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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采矿业人力资源现状与矿业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崔海丽１，胡瑞文２

（１．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２００２３４；２．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上海２０００３２）

摘　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年间，我国采矿业的人力资源发展较快，从业者受教育程度得到提升，但整体文化层

次依然偏低，采矿业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旺盛，但高等教育培养能力严重不足，不利于采矿技术水平的

提升。同时，采矿业对相应专业人才吸纳能力较强，而我国中职教育涉矿类人才的培养也难以满足采矿业市场

需求。因此，未来需注重专业人才预测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扩大普通高等教育中地矿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

加大调整中职教育的招生结构，扩大涉矿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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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业是以自然资源为生产对象 的 古 老 产 业，矿 产 资 源 的 勘 探、开 发 和 利 用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重 要 基 础

产业之一。近年来，随着市场对能源需求的扩大及采矿 业 现 代 化 的 推 进，采 矿 业 在 国 民 经 济 中 的 地 位 愈

加重要。然而，在采矿业的发展过程中 也 存 在 诸 多 问 题，如 开 采 技 术 水 平 较 低、资 源 利 用 率 不 高、安 全 事

故频发等。［１］采矿业存在的问题，与其 人 力 资 源、技 术 水 平 等 相 关，其 中 人 力 资 源 是 制 约 我 国 采 矿 业 发 展

的主要瓶颈之一。

本文主要依据我国历年教育事业 统 计 数 据 及 第 五、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数 据，对 我 国 采 矿 业 人 力 资 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进展情况进行梳理，并 结 合 我 国 普 通 高 等 教 育 及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中 与 采 矿 相 关 专

业的人才培养情况，探究我国采矿业人 才 培 养 中 所 存 在 的 问 题，并 对 矿 业 教 育 的 未 来 发 展 提 出 相 应 的 政

策建议。

一、我国采矿业人力资源现状与未来需求分析

（一）我国采矿业人力资源总体状况

１．采矿业从业人员的规模变化情况

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间，我国采矿业从业人员规模发展较为稳定：全社会就业总规模增长了１６％，采

矿业总规模增长了近１７．２％，略 高 于 全 行 业 从 业 人 员 的 增 长 速 率；采 矿 业 人 员 占 全 行 业 的 比 例 维 持 在

１．１％左右。其中，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采矿业总从业人 员 数 减 少 了６万 人，减 幅 为０．８％；而 本 世 纪 前１０
年增加了１３０万人，增长率达１８％。［２］［３］本世纪前１０年采矿业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上 个 世 纪 的 最

后１０年（具体见表１）。

２．采矿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变动状况

根 据全国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年间，我国采矿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

DOI:10.16452/j.cnki.sdkjsk.2013.06.008



８０　　　
第１５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３

表１　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我国采矿业

从业人员规模进展情况 （单位：万人）　　

总从业人数 其中：采矿业从业人数 所占比例（％）

１９９０年 ６４　７２４　 ７２５　 １．１

２０００年 ７１　２６６　 ７１９　 １．０

２０１０年 ７５　１５０　 ８５０　 １．１

　　数据来源：全国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度得 到 极 大 提 升，但 文 化 层 次 依 然 较

低：采矿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 年 限

由２０００年 的９．１年 增 加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１０．２年，提高了１．１年，达 到 高 中 一 年

级水平①（具体见表２）。

在文化程 度 构 成 上，采 矿 业 大 专 及

以上文化程度从业人员数，由２０００年的

３５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２万人，增加了７７万人，占采矿业总从业人员数的比例由４．９％提高到１３．１％，

增加了８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从业人员数由１５４万人上升到１９５万人，增加了４０万人，占全部人员的

比例由２１．４％提高到２３．０％。然而，虽然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从业人员比例２０１０年下降到６４％，但仍占

主体地位，文化层次偏低，不利于采矿业机械化、自动化和安全生产水平的提高（具体见表２）。

表２　采矿业人员文化结构变动情况表

年份 规模合计（万人）

规模及文化结构

初中及以下

（所占总量百分比）
高中

（所占总量百分比）
大学专科及以上

（所占总量百分比）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２０００年 ７１９
５３０

（７３．７％）
１５４

（２１．４％）
３５

（４．９％）
９．１

２０１０年 ８５０
５４３

（６３．９％）
１９５

（２３．０％）
１１２

（１３．１％）
１０．２

数据来源：全国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二）我国采矿业分中类行业的人力资源状况分析

１．分中类行业从业人员规模增长情况

我国采矿业分为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采选业，金属、非金 属 采 选 业 及 其 他 采 矿 业。根 据 全 国 第

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１０年间，这三个中类行业的人员规模变动情况如下：

煤炭采选业的从业人员数，由２０００年 的４０６万 人 上 升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４９６万 人，增 加 了９０万 人，增 幅

达２２．２％；其占采矿业总从业人员数的比例由５６．５％提 升 到５８．４％。石 油 和 天 然 气 开 采 业 的 从 业 人 员

数，由２０００年的５３万人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１万人，增加了５８万人，增幅高达１０９％，在采矿业中人员规

模增长速度最快；其占采矿业总人 数 的 比 例 由７．４％提 高 至１３．１％。金 属、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的 从 业 人 员

数，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５２万人降低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３３万人，减少了１９万 人，减 幅 达９．２％；其 占 采 矿 业 总 人 数

的比例由３５．０％减少到２７．４％（具体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采矿业中类从业人员规模情况

行业名称
规模（万人）

２０００年（所占总量百分比） ２０１０年（所占总量百分比） 增加量
增幅（％）

合计 ７１９（１００％） ８５０（１００％） １３１　 １８．０

煤炭采选业 ４０６（５６．５％） ４９６（５８．４％） ９０　 ２２．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５３（７．４％） １１１（１３．１％） ５８　 １０９

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 ２５２（３５．０％） ２３３（２７．４％） －１９ －９．２

数据来源：全国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① 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设定为：小学以下为０年，小学为６年，初中为９年，高中为１２年，大专及以上为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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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分行业文化程度构成状况

石油、天然气采矿业从业者的受教 育 程 度 相 对 较 高，高 中 及 以 上 学 历 人 才 占 绝 对 比 重，且１０年 内 发

展速度较快，适应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 对 高 素 质、高 技 术 人 才 的 需 求；煤 炭 采 选 业 规 模 较 大，受 教 育 程

度有极大提升，但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人 员 依 然 占 主 体；金 属、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人 员 规 模 减 小，文 化 层 次

有所提高，但与其他几类行业相比仍处于最低水平。

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石油和 天 然 气 开 采 业 由２０００年 的１１．５年 提 高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１２．７年，提 升 了

１．２年，达到大学一年级水平；煤炭采选业由９．０年上 升 到９．９年，提 高 了０．９年，达 到 高 中 一 年 级 水 平；

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由８．８年上升到９．６年，提高了０．８年，达到高中一年级水平。

在受教育结构方面，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煤炭采选业由３．９％提 高 到１０．５％，增 加 了６个 百

分点；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由４．０％上升到８．６％，提高 了 近５个 百 分 点；石 油 和 天 然 气 由１６．５％提 高 到

３７％，上升了近２１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煤炭采选业提高了不到１个 百 分 点，而 金 属、非 金

属矿采选业１０年间也仅提高了１．３个百分点，两个行业２０１０年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均维持在２０％左

右；石油和天然气由５１．６％降低至４０．７％，降低 了１０个 百 分 点；初 中 及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所 占 比 例，煤 炭 采

选业下降了约７．５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初中及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所 占 比 例 略 低 于７０％；金 属、非 金 属 采 选 业 均

下降了约６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初中及以下 文 化 程 度 所 占 比 例 略 高 于７０％，占 主 体 地 位；而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开采业１０年间下降了１０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仅为２２．３％，学 历 水 平 普 遍 高

于煤炭采选业和金属、非金属采选业（具体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采矿业分行业中类从业人员的学历构成情况 （单位：％）

行业 年份 规模（万人）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专科及以上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煤炭采选业
２０００　 ４０６　 ７６．９　 １９．２　 ３．９　 ９．０

２０１０　 ４９６　 ６９．４　 ２０．１　 １０．５　 ９．９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２０００　 ５３　 ３１．９　 ５１．６　 １６．５　 １１．５

２０１０　 １１１　 ２２．３　 ４０．７　 ３７．０　 １２．７

金属、非金属矿采选业
２０００　 ２５２　 ７７．６　 １８．４　 ４．０　 ８．８

２０１０　 ２３３　 ７１．７　 １９．７　 ８．６　 ９．６

数据来源：全国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三）采矿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受教育程度现状

采矿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的 受 教 育 水 平 更 是 低 于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的

平均水平。２０１０年，采矿业专业技术人员 总 规 模 达 到７６万 人，占 采 矿 业 全 部 从 业 人 员 数 的８．９％；其 中

采矿业内的工程技术人员总规模为４８．６万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６３．８％，占采矿业总人数

的比例为５．７％。

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采矿业专业技术人员２０１０年为１２．５年，尚未达到 大 学 一 年 级 水 平；其 中 工 程

技术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２年，仅为高中毕业水平。在受教育结构上，采 矿 业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大 专 及

以上文化程度比例仅为３９．６％（其中工程技术人员比例仅为３６％），不足专业技术人 员 数 的 二 分 之 一，文

化层次重心较低；不利于采矿业勘探、开采等技术水平的提升（具体见表５）。

（四）勘测和开采工人的受教育程度状况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间，我 国 勘 测 与 开 采 工 人 的 受 教 育 程 度 有 了 较 大 的 提 升，但 整 体 水 平 仍 相 对 较 低，高

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例还不到３０％，初中及以下文化 程 度 人 员 占 主 体，受 教 育 结 构 较 差。勘 测 与 矿 物 开

采工 人 的 人 员 总 数，由２０００年 的４１５万 人 增 加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４７４万 人，占 采 矿 业 全 部 人 员 的 比 例 由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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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０年我国采矿业专业技术人员学历构成情况

行业名称 规模（万人）
学历构成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专业技术人员 ７６．２　 ６０．４％ ２２．３％ １７．３％ １２．５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４８．６　 ６３．８％ １８．８％ １７．４％ １２．０

数据来源：全国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降低到５５．８％。

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勘测与矿物开采工人由８．６年增加到９．６年，达 到 初 中 毕 业 水 平，有 了 较 大 程

度的提高。在受教育结构方面，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比例１０年内提高 了９个 百 分 点，但 初 中 及 以 下

文化程度人员的比例仍在７０％以上，勘测与矿物开采工人的文化层次较低（具体见表６）。

表６　勘测与矿物开采工人的规模、结构变动表 （单位：万人）

年份 合计
初中及以下

（所占总量百分比）

高中

（所占总量百分比）

大专及以上

（所占总量百分比）

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勘测与矿物开采工人

２０００年
４１４．５

１００％

３３７．８

（８１％）

６８．９

（１７％）

７．８

（２％）
８．６

２０１０年
４７４．２

１００％

３４２．９

（７２％）

９３．２

（２０％）

３８．１

（８％）
９．６

数据来源：全国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同时与其他工人的受教育状况相比，２０１０年，勘测及 矿 物 开 采 工 人 的 人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虽 高 于 工 人 的

平均水平，但与其他几类工人的平均水平相比较低。高 中 及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的 从 业 人 员 比 例 为２８％，高 于

全部工人比例５个百分点，但与其他几类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具体见表７）。

由于勘测与采矿等岗位对人员的知识、技能、安全意识等有一定 的 要 求，因 此 未 来 亟 需 提 高 这 些 岗 位

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表７　２０１０年矿物开采人员及其他工人受教育结构情况 （单位：％）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人均受教育年限（年）

１、勘测与矿物开采工人 ７２　 ２０　 ８　 ９．６

２、金属冶炼、轧制工人 ６８　 ２３　 ９　 ９．９

３、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７０　 ２４　 ６　 ９．８

４、机械加工、装配、维修工人 ７０　 ２４　 ６　 ９．８

５、电子元器件与设备制造、装配、调试及维护人员 ６４　 ２８　 ８　 １０．２

６、电力工人 ４９　 ３４　 １８　 １１．１

二、十年来我国矿业教育发展状况

（一）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我国普通高等矿业教育的１０年进展

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以培养从事采矿业人才为主的 专 业 主 要 涉 及 地 质 类 和 矿 业 类 专 业。根 据

教育事业统计报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我国普通本、专科教育 中，地 质 类 和 矿 业 类 专 业 的 招 生 呈 快 速 增 长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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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生规模上，地质类 和 矿 业 类 本 专 科 合 计 招 生 数，由２０００年 的７００２人 增 加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５９　０５７
人，增幅为７．４倍。其中，地质类和矿业类本科合计招生数由５９６１人 增 加 到２８　１９８人，占 本 专 科 总 招 生

数的比例由８５．１％降低到４７．７％；专科合计招生数由１０４１人增加到３０　８５９人，所占比例由１４．９％增加

至５２．３％。在专业设置点上，地质类专业的设置点数 由３８个 增 加 到１３４个，增 幅 为３．５倍；矿 业 类 专 业

设置点数由７３个增加到２４４个，增幅为３．３倍（具体见表８）。

表８　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矿业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情况 （单位：个）

年份
普通本、专科生教育

合计 地质类本科（校点数） 地质类专科（校点数） 矿业类本科（校点数） 矿业类专科（校点数）

２０００年 ７００２　 １５４６（３１） ２０８（７） ４４１５（４４） ８３３（２９）

２０１０年 ５９　０５７　 １２　３６４（７６） ６４６２（５８） １５　８３４（８１） ２４　３９７（１６３）

２０１０／２０００　 ８．４　 ８．０　 ３１．０　 ３．６　 ２９．３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及统计数据库

　　（二）我国中职矿业教育的进展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体系中，以培养 采 矿 业 人 才 为 主 的 专 业 主 要 有 资 源 与 能 源 类 专 业 中 的 选 煤、石 油

开采、采矿技术等专业。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间①，中职教育中以培养采 矿 人 才 为 主 的 相 关 专 业 招 生 数，由２００３年 的８６２８人 增 加

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２　１１２人，年均增长率达２２％。八年合计招生数为２８万人，年均招生约３．５万人。专业设

置点数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６４个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４３个，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９％（具体见表９）。

表９　我国中职矿业教育的招生情况 （单位：个）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校点数 １６４　 ２０１　 ２５８　 ３９３　 ４２３　 ４９５　 ４８５　 ３４３

招生数 ８６２８　 １４　８１４　 ２７　９２３　 ４３　２６５　 ４６　６５６　 ４６　９８０　 ５０　５６１　 ４２　１１２

数据来源：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历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及统计数据库

三、我国采矿业人才供求存在的问题

（一）采矿业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旺盛，但高等教育培养能力严重不足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我国采矿业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的１０年 增 补 量 为７６万 人，自 然 减 员 量 为７万

人，１０年补充量为８３万人，则年均补充量应为８．３万人。②

同期，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地质类和矿业类专业的十年招生总数 为３２．７万 人，年 均 培 养３．３万 人；

毕业生总数为１８．２万人，年均毕业１．８万人。若不考虑成人、网络本专科的人才培 养 及 其 他 专 业 人 才 进

入采矿行业等因素的影响，单从普通高等教育的地矿类专业人才供给和 采 矿 业 高 学 历 人 才 需 求 的 增 长 来

看，这１０年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培养 量 远 低 于 采 矿 业 对 专 科 及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人 员 的 需 求 量，高 等 教

育对地矿类人才的培养能力严重不足；同 时，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表 明 我 国 采 矿 业 市 场 对 相 应 专 业 人 才 的

吸纳能力较强，地矿类专业人才进入采矿业市场就业较为容易。

①
②

由于统计数据的缺失，对中职矿业教育情况的统计年限由２００３年开始。

补充量＝增补量＋自然减员量，其中：自然减员量＝２０００年大专及以上总量＊０．２。



８４　　　
第１５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３

（二）采矿业高中文化程度人员中，中职教育所培养的专业人才所占比重较低，中职教育涉矿类人才

的培养难以满足采矿业市场需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的８年间，尽管我国中职教育涉矿类专业 人 才 的 培 养 能 力 提 升，其 招 生 数 占 中 职 教 育

全部招生数的比例由０．２％增加到０．６％，且 涉 矿 类 专 业 年 均 招 生３．５万 人，年 均 毕 业２．３万 人，但 本 世

纪前１０年，我国采矿业高中文化程度 人 员 补 充 量 为７２万 人，年 均 需 补 充７万 人。若 中 职 教 育 所 培 养 的

地矿相关专业人才全部进入采矿业市场就业，则采矿业高中文化程度人员中仅有３０％的人员是由中职教

育地矿相关专业所培养的，这一培养现 状 远 远 不 能 满 足 采 矿 业 人 力 资 源 进 一 步 提 升 的 需 求，我 国 中 职 教

育涉矿类专业的培养能力依然不足。

四、对未来我国矿业教育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注重专业人才预测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扩大普通高等教育中地矿类专业人才的招生，并采取各

种措施提高地矿类专业毕业生对专业的认可度

采矿业作为重要的原材料工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然 而 由 于 专 业 本 身 特 点

及市场等因素影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 地 矿 类 专 业 的 培 养 能 力 不 足，这 将 成 为 我 国 采 矿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制约因素。

未来若要提高采矿业的发展速度，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做 好 专 业 人 才 预 测 的 研 究 工 作；并 通 过

改革招生制度、奖助学金制度等措施来 加 大 普 通 高 等 教 育 地 矿 类 专 业 人 才 的 招 生 规 模 和 比 例，使 地 矿 类

专业招生规模在总招生规模中所占的比例适当于采矿业在全行业中所 占 比 例，为 采 矿 业 培 养 更 多 具 有 专

业技术水平、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高学历人才。

同时，高等矿业教育也应通过提高教学质量、进行课程改革、加强 校 企 合 作 的 联 系 等 方 式 增 强 学 生 对

专业的认可度与吸引力，为地矿类专业毕业生进入采矿行业就业做足准备。［４］

（二）加大调整中职教育的招生结构，扩大涉矿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和比例

中等职业教育主要以培养面向一 线 的 生 产 工 人 为 主，在 采 矿 业 中，中 职 涉 矿 类 专 业 培 养 的 人 才 较 多

流向于勘测与开采工人的职业岗位。然而，２０１０年我国勘测与开采工人中，仅占２０％比 例 的 人 员 是 高 中

文化程度；同期，涉矿类专业招生数为４．２万人，占中职全部招生数的０．６％，而面向白领岗位就业的专业

仍有大幅招生，如２０１０年我国法律专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１５．２年，且１０年 间 大 专 层 次 的 人 员

数都在减少，增加的人员数集中在本科及以上学历层次，但２０１０年中等职业教 育 还 招 生 涉 法 律 专 业 人 数

为１．８万人左右。这种趋势不仅强化了 这 些 白 领 岗 位 供 过 于 求 的 趋 势，在 某 种 程 度 上 造 成 人 才 的 浪 费；

同时对于一些基础性的、技术性的工种，尤其是艰苦行业的艰苦岗位则人才严重紧缺。［５］

因此，未来首先应加强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减少旨在 培 养 白 领 岗 位 专 业 的 招 生，适 当 扩 大

涉矿类等社会紧缺人才专业的招生规模和比例；［６］同时政府和学校应 在 招 生 政 策、专 业 设 置、实 践 与 教 学

等层面采取积 极 的 提 升 措 施，增 强 专 业 的 吸 引 力，吸 引 学 生 前 来 报 考，以 保 障 对 采 矿 业 岗 位 人 才 的 供

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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