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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扶贫方式应逐步从以物质资

本投入为主向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

方向过渡�或者二者兼顾�不同地区
采取不同的投入模式。从长远上看�
虽然人力资本的投入可能会牺牲眼

前的经济利益�但却会大大增加未来
反贫困的潜在能力�这是中国能否彻
底消除贫困的关键。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从
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讲�中国农
村的反贫困行动都将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尤其是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更是
如此。反贫困行动纲领必须以人力资
源开发战略为重点与核心�以期全面
促进贫困地区人的健康发展�增加其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为此�
中国未来反贫困战略的着眼点是人

力资源开发�我们在选择反贫困的长
期思路上必须着重解决好下面三个

问题：

第一�解决好攻坚扶贫与长期扶
贫的认识问题。我们目前确定的扶贫
攻坚目标是解决农村人口温饱问题�
而中国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使全

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个
目标�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扶贫
的思想准备和措施准备�而实现这一
目标的关键之一是要以人的发展为

中心。换言之�为了彻底消除贫困�走
上共同富裕之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
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

第二�解决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
开发的配套措施问题。人力资源开发
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套措施作为
运行的必要基本保证。目前�贫困地
区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需要建立或完

善的配套措施包括区域人口总量控

制措施、基础教育发展规划、初级卫
生保健制度、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长

远规划、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劳动力
合理流动措施�等等。上述配套措施
应当做到有规划、有目标、有措施、有
监督�从而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人力
资源开发战略的持久实施。

第三�解决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
配置问题。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是人力
资源开发的核心内容。贫困地区人力
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求该地区根据特

定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条件来突出
区域的产业或行业配置�即区域的产
业或行业配置应反映出贫困地区脱

贫致富的主线�应满足人力资源与其
他资源最优配置的原则。这意味着�
贫困地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内容与
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应该形成不同的
人力资源开发和配置的模式。□

（本文编辑 张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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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这路�就看

你怎么走。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

地的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公

司�就是靠自我发展�探索和开
辟了一条成功的现代物业管理

之路。
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公司

的前身为市房管局属下的一个

房管所�随着改革的发展�取消
了房管所�成立了管理处�且属
于事业单位�完全是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产物。由于房管力度
的加大�管理处体制上也发生
了质的变化�其上级主管机构
对管理处完全实行了 “断奶”�
使之完全依照企业性质运作�
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刚独立的
管理处几乎是一片空白�十分
清冷和贫寒。

面对残酷的现实�首先�他
们彻底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决
心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开辟房

管新路。微薄的房管费根本无
法使企业生存�惟一的出路是
大力开展多种经营。
1993年�具有法人地位的

大众物业管理公司正式成立以

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
同行业瞩目的业绩。1995年接
管的深圳市大型住宅区松坪村

荣获了全国物业管理优秀示范

住宅小区�1997年通过参与桃
源村物业管理指标竞争活动�
使公司跻身于全市物业管理行

业的三强之一。
近年来�由于物业管理行

业的迅猛发展�公司的优势受
到了挑战�为了适应形势的变
化�增强企业竞争力�公司新一
届领导决心变革创新�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他们进一步深化
管理�进行制度创新�实施 CI
品牌战略�在经营上实施规模
经济�以业养业�开展多种经
营�走集约化管理之路。1997年
他们先后接管了比华利、盛龙
花园2个商品房住宅区�从政
府委托型走向了商品市场型�
随后又顺利接管了高层物业景

鹏和景龙大厦�这不仅标志着
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还显

示了其物业管理水平有了质的

飞跃。从管理多层物业转向了
高层物业�尤其是1998年福滨
湾老区的改造成功为深圳市今

后即将推行的老区改造工程提

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十余
年来�大众物业管理公司从过
去的房管所发展至今天拥有

12个屋村管理处�管理面积达
180万平方米的深圳市首批甲
级物业管理公司。□

（本文编辑 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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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业管理之路
———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公司发展纪实

尽管中国政府在制定反贫困策略

时强调了人力资源开发对于消

除贫困的现实作用。但是�在反贫困的
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宏观决策者�还是
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都过分强调物质资
本投入对消除贫困的作用�认为物质资
本投入量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致使人力资源开发政
策存在着局限和不完善的地方�这些问
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目前贫
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仍缺乏完整

性、系统性和连贯性。完善的人力资源
开发政策应该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各个

要素�通过适时调整政策来协调各要素
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或促进作用�而目前
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与其真正

内涵还有很大差距�如忽视了人口迁移
与流动、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等方面的
作用�特别是忽视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
及累积效果。二是人力资源开发政策还
缺少具体的配套措施。例如�一些地区
扶贫资金分配仍以家庭规模大小为基

数�或者扶贫政策并没有完全向计划生
育户倾斜�这也是导致贫困地区农户
“多子多福”的重要现实基础。此外�一
些贫困地区在推广技术时�搞形式主
义�没有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普及
实用技术的发展目标和采取有力的措

施。三是现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由于缺
少必要的硬性指标而易流于形式。不像
脱贫预期目标那样�各地在实施人力资
源开发政策时并没有明确的硬性指标

规定�特别是在人力资源质量方面�对
普及国民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技术培
训以及改善卫生医疗条件等大都没有

规划目标。
反贫困行动是对人的一种投资�它

所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人的长期发展�这
既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宗旨�也是贫
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
认为�从开发式扶贫角度讲�中国农村

●企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