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口及劳动就业研究
 

 

Study on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in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Section of Chongqing

陈　悦
Chen Yue

(重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重庆　400020)

摘要　定性和定量分析并预测了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区人口及劳动就业的现状 、问题及发展趋势 , 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
发展目标 、实施途径和对策。

关键词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口　劳动就业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1999)04-0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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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占 23

平方公里 ,自 1991 年成立以来 ,发展迅速。伴随着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化的推进 ,

开发区在人口及劳动就业方面表现了特有的个性 。

一 、人口及劳动就业特点

(一)流动性大 ,人口增长速度快 ,外来人口多

近些年 ,由于高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提供了

大量就业机会 ,人口 、劳动力向区内流动 ,区内人口

增长速度加快 ,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增多。从 1995年

区划调整到 1998年底 ,区内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长

13.39%,其中 ,自然增长率仅为 3.5‰,高新区人口

增长以机械增长为主。到 1998年底 ,高新区常住人

口达到 84918 人 ,是 1995 年的 1.46倍 。此外 ,流动

暂住人口数量也大大增加 , 1995 年区内暂住人口为

21888人 ,到 1998 年底已达到 55000人 ,增加了 1.5

倍 ,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 35.95%。在石桥镇 ,暂

住人口数量已超过常住人口数量。

(二)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 ,农转非人口增加

据估计 ,从 1992-1998年 ,区内农转非人口大约

有10000多人 ,其中 ,劳动年龄内人口约占 2/3 ,大量

的农转非人口加剧了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压力 。

1999年第一季度 ,石桥铺街道享受城保的居民共计

603 户 、1011 人 , 其中 ,农转非居民分别占 67.99%

(户)和 67.85%(人数);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额

37591元 ,占街道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总额的

62.92%。

(三)劳动力平均素质偏低 ,劳动力素质结构与

市场需求结构不相适应

按劳动年龄女 16 ～ 54岁 ,男 16 ～ 59岁计算 ,高

新区常住人口劳动年龄内人数为 61705人 ,占常住

人口总数的 72.66%,扣除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数和在

押犯人等(根据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推算 ,约占劳

动年龄内人数的 2.32%),常住人口劳动力人口数约

为 59731人 ,占常住人口总数的 70.34%;暂住人口

劳动年龄内人数为 41250 人 , 占暂住人口总数的

75.00%,由于暂住人口在丧失劳动能力后 ,一般不

滞留客地 ,所以暂住人口劳动力人口数应与劳动年

龄内人口数一致 。

高新区常住人口劳动力平均素质仍然偏低 ,经

计算 ,区内劳动力文化指数为 10.8年 ,低于我国高

技术园区的规划设计指标(>12年);每万人拥有大

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945人 ,约占劳动力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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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3%,虽然符合我国高技术园区的规划设计指标

(>500人),但是 ,与区内高新产业所需要的科技人

才数相比 ,远远不能满足。1998年 ,高技术产业从业

人员 5万多人 ,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近 3万人 ,

而区内可能提供的科技人才数不到 1 万人;技术工

人比例也偏低 ,中专中技类人数仅占劳动力总数的

18.5%,普通中学学历人数比例偏高 。大量研究表

明 ,我国与日本 、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 ,产品质量差 ,

市场竞争力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源结构不

合理 ,技术工人比例偏低。暂住人口劳动力素质更

低 ,其文化指数只有 8点几年 ,主要满足区内劳动密

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 。

(四)劳动力需求远远高于区内劳动力供给

重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具有劳动用工的高度开

放性和很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劳动力供求关系

在开放系统中平衡。据不完全统计 ,高新区街道 、镇

所属企业及高新产业的从业人数为 7.6 万 ,加上个

体经商 、国家行政事业单位 、金融保险 、交通 、通讯 、

学校 、医院等单位和部位的从业人员 ,高新区所容纳

的劳动力估计有十多万人 ,是区内常住人口劳动力

总数的 2倍多 。区内所需劳动力大部分由市内其他

区域和市外其他地区输入 ,输入的劳动力两极分化 ,

一部分为高科技人才 ,另一部分为素质极低的农民

临时工。充分表明重庆高新区产业结构两极分化的

特点 ,一是技术含量极高的高新技术产业 ,另一是水

平极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 ,显然 ,这样的

产业结构不利于高新区经济 、社会的发展。

(五)登记失业率低 ,但国有 、集体企业人员大

大富余 ,下岗职工多

高新区经济发展给区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

劳动力就业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失业率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 。1998年底 ,全区登记失业人数 1200人 ,

失业率约为2%,符合我国高技术园区的规划设计指

标(失业率<3%)。但是 ,由于大部分国有 、集体企

业下岗职工大部分的技能 、年龄和思想观念不适应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就业机会大多被外来人口和附

近农民获得 ,造成富余人员仍滞留国有 、集体企业而

无法分流。据石桥铺街道统计 , 1998年户口在石桥

铺地区的下岗职工共有 3998人 ,占劳动力总数的

6.8%,其中 ,35 岁以上的下岗职工占 74.57%,初中

以下学历者约占 60%左右 。

二 、问题

高新区人口与劳动就业特点必然导致相应问题

产生。

第一 ,大量的流动人口一方面挤占了常住人口

的劳动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给社会治安带来不稳定

因素。高新区公安处介绍 ,全区三个派出所 、160名

干警一年受理的案件占九龙坡区的一半 ,其中重大

案件占九龙坡区的 70%,特大案件占 90%。这些案

件有 70%是外来人口之间的相互侵害。这种不安定

因素将对高新区的投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农民失去土地 ,原有

的农村集体经济单位也随之解散 ,农转非劳动力失

去原有的工作岗位 ,征地补偿不足以弥补农民失去

的利益(高新区农民每年租房收入平均每户可达 1

万元左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造成农转非人口

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成为农转非人口闹事的起因。

第三 ,下岗职工择业观念陈旧 ,年龄偏大 ,素质

较低 ,且依赖性强 ,不能适应市场竞争 ,分流安置比

较困难 。目前管委会解决下岗职工出路的主要举措

是:放开石新路让下岗职工摆摊设点 ,搞个体经营。

但效果并不理想 。一方面真正属高新区的下岗职工

去得少 ,大约只占摊点总数的 2/5;另一方面 ,严重影

响市容卫生 。

第四 ,高新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高度开放性 ,对

劳动力市场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然而由于管委会

刚接管一街一镇 ,许多工作尚未开展 ,因此 ,劳动力

市场建设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表现在劳动管理

部门的职能未到位 ,在与九龙坡区工作交接的过程

中 ,管理出现空白 ,如街道再就业工作站至今无证

章 ,无法挂牌 ,工作十分不便。劳动力供需信息不畅

通 ,缺乏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劳动技能培训的目的性

不强 ,没有体现出高新区的特色 ,职介机构和培训中

心缺乏信息沟通 。

三 、高新区人口及劳动就业发展趋势

(一)人口预测

1.高新区人口的特点

高新区人口发展流动性大 ,增长快 ,以机械增长

为主 ,暂住人口多 ,农转非人口多 。这与高新区经济

发展速度及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 。随着二郎科技新

城的开发建设 , 这一特点及发展趋势将继续保持。

根据高新区远景目标和二郎科技新城控制性详规提

出的规划目标 ,二郎科技新城将从 2000-2010年逐

步进行规模建设 ,所用地块范围内的二郎 、兰花 、白

合 、新龙 、盘龙五个村 , 1996年有农业人口 12492人 ,

其中劳动力 7800人 ,建成后 ,新城人口达到 11.5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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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计算从 1996—2010年 ,新城地块范围人口年均

增长 17.5%,扣除自然增长(3.5‰),机械增长率为

17.15%。新城范围内人口机械增长与流动性比高

新区前几年更高。在新城建设过程中 ,现有农业人

口将逐步转非 ,高新区所属的二郎 、兰花 、白合三个

村静态转非人口将有 8600人 ,其中劳动力 5400人;

动态转非人口按自然增长率 1.2%(此为全市平均自

然增长率)计算 ,则各年转非人口增长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新区 1999-2005 年二郎 、兰花 、白合农村人口预测表 (单位:人)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农村人口 8637 8741 8846 8952 9059 9168 9278 9389

　　2.暂住人口变化趋势

新城建设过程中 ,随着规划区内农村土地的征

用 ,暂住人口籍以居住的场所逐渐消失 ,高新区未开

发的其他几个村和城区可供暂住人口居住的空间有

限 ,加上人为控制 ,预计高新区 1999-2010年暂住人

口数量将有较大幅度下降 。

3.人口增长速度

高新区内除二郎 、兰花 、白合三个村以外的区

域 ,由于没有大的开发项目 ,人口的机械增长将会降

低 ,部分人口可能迁往新城 ,迁入和迁出相抵后 ,其

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将大大减慢 。从人口增长

的现状资料上也可看出这一趋势。如表 1 所示 ,

1995-1998 年常住人口增幅逐年减少 , 1995-1996

年由于区划调整和高新区集中新建区的建成使用 ,

区内人口增长幅度达到 32.75%, 1996-1997年增长

速度为 8.18%,而 1997-1998年增幅降到了 1.5%。

加之目前区内人口的居住面积已经拥挤 ,据 1997年

九龙坡区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 ,人均居住面积不

足 10平方米 , 与我国高技术园区的规划设计指标

(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相比差距很大 ,因此今

后几年内应控制人口增长 ,根据现状 ,今后这部分区

域的人口增长速度应控制在 0.5%左右 ,基本上维持

自然增长的速度 。

综合上述情况 ,高新区 1999-2005年人口增长

情况如表 2 ,其平均增长速度为 3.18%。

表 2　高新区 1999-2005年人口预测表 (单位:人)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二郎 、兰花 、白合 8637 10148 11924 14011 16463 19344 22730 26707

高新区其他区域 76281 76662 77046 77431 77818 78207 78598 78991

高新区总人口 84918 86810 88970 91442 94281 97551 101328 105698

　　(二)劳动力供求趋势预测

1.劳动力供给预测

高新区人口发展的特点(流动性大 、机械增长为

主)和现状资料的残缺 、不连续 ,决定了高新区劳动

力供给预测不宜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而只能利

用现状劳动力参与率和总人口预测数进行粗略估

算 。其计算公式是:劳动力供给=人口×劳动力参

与率 。高新区 1998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70.34%,

由于未来几年人口发展特点相似 ,估计劳动力参与

率变化不大 。由此估算高新区 1999-2005年劳动力

供给量(表 3)。

表 3　1999-2005 年劳动力供给预测 (单位:人)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总人口 84918 86810 88970 91442 94281 97551 101328 105698

劳动力人口数 59731 61062 62581 64320 66317 68617 71274 74348

　　除数量变化外 ,高新区劳动力供给最主要变化

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如前述 ,随着二郎高科技

工业园的动工修建 ,规划范围内的二郎 、兰花 、百合

三个村静态将有约 5400名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按

1995-1998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参与率 65.6%计算 ,

动态农村劳动力人数见表 4。转移速度应快于开发

建设速度 ,因此 ,按规划设计进度 , 2005年前至少安

置 70%,而这部分劳动力素质结构较低。高新区管

委会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安置农转非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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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郎 、兰花 、白合农村劳动力增长情况 (单位:人)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农村人口 8637 8741 8846 8952 9059 9168 9278 9389

农村劳动力 5400 5734 5803 5873 5943 6014 6086 6159

　　2.劳动力需求预测

劳动力需求变化与投资数量 、投资方向密切相

关。石桥铺 2平方公里的高科技开发园总投资二十

几个亿 ,提供的直接就业机会约 5万个 ,加上间接就

业机会就更多。可以预计 ,随着二郎高科技工业园

的投资建设(10平方公里预计建设总投资 250亿),

劳动力需求在总量上还会有较大幅度提高;由于投

资方向以二 、三产业为主 ,第一产业随城市化推进逐

渐萎缩 ,劳动力需求结构也将发生变化。随着二郎 、

兰花 、百合的开发 ,第一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在现有基

础上至少下降 60%;二 、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劳动

力需求量将有较大幅度增加。

四 、发展目标

(一)总目标

以二郎科技新城建设为契机 ,合理布局 ,有效调

整;以开发促就业 ,把高新区建设成规模合适 、结构

合理;就业充分 、社区安定 、人民安居乐业的现代化

新城区。

(二)目标体系

根据高新区人口 、劳动就业的现状 、问题及发展

趋势 ,参照我国高技术园区规划设计指标 ,确定高新

区1999-2005年人口 、劳动就业的目标体系如下 。

1.人口规模

到2001年 ,区内常住人口控制在 9 万人以内 ,

2005年 ,区内常住人口控制在 10万人以内 ,人口增

长速度控制在 3%以内;暂住人口控制在 4.5万人以

内。通过对暂住人口的控制和管理 ,实现社区环境

的正常 、稳定 ,降低犯罪率 ,同时给常住人口增加就

业机会。

2.人口素质

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 100%,提高青年人

受高等教育的比重 ,提高技术工人比重 ,使劳动力素

质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求 ,适合高新区经济 、社

会发展要求 。到 2001年 ,区内劳动力文化指数由目

前的 10.8年提高到11年 ,到 2005年 ,区内劳动力文

化指数提高到 12年 ,基本上达到我国高技术园区的

规划设计指标: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比例提高 3 ～

5个百分点 ,中专 、中技学历人数的比例提高 5 ～ 10

个百分点。

3.劳动就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妥善安置农转非劳动力 ,有

效分流国有 、集体企业下岗职工 ,消除不稳定因素。

1999-2005年 ,现有下岗职工逐步实现再就业 ,通过

各种渠道平均每年分流 667人 ,到 2005年全部分流

完毕;农转非劳动力以先安置 、后征地的方式逐村逐

队解决 ,按照规划的开发进度 ,从 2000年到 2005年

的六年间 ,开发区范围内现有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

70%应安置完毕 ,即到 2005年 ,大约有 4300名劳动

力要实现转移 ,平均每年完成安置近 720人。总之 ,

到 2005年 ,高新区社会劳动力基本实现充分就业 ,

失业率控制在 2%以内。

五 、实施途径及对策

第一 ,以二郎科技新城开发为契机 ,调整产业结

构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 ,增加就业机

会 ,吸纳农转非劳动力和国有 、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就

业 。可围绕房屋装修 、物业管理等工作组织培训农

转非劳动力和下岗职工 ,提高专业技能 , 并制定政

策 ,在上述行业优先使用农转非劳动力和下岗职工;

也可组织他们建立专门的装修队或物业管理公司 ,

给予一定经营优惠政策 ,以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

面 ,在新城建设过程中 ,可考虑在商业中心和居住小

区为农转非劳动力和下岗职工修建一些小型门面 ,

实行租金和税费优惠 ,鼓励个体经商 ,自谋职业 。除

第三产业外 ,随着新城开发而兴旺的建筑业 、装饰材

料生产业 、木工家具制造行业等劳动密集型的第二

产业 ,也需要大量劳动力 , 由于控制了暂住人口数

量 ,农转非劳动力又长期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作 ,因此

在这些行业安置农转非劳动力将比较容易。

第二 ,通过土地置换 、异地安置的形式 ,保留开

发区范围内的乡镇企业 ,迁往由镇政府开发的六店

村 ,也可迁往区外;原集体经济积累资金 ,不允许分

光吃光 ,可用这些奖金投资新建企业 ,这样可以稳定

部分农转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

第三 ,提高劳动者素质 ,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 ,

使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可以采取以

下措施 。首先 ,培养和吸引高科技人才。多渠道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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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 ,建立教育基金 ,帮助那些成绩优秀 、家庭困

难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重奖那些在学科上确有建

树 、学成回来参加本区建设的青年学者 ,并在工资待

遇 、住房分配 、科研条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建立

一套人才激励机制 ,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到高新

区安家落户。其次 ,增加教育经费 ,改革教育体制 ,

加强技工学校 、职业学校建设 ,提高成人教育比重 。

建立劳动力上岗培训制度 ,要求劳动者在上岗前接

受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 ,合格者发给上岗证 ,促使区

内劳动力在学历上 、劳动技能上都有所提高 ,以适应

高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再次 ,设立下岗职工培训 、

职介中心 ,针对市场需要 ,设计培训内容 ,提供市场

信息 ,与一些用人单位建立双向信息联系 ,帮助学员

选择 、推荐用人单位;培训费用可由财政补贴一部

分 ,办学单位自筹一部分 ,学员凭下岗证免费进行培

训。此项工作可由街道就业站组织 ,办学单位向市

场招标产生 ,就业站向办学单位下达质量指标 ,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是学员结业后的就业率指标 ,就业站

可定期检查指标 ,控制办学质量。

第四 ,以高新技术改造国有 、集体企业 ,进行产

品更新换代 ,改善企业经营状况 ,使部分下岗职工实

现内部分流和重新上岗。对下岗职工进行择业心理

教育 ,端正择业态度;同时加强养老 、医疗 、失业保

险 ,解除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 ,使他(她)们主动脱离

原单位 ,走进市场 ,参与就业竞争。政府可制定政

策 ,鼓励在某些行业优先使用下岗职工 。

第五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减少暂住人口数量 ,

增加常住人口就业机会 ,稳定社会治安。为此 ,当采

取以下措施 。首先 ,加强户籍管理 ,控制人口机构增

长。由高新区公安处会同各派出所 、居委会 、村队干

部共同对现有居住人口进行登记检查 ,严格按照居

住地原则登记户口 ,并纳入计算机管理。对暂住人

口的管理 ,在劳动年龄范围内的 ,必须验证原居住地

出据的外出许可证 、计划生育证 、身份证 ,本地劳动

部门出据的劳动许可证 ,房东出据的居住许可证明

等证件后 ,方可办理登记手续 ,并发给暂住证;暂住

人口的基本情况 、相关证件号码 、租借房屋门牌号

等 ,全部输入计算机进行管理;暂住人口每隔三个月

到所属派出所验证 ,过时未验的 ,视为自动放弃暂住

资格;如发生租借房屋变动 ,应及时到所属派出所说

明;对证件不全 ,或居住三个月以上(含三个月)未办

暂住证的 ,应限期责成房东进行清退 ,过期未办理

的 ,向其本人和房东同时处以罚款。对新近要求迁

入的人口 ,应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 ,迁入人口必须符

合高新区人才发展要求 ,或符合有关规定 ,否则不予

迁入。每年迁入人口不得超过目标控制人口数 。其

次 ,清理违章搭建房屋 ,规范门牌号 ,方便户籍和社

区管理 ,减少暂住人口居住空间 ,消除不安定因素滋

生地。凡属乱搭乱建房屋 ,应立即拆除;实行每户一

个门牌号 ,统一钉挂 ,门牌号统一用三组数字组成 ,

每组之间用短横线相连 ,第一组表示街面单元号 ,第

二组表示楼层号 ,第三组表示门牌号 ,既可方便登记

管理 ,又便于检查和查询 。再次 ,建立房屋出租许可

证制度和房东(个人或企事业单位)申报制度 ,加强

控制和管理暂住人口。房屋出租是一项经济活动 ,

应纳入市场管理渠道。建立房屋出租许可证制度 ,

既可增加税源 ,又便于宏观调控暂住人口数量。许

可证的发放由工商管理部门根据区域暂住人口控制

目标审批执行;房屋出租许可证的内容应包括出租

房屋数量 、面积 、最多租用人数等 。房东申报制度指

由获准出租房屋的房主定期或不定期向社区管理基

层组织申报房客基本情况 、计划生育情况及房客变

动情况 ,以便从微观方面对暂住人口加强管理 ,再由

社区基层组织将有关情况汇总户籍管理部门 。房屋

出租许可证制度和房东申报制度的有效实施 ,有耐

于社区基层组织监督管理力度的加强 ,可配以奖惩

制度同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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