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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 部大开发 ,人 力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是其根本保障。要合理开发利用西部地 区人才资源 ,必 须根据西

部大开发的总体 目标要求 ,从 西部地 区人才资源状况的实际出发 ,积 极拓宽人才资源范围 ,全 面实施观念 、制度 、机

制、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实 现人才资源的全方位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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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是 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大事 ,它

能否实现预期 目标 ,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源的

合理开发和科学配置 ,其 中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尤

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 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 是 ,与 东部地区发展相 比 ,差

距仍然很大 ,明 显滞后。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实质上

是信息、技术、人才等无形资源的差距。国际国内发

展经验表明 ,在知识经济时代 ,无形资源在经济发展

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 ,正 确认识西部地 区人

才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制 定人才资源合理开

发利用的对策和措施 ,无疑对西部地区经济实力的

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目前 ,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总体上表

现为总量严重不足、分布与结构不合理、配置不科

学 、资源整体效益不高等问题 ,突 出表现为人才难以

流动与人才大量流失、人才总量具有一定规模与人

才结构不合理、人才静态优势与人才效益劣势等三

大矛盾同时并存。这导致人才的省域内流动呈现迟

滞态势 ,人才严重匮乏 ,人才年龄、专业、职称、分布

结构等无法适应西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的迫

切要求 ,甚至出现人才既多又缺的怪现象 ,愈是人才

密集的地方 ,人才闲置、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高学低

用、留而不用的使用性闲置就愈严重的现象。

解决 目前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主

要问题 ,必须根据西部大开发的总体 目标要求 ,积极

探索适应西部地区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

全方位开发利用新途径 ,进而逐步建设一支素质较

高、结构合理、规模适当的西部人才队伍。所谓人才

资源全方位开发利用 ,包括两层含义 ,即 人才资源范

围的
“
宽

”
和开发利用内容的

“
全

”
。

一 积极拓宽人才资源范围

解决人才匮乏问题 ,优化人才结构 ,必须立足于

西部地区实际 ,从多渠道拓宽人才资源范围 ,认真做

到
“
四结合

”
。

(-)稳定现有人才、引进外来人才、培育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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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相结合

首先 ,必 须明确现有人才队伍是 目前西部大开

发的主体力量。当前人才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重心

和根本 ,应 当放在制定优惠的人才政策 ,尽最大努力

稳定和利用好现有人才队伍上 [1](12页 )。 对西部

地区的科技专家、教育专家、管理专家等高级人才实

行高于东部地区水平的高薪制 ,政府和用人单位共

同出资 ,同 时免收个人收人所得税 ;对 贡献突出的人

才 ,在职称评定、享受特殊津贴、科研资助、生活保障

等方面优先考虑 ;努 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平等、择

优的用人环境 ,为人才提供脱颖而出、充分发挥潜力

的机会 ;调整作为人才
“
大本营

”
的事业单位的用人

政策 ,引 导人才向物质生产第一线、边远地区和非公

有制单位流动并发挥其作用。

其次 ,在稳定现有人才队伍的同时 ,采取多种灵

活方式 ,引 进外来人才和智力。目前 ,我 国东部地区

集中着占全国人才总量 43.2%的 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 ,且其中相当部分人才处于闲置状态 ,因 此 ,从东

部地区引进人才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 ,这不但有利

于缓解西部高层次急需人才的供求矛盾 ,还 可以合

理调整人才的区域分布结构 ,避免人才的浪费。当

前 ,西部地区引进外来人才 ,应 当根据本地区人才现

状和高新技术发展的需要 ,重 点引进优秀的学术技

术带头人 ;引 进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 、经营管理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绩的人才 ;引 进高新技术、支柱产业、

重大工程、新兴产业、紧缺专业的急需人才 ,以 获得

较高的人才效益。与此同时 ,要 按照全新 的
“
不求

所有、不求所在、但求所用
”
的人才引进思路 ,打破

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 ,打破人为的人才分割现状 ,疏

通人才与智力交流的渠道 ,采 取借调、聘用、兼职等

不改变人才行政隶属关系、不迁户 口、不随调家属子

女的形式 ,吸引急需人才定期或不定期到西部地区

工作 ,鼓励东部发达地区的人才以短期服务、项 目合

作、远程咨询、技术承包 、技术人股、技术服务 、客座

讲学或承包、承租、创办、领办、督办各类企业等方式

在西部大开发中施展聪明才智 ,从 而实现人才与生

产要 素 的跨地 区、跨所有制、跨行业 的优化 组合

[2]。

最后 ,在用好现有人才、吸引外来人才和智力的

同时 ,利 用多种渠道培养后各人才。培养后各人才

是提高西部地区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根本措施 ,只

有加强培养后备人才 ,才能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

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当前 ,后 各人才的培养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制定人才培养规划。把人

才培养工作纳人到各级政府和人事部门工作的重要

议事 日程 ,更新人才培养 内容 ,明 确人才培养重点 ,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层次和效果。二是优先发展教

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继续加大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

育投人的同时 ,制 定优惠政策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

发展高等教育 ,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人才 ,特别是高

素质的科技与管理人才 ,努力把人 口优势转变为人

才优势。三是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改变
“
一次教育

定终生
”
的旧观念 ,树立

“
人才终生开发

”
的新理念 ,

逐步建立终身教育体系 ,充 分利用西部地区现有教

育资源和各类培训基地 ,尤其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的优势 ,实 行校所企、校所地联合 ,鼓励更多的人

才参与终身学习 ,更新知识 ,提高素质。

(二 )中 青年人才、老年人才开发利用相结合

中青年人才年富力强 ,理所当然是西部大开发

的生力军。然而 ,目 前西部地区人才资源短缺 ,人才

年龄结构失衡 ,老 中青人才更替的断层现象严重。

这要求必须重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各级政

府部门要把开发利用老年人才资源工作作为促进地

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并 纳人到有关部门的

职责范围中去 ,做到有组织 、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发

利用老年人才资源。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人才市

场 ,为老年人才进入人才市场创造优 良的中介服务

和信息咨询服务条件 [3](I0页 )。 尽快建立老年人

才资源信息库 ,实 现老年人才资源共享 ,并为各级政

府部门掌握老年人才资源情况及规划 、开发和利用

老年人才资源提供信息与决策依据 [4](38页 )。 倡

导以老年大学为基础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 ,开设各

种学以致用的学科 ,更新老年人才知识 ,满足不同层

次、不同专业老年人才的学习需求。

(三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农村乡土人才 、少数

民族人才开发利用相结合

首先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是实现西部企业发展

的关键。迅速培养和造就通晓国际法则 、善于经营、

精于谋略、敢于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并能获得最佳经

济效益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主要措施有 :用 事

业 、待遇 、环境和感情稳定现有经营管理人才 ,吸 引

外来经营管理人才 ;大力培训经营管理人才 ,充分利

用综合性大专院校、财经院校和有关科研单位的力

量 ,开设企业厂长、经理专修班 ,加 大培养力度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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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其知识结构 ,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决策能力和

市场营销能力 ;推行厂长经理任职资格制度 ,按照现

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要求 ,大力培养和训练企业家 ;实

行功绩制 ,以 公开招聘方式发掘和启用合格的经营

管理人才 ;重视挖掘现有经营管理人员的潜能 ,使之

尽快成长为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同时 ,要 积极

创造机会 ,支 持他们参加各种短期培训和经验交流 ,

使他们尽快由单一型人才向复合型人才转变。

其次 ,开 发利用农村乡土人才是新时期人才工

作的新课题。农村乡土人才是在农村中土生土长 ,

自学成才 ,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或一技之长的农

民群体。结合乡土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特殊性 ,探索

有效的开发利用途径 ,制 定科学规划。其一 ,结合当

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 ,制 定农村乡土人才开

发利用规划 ,并纳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

划之中。其二 ,通 过多种途径发现乡土人才。如搞

好乡土人才的普查工作 ,建立乡土人才资源库 ;通过

开展农民技术比武、农产品展示竞赛、科技推广项 目

的招标等多种形式发现人才 ;结合农业新知识、新技

术、新品种的普及推广 ,有 意识地物色确定示范户、

带头人 ,在普及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中开发乡土人才。

其三 ,选拔一批有一定基础 、具有较好发展前途的乡

土人才 ,有重点地进行培训提高。如组织他们到高

校、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理论学习和专业技术培训 ,促

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帮 助他们与有关高校 、科研机

构建立经常性联系 ,进行技术合作开发 ,实现优势互

补 ;安排他们参加各种专业技术学会、各种学术技术

会议和到外地参观考察等 ,为 乡土人才提供与社会

接触的更多机会 ;组织乡土人才下乡活动 ,起到科技

推广的示范作用和传帮带作用 [5](85—86页 )。

最后 ,开 发利用少数民族人才资源是西部民族

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西部地区是我国

少数民族聚集地区 ,少 数民族人才是民族地区本土

上用得上 、留得住的人才 ,对于稳定现有人才队伍具

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开发利用少数民族人才资源对

于西部地区发展和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具有重要的

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因此 ,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

倾斜政策 ,加 大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训 ,加强民族地

区的基础教育 ,提高物质待遇 ,改善工作环境 ,以 鼓

励和稳定这支队伍在西部地区建功立业。

(四 )引 进和盘活高精尖人才 ,与用好普通适用

型人才相结合

22

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短缺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

的瓶颈 ,大力引进和盘活高精尖人才 ,建立西部人才

高地是非常重要的。但在重视高精尖人才的同时 ,

切不可忽视合理使用普通适用型人才。应 当看到 ,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在转轨变型时期 ,就生产

力水平而言 ,仍然滞后于东部地区 ,产业结构还不尽

合理 ,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有很大比例 ,客观上需要大

量的普通适用性人才充实企业。用好普通适用型人

才 ,更是西部地区的当务之急。因此 ,在人才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的过程中 ,要 注意克服盲 目追求高精尖

人才的思想 ,大力使用普通适用型人才 ,真正做到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 ,提高人才的使用效率。

二 全面实施观念、制度、机制、政策的调整和

变革

解决人才效益低下问题 ,稳定人才队伍 ,构 建 良

好的创业环境 ,必须从调整和变革观念、制度 、机制、

蛛

lF艿荏⒈蜇雾k才耐埝

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要实现新突

破、探索新路子 ,更新人才观念是先导。当前最重要

和最根本的是要树立适应西部发展要求的全新人才

观念。

第一 ,树立人才第一资源观。在党的十五大报

告中,江泽民总书记对人才资源做了极其重要的论

述 ,即
“
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

资源
”

,“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
”

,“ 培养同现

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

千万计的专门人才 ,发 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巨大

优势 ,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
[6]。

这表明 ,党 中央十分关注人才问题 ,将人才资源的重

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西部地区人才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必 须以党中央的人才思想为指

导 ,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 ,确 立人才资源

开发利用的战略地位 ,真正尊重知识重视人才。

第二 ,树立人才资本观。人才不仅是一种再生

型资源、可持续资源 ,而且是资本性资源。人才开发

利用既是资源开发利用 ,同 时也是资本运营。所以 ,

从本质上讲 ,人才开发利用工作具有经济属性 ,必须

按照经济法则去运作 ,必须考虑其成本和收益问题 ,

进行人才资本或人才资源经济活动分析 ,统计和考

核人才投资、人才成本、人才价值、人才收益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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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等相关状况 ,真正把人才的价值同企事业单位

的生产经营活动统一起来 ,把人才要素纳人经济活

动的生产要素中。各级人事部门也必须树立人才资

本或人才效益的牢固概念 ,摒弃只把人才发现、培养

和使用看做是一种社会和行政行为的片面认识 ,而

应从经济行为、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的角度来对待 ,

提高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 ,争 取以最少的管理和开

发利用费用获得最大化的人才个体或群体效益。

第三 ,树立人才结构调整观。就过去的人才资

源开发利用工作本身来看 ,往往着重于扩大规模 ,追

求数量上的增长 ,但 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迫切

要求对人才结构进行调整。西部地区人才结构不合

理现状 ,阻碍了人才潜能的发挥 ,成为继续推进人才

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 ,在

当前西部人才资源开发利用中 ,要 树立人才结构调

整观 ,改变人才开发利用过程 中
“
重数量轻质量

”
、

“
重规模轻结构

”
的观念 ,将人才结构调整作为提高

人才队伍综合效能的关键点 ,作 为人才资源开发利

用中创新机制、完善政策的切人点。

第四 ,树立人才资源社会拥有观。这是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计划经济时期 ,人

才属于地区所有 、部门所有和单位所有 ,人才难以流

动 ,资源浪费在所难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才属

于地区所有、部门所有和单位所有的历史 已一去不

复返了 ,因 此 ,必须树立人才资源社会拥有的观念 ,

彻底打破人才的地区、部门和单位所有制的隔绝和

封锁 ,允许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全

社会范围内自由、合理、有序地流动 ,通 过正常流动

来实现人才资源共享、高效利用和科学配置。

(二 )创 新人才制度

人才资本是一种特殊资本 ,所 有者与资本不可

分割。人才资本只能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 ,只 有在

一定的制度框架下 ,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对经

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东部地区在产权

制度、企业组织制度、分配制度上的创新 ,促 使一个

能为个人提供有效刺激、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的出

现 ,从而对其他地区的人才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因

此 ,西部地区要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也必

须进行制度创新。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实 现人才资源管理

制度的变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 有企业存在落

后的人才资源状况 ,企业缺乏可靠的奖励与惩罚措

施 ,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企业成员不愿承担责任 ,

工作按部就班 ,员 工晋升主要依据年龄、工龄、资历、

政治忠诚度以及是否遵守规章制度等。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西 部地区的国

有企业必须尽快变革传统的人才资源管理制度 ,提

高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在管理职能上 ,要 实

现由传统的劳动人事管理向现代的人才资源开发和

管理转变。改变以事为中心、以人适应制度的做法 ,

而注重以人的开发和管理为中心 ,在不断提高人的

素质的基础上 ,使规范的制度适应人的能力和发展。

在管理活动上 ,改变企业在有关的规划、计划确定之

后 ,再 以此确定人事劳动计划的做法 ,将人才资源的

开发和管理纳人企业的战略规划 ,同 时根据企业内

外部条件的变化 ,制 定相应的发展战略 ,为 充分发挥

人才优势进行各种合理的筹划。

第二 ,积极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多种实现

形式 ,实现分配制度的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 ,随着改革的深化 ,形 成 了以按劳分配为主

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即 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

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格局。资本、技术、成果、管理

等要素参与分配 ,使科技人员收人渠道多样化 ,收人

来源多元化 ,以 激发科技人员的工作潜力。西部地

区实施分配制度改革 ,必须因时因地制宜 ,在 国家现

有法律法规范围内 ,积极主动地探索生产要素参与

分配的实现形式。比如从科技开发、转让 、咨询、培

训、服务等活动所创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 ,分配给参

与上述活动或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对 签订技术承包

合同或协议的专业技术人员 ,给予一定报酬 ;对提供

信息、合理化建议给单位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 ,提取一定比例作为报酬 ;根 据经营管理者的

责任轻重、风险大小和工作业绩优劣 ,确 定企业经营

管理者报酬 ;股份公司可试行法人持股、管理人员持

股 、职工持股相结合的办法 ;有 条件的单位 ,还 可以

试行协议工资制、年薪制、佣金制等 ,从 根本上克服
“一刀切

”
的平均分配弊端 ,积极稳妥地推进分配制

度的改革。

第三 ,建立聘用制度 ,促进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

转换。长期以来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事业单

位用人制度 ,一 直采取单一的录用、分配、任命制 ,各

类人员一经录用、分配 ,就成为国家干部 ,形 成了职

工和单位的行政依附关系 ,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

改革开放以来 ,东 部地区一些事业单位开始试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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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 ,为各类事业单位找到了一条用活用人制度的

新途径。目前 ,党 中央、国务院已把建立和推行聘用

制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 ,西

部地区应认真贯彻这一精神 ,加 快推行聘用制。事

业单位的聘用制主要包括公开招聘制度、竞聘上岗

制度、合同聘用制度、聘后管理制度、解聘辞聘制度、

聘用监督制度等多项内容 ,作 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一项新型的用人制度 ,必须 由政府有关部门综合协

调、统筹安排、配套进行 ,积极稳妥地探索有效措施

和途径 ,实现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根本改变。

(三 )构 建人才机制

机制是生命有机体的内在构成与联系。良好的

机制可以把各种要素整合起来 ,形 成 良性循环。创

新和营造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才资源开发利

用机制 ,是西部地区建设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人才

队伍的迫切需要。西部地方可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下

四大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机制。

第一 ,人才合理流动机制。包括加大建章立制

工作 ,规范人才流动运作程序。加快人才市场建设 ,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的作用 ;改革现行的人事调

配制度 ,制 定有关人才双向选择、合理流动的政策措

施。建立健全人才流动仲裁机构 ,对 各类 因人才使

用和流动而引起的矛盾和纠纷进行规范的评判和裁

决 ,防止市场配置人才 中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人才

合法利益的现象发生 ;深人开展人事代理和人才测

评工作 ;鼓励各类人才向经济建设第一线转移 ,支持

他们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和社会

中介服务企业。

第二 ,人才培训和培养机制。包括制定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及实施细则 ,把 继续教育培训

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挂钩 ,推动继续教育制度化、终

身化、规范化 ;充分发挥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培

训人才的作用 ,加速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

创新型八才、复合型人才、实用型人才 ;结合各地实

际 ,大力培训农村乡土人才、少数民族人才、企业经

营管理人才 ,不断提升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7](339

页)。            。

第三 ,激励竞争机制。包括对各类人才采取考

试录用制、聘任制、试用制 ;建立科学的人才晋升晋

级制度 ,设立西部开发人才奖 ,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优

秀人才和功臣 ;通过项 目、岗位公开招标等形式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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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优秀人才担任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重大课题组

负责人。

第四 ,人才选拔机制。包括选拔一定数量的青

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定期到国内外重点

院校、科研院所深造 ;完 善优秀中青年人才破格晋升

机制 ,使破格晋升工作重点向高新技术、国际经贸、

法律、农业和工程等专业技术领域倾斜 ;深化职称制

度改革 ,推进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的建立 ;完

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 ,探索并试行人才社会

化评价的办法。

(四 )完善人才政策

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所需大量人才 ,要从新

的机制来 ,也要从好的政策来 ,以 政策作为调控和引

导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有力杠杆。当前很重要的一

个途径 ,就是调整和完善人才政策 ,以 新政策来体

现、构筑新机制。

第一 ,加 大国家科技教育计划对西部地区的倾

斜和支持 ,确 立西部开发专项计划 ,逐步提高用于西

部科技、教育的经费数额。

第二 ,加 大西部地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

中心、科技信息网络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 ,分

批建设科研开发基地、工程化示范基地和专业孵化

器等 ,逐步建立支撑西部发展的科研基础体系。

第三 ,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 ,进一步改善

西部地区高层次科技人员的生活、工作条件 ,加 强西

部科技人才培训 ,增 加西部科技人员出国进修、参与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机会。

第四 ,科技人员在西部地区兴办科技型企业 ,应

取消股权、期权和知识产权人股比例的限制 ,对西部

地区申报科研中小型企业创新基金项 目,在 同等条

件下优先安排。

第五 ,鼓励西部地区企业提高技术开发投资比

重 ,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

用可以不受比例限制 [8]。

总之 ,西部地区人才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是一项

长期、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的系统工程 ,其 中,更新观

念是先导 ,创新制度是基础 ,构 建机制是条件 ,完 善

政策是保障 ,四个方面的改革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

有机统一体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进人才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进程。



刘 琚 宽与全 :西部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

参考文献 :

[1]田秋生。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与对策[J⒈ 改萆 ,⒛00,(2),

[2]惠 清 ,齐放 ,怀 明,西部人才开发要克服六重六轻[N⒈ 中国人事报 ,⒛00△ ⒈07(3),

[3]周琪.西部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大有可为[J⒈ 人才与现代化,zO01,(I),

[4]段 贤来.老年人才资源开发的思考[J⒈ 人才开发 ,zO00,(11),

[5]杨静波。关于农村乡土人才资源开发的思考[A⒈ 人才战略论文集[C],北京 :中 国人事出版社 ,⒛00.

[6]江 泽民。高兴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N⒈ 人民日报 ,1997-09-12(1)。

[7]王世坤.西部跨越式发展需要人才开发战略性突破[A⒈ 人才战略论文集[C],北京 :中 国人事出版社 ,zO00.

[8]⒛01年 中国西部论坛,五大政策推动科技进步[N⒈ 经济日报 ,zO01-O9-07(2)。

Counter■ Measure1or】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of West

China Talent PersonneI Resources

LIU Ju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Sichuan Normd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Human resourCes, espeoially talent personnel resources, are the fundamental insurance of

the great West China development. To reasonably develop and exploit the resources, We must staΓ 1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resources in the West China, actively widen the scope of the resources, impleˉ

ment an overa11a曲 ustment and reform of ideas,systems,mechanism and policies,and real此 e an a11-

round development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goal requirement of the

great West China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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