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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统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 分析了下南乡毛南族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实际状况, 并在

此基础上, 指出了毛南族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 人力资源实际利用率不

高, 利用质量也不高; 毛南族地区没有建成一个较全面的人力资源开发教育体系和卫生保健体系; 人

们普遍缺乏人力资源开发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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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口总体所具
有的劳动能力即知识和技能的集合, 既包括作

为劳动者的人的数量, 也包括劳动者的素质。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

理论认为, 现代以及将来经济持续、快速、健

康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已不再是物质资

源, 而是知识、技术等人力资源因素。人力资

源作为经济增长的主体和主要动力, 其重要性

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 纷纷把人力

资源开发作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一把钥匙。

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来

看, 改革开放后, 我国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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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差距不断被拉大, 不断被拉大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民族地区没有做好人力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毛南族作为我国 22个人口较少民

族之一, 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

/五普0 资料显示, 毛南族在全国的 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 但主要集中

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是广西的特有民族。

广西共有毛南族人口 71126人, 占毛南族总人

口的 66137%。广西的毛南族人口又主要分布
在河池地区, 河池地区共有毛南族人口 68599

人, 占广西毛南族人口总数的 96145%。河池
地区的毛南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环江毛南族自治

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

治县, 是毛南族的发祥地, 共分布毛南族人口

54874人, 占河池地区毛南族人口的 80%。环

江县的毛南族人口主要分布在下南乡及其附近

乡镇。2001 年下南乡共有毛南族人口 19156

人, 占全乡总人口的 97126%, 占全县毛南族

人口的 33196% , 占全国毛南族总人口的 18%

左右。下南乡是毛南族的发祥地, 其创始人谭

三孝的墓地就在下南乡。可以说, 环江县下南

乡是一个典型的毛南族人口聚居的具有浓郁的

毛南族民俗民情民风的地方。因此, 考察下南

乡毛南族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不仅对于研究

全国毛南族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整体状况具有

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研究我国人口较少民族

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也具有普遍的指

导意义。

鉴于此, 课题组于 2006年 7月专程来到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调研, 通过采取重点调

查与典型调查、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口头提

问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统计方法, 先后到环江

县政府、人大、统计局、民族局、教育局、人

事和劳动社保局、计生局、下南乡政府、波川

村、希远村等单位进行调研, 获取了大量的原

始数据。

一、下南乡毛南族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一) 下南乡的基本情况

下南乡, 地处环江县西部, 辖内山地多、

耕地少。2004年末全乡总人口为 19852人, 人

均 GDP 2333元, 人均土地 2011亩, 人均耕地
111亩。下南乡经济是以传统农业为主, 第
二、三产业规模很小。下南乡的农业经济是以

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 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水

稻、玉米等, 养殖的家畜主要有 /下南菜牛0、
猪、鸡等 (数据来自环江县历年统计年鉴)。

(二) 下南乡的教育事业发展状况

11教育普及状况
毛南族人是重视教育的。调查组所做的抽

样调查显示: 毛南族对于孩子接受教育持比较

积极乐观的态度, 大部分家长表示会尽力培

养。另一项抽样调查显示: 毛南族女孩能与男

孩一样, 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机会。

表 1 父母对送孩子上学受教育的看法抽样调查统计表
看法 尽力培养 小学毕业即可 初中毕业即可 上中专技校 上学无用 其他

选择 (人) 36 1 4 5 - -

百分比 ( % ) 7813 212 817 1018 - -

  注: 发放调查问卷 60份, 收回有效问卷 50份, 地点: 波川村、希远村。

表 2  村民对送女孩上学的看法抽样调查统计表
看法 与男孩一样, 尽力培养 识几个字就行 不用上学 无所谓 不知道

选择 (人) 49 - - 1 -

百分比 ( % ) 98 - - 2 -

  注: 同表 1。

  从入学率指标来看, 自 2002~ 2003 学年

以来, 全乡适龄儿童的小学入学率逐年提高,

到2005~ 2006学年, 已接近 100%。小学年辍

学率自 2002 年以来, 逐年降低。初中入学率

自2002~ 2003学年以来, 逐年提高 (见表 3)。

从完成率指标来看, 2005~ 2006 学年, 全乡

15周岁小学完成率为 9811% , 15周岁文盲率

为 0, 17周岁初中完成率为 8614%。据了解,

个别孩子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和孩子厌学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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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下南乡 / 普九0 教育基本情况表 %

指标
2002~ 2003年 2003~ 2004年 2004~ 2005年 2005~ 2006年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入学率 99 9614 9913 10916 9911 11514 9916 11511

年辍学率 0191 418 017 412 014 311 012 219

15周岁小学完成率 9911 ) 99 ) 9917 ) 9811 )

17周岁初中完成率 ) 8315 ) 8612 ) 8614 ) 8614

  数据来源: 环江县教育局提供。

  据环江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苏主任介绍,

环江县及其下南乡 /普九0 教育的目标已经基

本实现, 但是, 县职业技术教育还是空白, 高

中教育规模偏小 (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太低,

只有 25%左右) , 且办学质量不高。

21师资状况
2005~ 2006学年, 全乡小学专任教师共有

118人, 小学师资学历达标率 100%, 但师资

的第一学历达标率却只有 40%。2005~ 2006

学年, 全乡初中专任教师共有 45人, 初中师

资学历达标率 100%, 但师资的第一学历达标

率也只有70% (数据由环江县教育局提供)。

31教育经费状况
从教育经费的使用来看, 教育经费真正用

在教育教学一线的比例偏少。以环江县民族中

学为例, 2005年该中学的业务费仅占全部公

用经费的 1911%, 2006 年上半年的业务费也

仅占上半年公用经费的 1917%。与此相比,

2006年上半年的水电费、设备修缮费占全部

公用经费的比重都比业务费高, 其中, 单单水

电费一项就占了全部公用经费的 3316% (数

据由环江县民族中学财务科提供)。

表 4  环江县民族中学财务收支状况一览表 元

时间 经费收入
支出项目

公务费 设备及修缮费 业务费 水电费
余额

2005年 1~ 12月 583011 37100 335309 111462 52255 46885

2006年 1~ 6月 9394315 16032 27867 18500 3154415 0

  (三) 下南乡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

毛南族聚居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 人

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缺乏应有的保障。2004 年

环江县卫生经费占全县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413% , 人均卫生经费22元, 每万人口拥有病

床13床, 每万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15人,

农村住户年医疗保健支出为 60106元, 这些指
标均低于全国水平。据希远村委会谭主任讲:

当地医院的医疗水平也不高, 而大城市医院的

医疗费用又太昂贵, 使得当地 /小病拖、大病
扛、恶病等着见阎王0 的现象比较常见 (数据

来自环江县统计年鉴)。

表 5  环江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状况表

年份
卫生经费占财政总

支出的比例 ( % )

人均卫生

经费 (元)

每万人拥有

病床数 (床)

每万人拥有卫生

技术人员数 (人)

农村住户的年医

疗保健支出 (元)

2001 412 20 9 13 60

2004 413 22 13 15 60106

  (四) 下南乡的人力资源利用状况

11人力资源从业状况
2005年, 在全乡从业人员中, 在当地从

事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 57111%, 高于全国

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 ( 44%) ; 在当地从事第

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 3159% 和

5143%, 远远低于全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

比重。除此以外剩余的 33187%的从业人员都
是在外务工的。

据环江县就业服务中心王主任介绍: 由于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河池地区一带的毛

南族人, 选择外出务工是比较普遍的, 但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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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课题组在下

南乡所作的抽样调查显示: 大部分的外出务工

人员是初中文化程度, 而初中以上或小学文化

程度的则很少。并且外出务工者的收入及工种

与其学历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 初中及以上文

化的外出务工人员, 人均年收入为 9360元,

而小学及以下的为 7200 元。据外出务工者谭

贵敏讲: 没有文化和技术的, 在外很难找到工

作, 即便能找到工作, 也是既脏又累的工种。

初中及以上的, 可以作司机和包装工; 而小学

及以下的, 只能作搬运工和建筑工。

表 6 下南乡从业人员分行业统计表
总数 农林牧渔 工业 建筑 交通运输 批零贸易 住宿餐饮 外出务工 其他

从业人员 (人) 11066 6320 116 281 82 104 80 3748 335

百分比 ( % ) 100 57111 1105 2154 0174 0194 0172 33187 3103

  数据来源: 下南乡政府统计站提供。

表7  外出务工人员基本情况抽样调查统计表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上 初中 小学 文盲

选择 (人) 7 38 5 -

百分比 ( % ) 14 76 10 -

  注: 同表 1。

  近些年, 随着外出务工规模的扩大, 下南

乡也呈现出明显的人力资源外流现象, 给当地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比

如, 一些考上大学的孩子毕业以后, 留在了外

地, 不再返乡, 返乡率只有 20% 左右; 一些

女青年在外务工几年以后, 就嫁到外地, 导致

当地的性别比例失调, 很多男青年娶不上媳

妇。据乡政府秘书谭宜康介绍, 全乡 22~ 35

岁适龄婚姻人口中大约有 2000多男青年娶不

到媳妇。据希远村党支部书记谭可赚讲: 全村

常住人口的男女性别比达到 115B 1, 性别比例

严重失调。

21劳务市场发育状况
下南乡政府劳务输出办公室于 2006年 5

月刚刚成立, 至今还未组织过劳务输出。据环

江县就业服务中心王主任介绍: 一般初次外出

务工人员的年龄都在十五六岁左右, 有的刚刚

初中毕业, 有的还没有初中毕业, 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都是通过亲友引荐外出务工的, 而通过

劳务输出部门组织外出的则占少数。

表 8 环江县劳务输出统计表
年份 2003 2004 2005

在外务工人员总数 (人) 22126 25893 29539

自发外出务工人数 (人) 3417 3782 8435

百分比 ( % ) 1514 1416 2816

  资料来源: 环江县就业服务中心。

  二、毛南族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毛南族的人力资

源开发利用存在诸多突出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

11从人力资源开发的意识来看
尽管毛南族并不排斥现代教育, 但是相对

闭塞的环境使得毛南族的封建保守思想仍然根

深蒂固, 人们缺乏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

资的意识。比如, 相当多的老百姓还是认为只

有到国家机关、国有单位才算是就业, 对于易

地就业难以接受, 对于先培训后就业就更难以

接受。

21从人力资源总量来看
虽然毛南族人力资源的规模不大, 人口的

自然增长率也很低, 但是其人力资源的比重

高, 因此其剩余劳动力也相对较多, 人力资源

利用率还亟须提高。

31从人力资源质量来看
虽然从文化程度、女孩入学率、文盲率、

医疗卫生保健条件等指标来看, 近年来毛南族

人力资源的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

是, 毛南族人力资源中仍然是低素质的多, 高

素质的少, 并且流失很严重。

其中, 从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 ) ) ) 教

育的发展水平来看, 毛南族聚居地区的教育结

构单一, 没有形成一个较全面的人力资源开发

教育系统, 突出表现在: 以全日制学校教育为

主, 基础教育质量不高, 师资水平不高, 教育

经费紧张; 职业技能教育欠缺; 高中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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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成人教育、在职教育和终身教育机制没

有真正建立起来; 地方政府对教育事业的关心

和支持不够。从人力资源开发的另一项重要手

段 ) ) ) 医疗卫生的水平和条件来看, 毛南族聚

居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薄弱, 发展缓慢,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保健事业的需要, 人

力资源的生命健康缺乏应有的可靠保障。

41从人力资源的利用状况来看
虽然表面上毛南族人力资源的使用率较

高, 但实际上并不高, 因为农村地区的隐性失

业很突出, 和应有的人力资源使用率相比, 部

分人力资源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毛南族的

人力资源利用不仅实际利用率不高, 而且利用

质量也不高。他们以在当地务农和到外务工为

主, 劳动性质多属简单劳动和体力劳动, 劳动

报酬较低。

毛南族地区的劳务市场发育不完善, 劳务

输出服务机制不健全, 不能提供充分的劳务信

息和服务, 使得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率低,

配置也不尽合理。

51从人力资源的地区分布特点来看
毛南族的人口分布呈大聚居、小分散的特

点, 聚居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低, 山多地少、自

然条件差、交通不便, 也就使得与其他民族的

接触与交流相对较少, 对于开发人力资源来

说, 极为不利。

61从从业人员的产业分布构成来看
毛南族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偏大, 第

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偏小, 从业人员

有从农村向城镇、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

业转移的趋势, 但是这种转移的速度较慢。

应该说, 在毛南族地区投入一些资金, 添

置一些设备, 确立几个项目并非难事, 而启动

人力资源开发工程, 提高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

才是毛南族地区实现经济崛起的重点和难点。

面对繁重而艰巨的毛南族人力资源开发重任,

作为社会利益代表和社会管理者的政府, 无疑

应该承担起这一重任。各级政府应该本着开发

人力资源, 促进经济发展, 造福当地社会的愿

望和目的, 做好毛南族人力资源的开发, 从而

促进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 促进入力资本

的聚集, 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建立在充足的

人力资本基础上, 并实现毛南族地区经济社会

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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