) 和

优质服务先进县 (市) 为载体, 围绕群众的结

婚、怀孕、生育和整个育龄期的实际情况, 改

革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容、形式、手段和

方法, 树立优质服务的理念, 创新优质服务的

机制, 打造优质服务的品牌。要正确认识和处

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管住少数人和

服务多数人的关系, 抓紧与抓好的关系。一些

地方, 在工作考核评估上, 过分追求高指标。

这样做的结果, 迫使基层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或是数字上掺水分, 很难放开手脚搞改革、搞

服务。改进考核机制要 /重点突出, 注重实

效, 简便易行0, 把基层的注意力引导到为群
众提供服务上来。

41总体目标与有限目标的关系
综合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总体目标是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管理机制, 实现这个总体目标不能操

之过急。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 力争到 2010

年在全国基本建立新的工作机制。在明确总体

目标后, 各地都要制定有限目标, 把总体目标

与有限目标协调起来、统一起来。通过一个个

有限目标来分解总体目标, 通过完成一个个有

限目标, 来促进总体目标的完成。在综合改革

方案的实施过程中, 既要总揽全局, 高屋建

瓴, 大胆实践; 又要先立后破, 先易后难, 分

类指导。如果什么都抓, 可能什么都抓不住、

抓不好。一定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 选准工作的突破口, 集中力量打攻坚

战。往往突破一个关键性问题, 就会带动其他

问题的解决, 带动整体工作局面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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