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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利用第四 、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 考察广州就业人口文化素质变动特征;建立人力资本与经

济增长的关联模型 ,计算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实现广州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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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经历了持续高速增长期 ,经济实力已跃居全国十大城市前

列。客观地分析广州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对于认识广州发展新优势 、提升城

市综合竞争力等问题具有实际意义 。
本文将“文化素质”定义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具体指标:人口的教育程度构成 、文盲

率 、识字率 、平均受教育年限②。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存量即

就业人口受教育的总人年数=∑各种教育程度年限×各种教育程度就业人口数 。“经济增长”
指一定时期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主要利用第四 、五次人口普查

资料 ,考察广州就业人口文化素质变动特征;建立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模型 ,计算分析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便于比较 , 1990年的有关数据资料按广州市 2000 年行政区

域及 2000年人口普查有关分类标准调整。

一 、就业人口文化素质状况

(一)就业人口总体的文化素质有较大提高
2000年 ,广州就业人口的识字率为 98.97%,比 1990年上升 2.81个百分点;文盲率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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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文盲半文盲=1 年。



降为 1.03%。就业人口的教育程度构成趋于优化和改善 ,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8.04
年延长至 8.88年 ,增加了 0.84年 。

　　 　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局 , 第四 、
　 　　五次人口普查机器汇总资料。 　

(二)就业人口文化素质的职业差异非
常明显

专业技术人员 , 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 、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
员这三大类职业教育程度构成都是以大

学 、高中程度为主;商业 、服务业人员 , 生
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这两大
类职业以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为主 ,农 、
林 、牧 、渔 、水利来生产人员 ,不便分类的其
他劳动者这两大类职业以初中和小学程度
为主。与 1990年相比 ,各大类职业受教育
程度构成变化的主要特征是以脑力为主的职业较高层次教育比重增幅大 ,而以体力为主的职
业则以中等层次教育比重增幅大。各职业受教育程度构成的差距加大。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如表 1),专业技术人员以 12.76年排第一 ,其次是国家机关 、党群
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再次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表 1　广州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职业大类 1990 2000 2000 比 1990 年增减

国家机机关 、党群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10.98 11.74 0.76
专业技术人员 11.79 12.76 0.97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10.23 11.15 0.92
商业 、服务业人员 8.08 8.64 0.56
农 、林 、牧 、渔 、水利业生产人员 5.94 6.72 0.78
生产 、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8.16 8.32 0.15
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 3.94 7.57 3.63
　　资料来源:同图 1

3.各行业人口的文化素质差异明显
200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均为

12.95年 ,最低的行业是农 、林 、牧 、渔业 ,仅为 6.74年 ,只有前者一半多 。与 1990年相比 ,各
行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增加 ,其中地质堪查业 、水利管理业 ,金融 、保险业 ,国家机关 、
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是增加年限最大的三个行业 ,分别增加 2.02年 、1.72年 、1.15年。

表 2　2000 年广州市按平均受教育年限分组的行业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行业数(个) 行业门类

≥12 3
金融 、保险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 教育 、文化艺术及广播
电影电视业

11-12 4
国家机关 、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 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其他行
业 , 地质堪查业 、水利管理业

10-11 2 房地产业 , 电力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10 2 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社会服务业

8-9 3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 ,制造业 ,建筑业

≤8 2 采掘业 , 农 、林 、牧 、渔业

　　资料来源:广州市统计局 , 第五次人口普查机器汇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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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业归类为三次产业后 ,2000 年分产业的就业人口教育程度构成特征是 ,第一产业为
初等教育普及型 ,初中 、小学比重各为 45.03%、43.53%:第二产业为中等教育普及型 ,初中 、
小学比重各为 22.64%、57.44%:第三产业为中高等教育过渡型 , 高中 、初中比重各为
31.42%、36.38%,大学比重为 20.58%。与 1990年相比 ,各产业就业人口教育程度构成的都
有所改善 。第一产业突出的变化是小学 、文盲半文盲比重大幅降低 ,初中人口比重较大上升;
第二产业的变化主要是初中人口比重大幅上升 ,高中 、小学人口比重大幅下降;第三产业的变
化主要是大学程度比重有较大升幅 ,但同时高中所占比重下降相当的幅度。三次产业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 6.74年 、8.70年 、10.01年 ,分别比 1990年增加 0.78年 、0.21 年 、0.43
年。从各产业之间来看 ,十年来 ,三次业人口文化素质从高到低排序依然是“三 、二 、一”的格
局 ,第一产业与第二 、第三产业的差距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力素质的差距有所拉大 。

二 、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增长

(一)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对 2000年广州各区(县级市)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进行排

序 ,得到如下结果:
表 3　广州分地区文化素质与经济指标排序

地区
平均受教育

年限(年)
位

次

人均 GDP

(万元)
位

次

位

差
地区

平均受教育

年限(年)
位

次

人均 GDP

(万元)
位

次

位

差

东山区 11.45 1 22726 7 6 芳村区 8.93 7 24136 6 -1

越秀区 10.86 2 20778 8 6 白云区 8.62 8 18700 9 1

荔湾区 10.28 3 25372 4 1 花都区 7.99 9 26073 3 -6

天河区 10.24 4 31033 2 -2 番禺区 7.95 10 32006 1 -9

海珠区 9.75 5 17900 10 5 从化市 7.85 11 17746 11 0

黄埔区 8.98 6 25157 5 -1 增城市 7.48 12 13388 12 0

　　资料来源:1.同表 2 , 2.《广州年鉴》(2001)
注:位差是人均 GDP 位次减平均受教育年限位次。位差为正数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位次优于
人均 GDP位次 , 负数则正好相反。位差绝对值越小 ,表明相关性越强。

12个区(市)中 ,荔湾 、天河 、黄埔 、芳村 、白云 、从化 、增城等 7区(市)位差绝对值不大于 2 ,
可以判断它们的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依存性很大 。东山 、越秀 、海珠 3个区人口
文化素质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花都 、番禺则正好相反 ,人口文化素质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
目前这两种不均衡关系存在着向协调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动能。

广州分产业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按就业人口平均的 GDP 呈明显正相关关系 。平
均受教育年限越高 ,人均 GDP 也越高 。这表明人口文化素质与产业经济相辅相成的关系 。
(二)人口文化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表 4　广州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 GDP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人均 GDP(万元)

1990 2000 1990 2000

第一产业 5.96 6.74 0.23 0.96

第二产业 8.49 8.70 1.16 4.88

第三产业 9.58 10.01 1.32 5.72

　　资料来源:1.同图 1 , 2.《广州统计年鉴》(200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 ,决定经
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 、人
力资本 、技术进步 、管理和制度等。很
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数学模型对经济

增长的源泉进行数量分析 ,从而定量
地比较各种增长因素的作用大小及变

化。下面参考一些学者(沈利生 、朱运
法 ,1999;侯亚飞 , 2000;赵秋成 ,2001)的研究 ,选择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AK

α
H
β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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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000年广州人口普查和经济统计的分地区资料 ,通过SAS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模拟计算 ,分
析物质资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人力资本(用人力资本存量代表)、技术进步(代表
综合因素)这 3个因素对广州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

计算结果:Y =1.9575K
0.750172

H
0.249828

(其中 Y为国内生产总值 ,K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H 为人力资本存量)
此方程说明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条件下 , 2000年广州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

增加 1%,将使GDP 增长 0.750172%;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 1%GDP 将增加 0.249828%。各
要素的增长速度及其对国内生产总值 、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情况见下表:

表 5　广州市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情况(%)

年份
总　量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0-19951996-20001990-19951996-20001990-19951996-20001990-19951996-2000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20.18 13.1 9.47 5.35 25.66 13.25 16.12 13.6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50.4 7.5 46.1 9.6 38.6 -5 65.6 11.3

人力资本存量增速 4.78 5.32 -0.47 -0.05 5.87 6.42 6.31 6.63

全社会固定资产贡献份额 37.81 5.63 34.58 7.20 28.96 -3.75 49.21 8.48

人力资本存量贡献份额 1.19 1.33 -0.12 -0.01 1.47 1.60 1.58 1.66

技术进步贡献份额 -18.82 6.14 -25.00 -1.84 -4.76 15.40 -34.67 3.53

全社会固定资产贡献率 187.36 42.95 365.18 134.61 112.85 -28.31 305.28 62.06

人力资本存量贡献率 5.92 10.15 -1.24 -0.25 5.72 12.10 9.78 12.13

技术进步贡献率 -93.27 46.91 -263.94 -34.36 -18.56 116.20 -215.06 25.82

　　资料来源:1.《广州统计年鉴》(1996 、2001), 2.同图 1

改革开放以来 ,广州经济增长一直保持高速 、持续的发展势力。从 1990 —2000年的历史
资料看 ,广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96105),
人力资本存量 GDP 也有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70417)。1991-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50.4%,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96-2000年 ,随着经济增长转型和产
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投资速度大幅度回落 ,这两个阶段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较大差
异。

从计算结果看 ,对整个经济增长来说 ,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 1996-2000年为 10.15%,
比1991-1995年提高 4.23个百分点 ,说明人口文化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相比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42.95%),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看起来并不算大 ,在“九五”时期
GDP 年平均增速(13.1%)中它的份额也只有 1.33%。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率数倍于教育经
费占 GDP的比重 ,因而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还是可观的 。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为负值 ,反映出第一产业人力资本存量减少对
农业的消极影响 。第二 、三产业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平 ,分别为 12.10%和
12.13%。“九五”时期第二产业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率有较大提高。“九五”时期全社会固定
资产贡献率都有大幅度下降 ,说明超常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无法持续的 ,它刺激经济增长
的作用短时期非常明显 ,然而它挤占人力资本投资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缓慢的代价以及投资率
回落导致经济过热与紧缩的大幅波动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来源分析
广州人力资本存量从 1990年的 2821.32万人年增至 2000年的 4688.77 万人年 ,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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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45万人年 ,增长 66.19%,平均每年递增 5.06%。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扩大 ,取决于就
业人口数量增长和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这两种因素 。10年来 ,广州就业人口从 350.94万人
增至 528.25万人 ,净增 177.31万人 ,增长 50.52%,平均每年递增 4.05%。虽然就业人口数
量增长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基本来源 ,但就业人口的增长率低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这意味
着就业人口数量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有所降低 ,而就业人口受教育水平的作用在上升 。

1990-2000年 ,广州高 、中层次教育人口所占比重有较大上升 ,低层次教育人口比重有较
大下降。这种教育程度结构变化是因为各种教育程度人口的增长速度不同 。广州就业人口总
量中 ,大学教育程度人数增长最快 ,其次是初中程度 ,分别为 9.39%、7.06%。高中教育程度
人数增速较慢 ,小学 、文盲半文盲人数负增长 。这表明 ,广州接受较高层次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
劳动者越来越多 。较高层次的劳动者所蕴含的人力资本数量多于较低层次劳动者所蕴含的人
力资本数量 ,所以 ,就业人口教育程度构成优化能带来更多的人力资本。

分产业来看 ,第一产业文盲半文盲和小学就业人口急剧减少 ,造成该产业就业人口总数减
少 ,人力资本存量减少;虽然大学程度人数增长速度很快(11.98%),但增加数量少(仅 1989

人),对人力资本存量作用不甚明显;高中 、初中人数的增长都很小。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大量转
移过程中 ,缺乏中高教育层次人员的补充。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的大学 、初中教育程度的就业
人口都有大幅增加 ,在文盲半文盲人员减少的情况下 ,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速都分别达到年平均
6.15%和 6.47%,快于就业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两大产业在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
约型转变进程中 ,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基本同步得到改善 。

三 、建设教育和人才强市 ,实现广州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加深对提高广州人口文化素质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广州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开发 。在充

满机遇和挑战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时代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将发展战略的重心从
物力资源开发切实转变到人力资源开发上来 ,加速人力资本积累 ,从而持续增加国民财富和改
善人民生活质量 。教育是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和开发人力资源的基本途径。
(二)全面认识教育的社会功能
教育具有多种功能 ,诸如政治功能 ,经济功能 、文化功能等。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尤其要

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 。教育在居民消费 、创造经济效益等方面有不可估量的前景。教育产业
的发展 ,将带动或激活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教育的经济功能和教育产业有必要进行深入而系
统的研究与探讨 ,形成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认识和决策认识 。
(三)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培育开放的 、竞争的教育市场
以政府办学为主 ,形成主体多元(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产权多元(公有 、部门所有 、团体

所有和个人所有等)、模式多元(公办 、民办 、公办民助和民办公助等)和政府办学与社会力量办
学并重 、并存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办学新体制 。基础教育主要由政府办学 ,同时 ,积极鼓励
企事业单位 、团体 、境内外个人投资办学 、集资办学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政府统筹下 ,主要
依靠行业 、企事业单位 、团体办学 、鼓励境内外个人依法办学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 。高等教育以
政府办学为主 ,积极推动社会参与高校办学 ,探索各种联合办学形式 。促进由需求牵引的办学
模式的发展 ,在广州形成良性竞争的教育市场 。
(四)建立教育多元化共同投入机制 ,增加教育投入
广州教育投资每年都有所增加 ,2000年教育事业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 9.74%。但教育总

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然偏低 。教育需求旺盛与教育投入不足是广州人口文化素质进一
步提高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据《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 , 1997年 ,世界公共教育支出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8%,其中上中等收入国家为 5.0%,高收入国家为 5.4%。为从根本
上解决经费短缺这个问题 ,最低要求必须依照《教育法》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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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振兴行为计划》的规定 ,政府保证优先发展教育的承诺能在财力上兑现 。要保证
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 ,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4%的比例 ,财政支出中教育经
费所占的比例每年提高 1-2个百分点 。企业亦应当直接增加教育投入 ,家庭和个人合理负担
教育费用。通过政府投入为主 、全社会共同分担的教育经费投入新机制 ,拓宽财源 。同时 ,强
化教育资金的运作增值 ,增强教育的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实力居前的区(市)的教育投入应向
国际上高投入水平看齐。
(五)实现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
教育资源 ,扩大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迫切需要

广州教育重心上移。提高普通高中在校生数在高中阶段教育中的比例 ,较好满足居民对高层
次教育的要求。做好高中阶段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布局调整 ,把部分符合普通中学办学条件
的职业高中和中师学校改为普通高中 ,使普通高中得到扩展 。以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为依托 ,
加快高等教育资源的重组 。创建一批综合性 、社区性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
(六)不拘一格引进境内外高素质教育劳动力
从政策优惠 、需求导向 、信息传播 、技术创业 、管理服务等方面营造广纳贤才的宽松环境 ,

再造“孔雀东南飞”的优势 ,增强广州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实力 ,吸引国内外众多人才投身广州
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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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 based on the 4th and 5th census data of Guangzhou , analy zes the changing
features of the wo rking populat ion of Guangdong and a correlative model of human capital and e-
conomic grow th has build up to identify the contribut ion of human capi tal to economic grow th.
According ly some counterpar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of economy

g 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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