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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陕西省城乡人力资本现状进行实证分析 ,论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

献 ,提出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应主要归因于人力资本在城乡间存量差异和配置不平衡 ,继而从人力资

本循环流动角度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研究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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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经济学认为 ,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

身上 ,并通过投资形成的如同物质资本一样具有增

值能力的那部分劳动能力 ,其具体内容是劳动者的

体质(健康)、知识 (教育 )和技能
[ 1] (P11)

。同时 ,理论

与实践证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边

际贡献具有递增趋势 ,人力资本的差异 ,也会带来不

同区域 、产业 、企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地区 、

城乡差距 ,使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特

征十分明显 ,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和

谐发展 。我们认为 ,导致城乡差距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对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不同而带来的人力资本差

异 ,使农村人力资本相对于城市人力资本缺乏竞争

力 ,导致了有利于发展的资本 、劳动力 、企业家等生

产要素向城市集结的积累因果效应
[ 2] (P121 -123)

。因

此 ,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与开发 ,统筹城

乡发展 ,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陕西是我国经济欠发达的省份之一 ,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特征十分明显。据统计 ,

2002年 GDP总量居全国第 20位 ,人均 GDP居全国

第 27名 。 2002年 GDP构成中 ,第一产业占 14. 9%,

第二产业占 45. 5%,第三产业占 39. 6%。而从业人

员中 ,第一产业为 53. 5%,第二产业为 16. 4%,第三

产业为 30. 1%。同期 ,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6 331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 596元 ,城乡之

比为 3. 97∶1。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城乡人力资本现

状的实证分析 ,对陕西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提出对

策建议。

一 、陕西城乡人力资本存量的现状分析

人力资本的具体内容是劳动者的体质 (健康 )

知识 、教育和技能 ,人力资本的存量是由劳动者的教

育存量 、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构成 ,几个存量内容相

互作用 ,耦合而成人力资本的整体存量效能 。因而 ,

下文也分别按这三个方面展开实证分析 。

1.教育存量

教育存量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构成内容 。劳动

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竞争力

状况 ,决定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大小。

因此 ,教育存量的差异 ,是导致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

因素 。陕西省 2000年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和不同

产业中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数量与比例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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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 2所示
[ 3] (P229)

:

表 1　2002年陕西城乡人口文化程度对照 单位:万人 /%

总人口 大专以上 高中文化 初中文化 小学文化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农　村 2 442 67. 74 14. 8 0. 36 163. 66 6. 7 814. 48 33. 35 999. 78 40. 9

城　镇 1 163 32. 26 134. 18 11. 53 277. 34 23. 85 382. 52 32. 9 243. 22 20. 9

表 2　2000年陕西不同产业从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数量与比例 单位:万人 /%

受教育程度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大专以上 92 136 1 996 2. 17 22 994 4. 96 67 146 72. 87

高中 202 750 75 039 37. 02 56 460 27. 84 71 251 35. 14

初中 773 374 566 977 73. 31 95 804 13. 39 110 593 14. 30

小学 539 432 491 064 91. 04 24 483 4. 53 23 885 4. 43

扫盲班和未上过学 179 202 172 517 96. 27 2 922 1. 63 3 763 2. 10

　　据表 1、表 2的数据分析可知 ,陕西城乡人口和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呈现如下特征:

(1)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

其中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 , 农村低于城镇

11. 17个百分点 ,高中文化程度低于城镇 17. 15个

百分点。具体表现为 ,占陕西省总人口 32. 26%的

城镇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 (包括大专 )为

11. 53%、高中文化程度的为 23. 85%;而占陕西省

总人口 67. 7%的农村人口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

为 11. 53%、高中文化程度的为 6. 7%、初中文化程

度的为 33. 3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 40. 9 %,全省

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农村就占有 83%。这种状况 ,

使得农村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城市人口的劳

动生产率。

(2)由表 2可见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

度整体很低 。大专以上仅为 2. 17%,第一产业集中

了全省扫盲班或未上过学的人数的 96. 27%,集中

了小学文化程度人数的 91. 04%和初中文化程度人

数的 73. 31%。可见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教育程度

整体偏低 ,决定了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

入难以提升 ,且受到第二 、三产业对从业人员的技能

和知识要求的限制 ,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很难转

移到其他产业 ,严重阻碍了产业结构均衡和城乡经

济协调发展。

2.健康存量

劳动者的健康存量是指劳动者的体质状况和劳

动者寿命的长短 ,涉及到劳动者的营养状况和医疗

保健 ,它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单位工作效率和工作时

间的长短
[ 4]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工作时期

的延长 ,能增加人的健康投资的收益率 。

(1)营养

营养因素作用于劳动力的身体健康及体力 、疾

病率 、营养充足状况 ,营养水平高有利于提高劳动者

的体力和工作效率 ,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 5]
。

从表 3可以看出 ,城镇居民的消费呈现营养型 ,

表现为主食消费量下降 ,副食消费量增加。更加注

重消费品的营养和健康 。而陕西农村居民的消费呈

现温饱型 。对于营养价值极高的蛋类 、奶类 、水果类

型的消费量 ,城镇居民分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量的

4. 67倍 、9. 74倍 、2. 98倍。而对于主食品的粮食消

费 ,农村居民的消费量是城镇居民消费量的 2. 74倍。

城乡居民的营养消费存在显著差异
[ 3] (P241)

。

表 3　城乡居民消费品对比表 单位:公斤

地　区 粮食 油脂类 肉禽及其制品 蛋类及其制品 奶和奶制品 水果及其制品 蔬菜

城　镇 81. 08 9. 05 18. 96 10. 36 9. 93 52 100. 56

农　村 222. 50 6. 27 7. 62 2. 22 1. 02 17. 46 6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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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疾病率和死亡

率 ,关系到工作时期的长短 。医疗保险服务业同教

育一样 ,可以提高目前和未来人力资源的质量 。由

表 4可见:1990年城镇居民的保健支出是农村居民

的 1. 66倍。而到 2000年上升到 3. 68倍 。城镇居

民或职工大多购有医疗保险 ,而在全省农村中实行

医疗保险的行政村数仅为 27. 12%,且还有 10. 22%

的行政村无医疗机构 ,乡村医生及卫生人员仅占全

省卫生技术人员的 41. 24%,但农村总人数却占全

省人数的 67. 74%
[ 3] (P548)

。农村医疗条件和农民收

入的低水平 ,严重影响了农民生病的就医率和治愈

率 ,从而影响了农民的工作时期和劳动生产率。

表 4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表 单位:元

项　　目
1990年 2000年

城镇 农村 倍数 城镇 农村 倍数

消费支出 1117. 2 477. 1 2. 34 4276. 7 1251. 2 3. 42

食　品 579. 5 278. 9 2. 08 1532. 1 543. 8 2. 82

衣　着 169. 6 38. 1 4. 45 403. 2 82. 3 4. 90

家庭设备用品 111. 6 23. 4 4. 77 472. 6 57. 8 8. 18

医疗保健 29. 5 17. 8 1. 66 336. 2 91. 4 3. 68

交通与通讯 32. 8 5. 6 5. 86 297. 7 58. 5 5. 09

娱乐教育文化 115. 5 23. 9 4. 67 549. 3 181. 8 3. 02

居　住 43. 9 82. 9 0. 53 469. 5 199. 9 2. 35

　　3. 技能存量

技能存量是人力资本的主要外在体现 ,它与劳

动生产率直接正相关 。获取技能的途径包括:正规

教育 、在职培训 、干中学以及迁移。正规教育在前面

已做分析 ,在此不再赘述。

(1)在职培训

在职培训是劳动者为获得未来预期收益的增加

而减少现期收入的一种投资形式 ,城乡在职培训的

差异主要是通过成人教育的方式来表现。城乡的成

人教育有如下特点:(1)在高技能培训方面 ,陕西省

的 30所成人高等学校中 ,没有一所是专门针对农民

培训的学校 。现有学校中的相关专业也常常是脱离

农村实际或门槛过高使农民不能入学 。 (2)农民成

人教育的质量得不到保障。从表 5中可见 , ①农民

学校中技能教师相对缺乏 ,主要体现在技能教师的

绝对数与相对数上 。成人中等学校中 ,有 75所农民

中学和 24 726所农民学校 。农民学校共拥有教职

工 12 162人 ,其中 ,技能教师 4 801人 ,几乎 2所学

校才拥有 1名教职工 ,每 5所学校拥有 1名技能教

师。而职工学校 266所却拥有 1 187名教职工 , 655

个技能教师 ,平均每所学校 4. 5名教职工 , 2. 5名技

能教师。 ②农民学校的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职工

学校中 ,每 51个在校学生拥有一名教职工为其服

务 ,每 92名学生拥有一名技能教师提供辅导 。农民

学校中 ,平均 121人才拥有一名教职工 ,每 306人拥

有一名技能教师。成人初等学校中 ,职工学校每所

平均有 2名教职工 , 1名技能教师 ,农民初等学校每

3所才能有 2名教职工 ,每 5所学校拥有 1名技能

教师
[ 3] (P573)

。

表 5　成人教育学校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

指　标 学校数 在校学生数 教职工数 技能教师数

成人高等学校 30 142 548 7 025 3 292

成人中学

职工中学 12 1 510 123 79

农民中学 75 3 878 127 68

成人技术培训学校

职业学校 266 60 506 1 187 65

农民学校 24 726 1 470 107 12 162 4 801

成人初等学校

职工初等学校 18 2 153 35 21

农民初等学校 12 181 205 063 8 625 2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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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干中学

“干中学 ”即在工作过程中积累经验 , 不断学

习 ,以提高技能存量。干中学受到劳动者在工作中

所获得信息 ,劳动者所受教育程度 ,及其周边人的知

识和技能的影响 。农民常年生活在农村 ,信息获取

能力较差 ,用于交通与通讯的费用 ,城镇居民是农民

的 5. 09倍 , (见表 4)。农村中 83%的文盲半文盲人

口严重制约了农民学习高科技的能力 ,且农民群体

中 ,技能差异不大 ,平均技能水平低 ,使其无法通过

向周围的人学习来提高技能。而城镇居民在城镇发

展环境下 ,获取信息的能力强 ,途径多 ,信息量大 ,面

更广 ,时间更快。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 ,增

强了其吸收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再加上在城镇 ,人

力资本平均水平比较高 ,技能呈现不同层次水平 ,使

城镇居民可以通过向他人学习来提高自身的技能。

(3)劳动力转移

通过人口转移 ,可以改变地区的人力资本总存

量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迁入陕西境内的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流向比例最高的地区是西安 ,

为 32%、咸阳为 18%,而延安和榆林均不足 10%,

这说明 ,高等教育迁入者主要集中在比较发达的城

镇 ,而流入农村的很少 。虽然第二产业吸纳转移劳

动力的能力很强 ,但由于受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

度的限制 ,以及第二产业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知识

要求 ,促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速度放慢 。

通过以上分别对陕西城乡人力资本的教育存

量 、健康存量和技能存量的对比分析 ,农民人力资本

无论是在教育存量 、健康存量亦或是技能存量方面

都明显劣于城市人力资本 ,使城市人力资本更具有

竞争力 ,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城市劳动生产

率 ,再加上政府的政策倾斜发展等一系列累积效应 ,

扩大 、加剧了农村与城市的初始差距 ,形成了城乡发

展的严重不均衡状态的持续存在 。因此 ,要统筹城

乡经济发展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就应从根本上

均衡配置城乡人力资本 ,从根本上消除导致内生不

平衡的根源 。

二 、加大农村人力资本开发 ,

实现城乡均衡配置

　　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必须打破城乡人力资本

差距的恶性循环 ,实现城乡人力资本的均衡配置。

1. 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整体存量

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 ,必须要经过投资

才能形成。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

括:教育投资 、保健投资和迁移等 。

(1)提高农民的教育存量 。①增加农村正规教

育投资。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支出一般占 GDP的

5%,而我国为 2. 4%,陕西仅为 2. 3%,用于农村的

教育投资就更少。应加大国家或政府的教育支出 ,

减轻农民受教育的负担 。提高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

性 ,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农民的技能 ,从而提高

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同时 ,要激励农村家庭增加教

育支出 ,提高农村受教育程度 ,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

人数 。②发展壮大农村职业教育体系。针对农村经

济发展需要 , 建立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不断调整教

学内容 , 以保证新技术得到有效推广和运用 。对放

弃生产接受培训或是因培训而影响生产的农民予以

补贴 ,弥补其在受训期间所放弃的收入和因此而受

的损失。针对城市发展需要和就业结构特征 ,对农

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知识和技能培训 ,提高农民技能

和在城市就业的竞争力 ,以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

移到城市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范围 。③在职培训。积

极开展农闲时农民教育工作 ,敦促农民利用闲余时

间接受教育和培训 ,学习新的农业机器使用技能 、耕

种技能 、科学预防病虫害技能等。

(2)改善农村医疗保健条件 ,增大农村人力资

本存量。 ①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 ,增加农村的村级

医疗点 ,提高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的医术水平。 ②

提高对农村医疗的投资规模 ,改善和提高农村医疗

的硬件设施。 ③继续扩大推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保障农民有病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 ④开展健康

保健 “三下乡”活动 ,在农村中广为宣传和普及基础

健康知识 ,传授基本的医学知识和急救知识 。

2.促进城乡人力资源的循环流动

(1)建立利益诱导机制

农村发展的重点在于努力留住农村高人力资本

的人力资源 ,同时吸引城市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作

为拥有人力资本这种具有逐利性质的独特的资本形

式 ,将会对各种经济机会进行权衡 ,以保证自己将来

的实际收益率至少不少于自身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

益率 。因而 ,农村为了吸引城市人力资源 ,就需构建

一个针对城市人力资源的利益诱导机制 。①收益诱

导因素。经济收益是诱导机制的主要因素 ,也是人

力资本最主要的体现形式 ,农村能够为城市或农村

已有的高人力资本提供等于或者高于城市的经济回

报 ,是诱使城市人力资源流入的最基本条件。 ②政

策诱导。国家或政府为农村发展提供各种政策优惠

和政策倾斜 ,以诱使城市劳动力流向农村。如: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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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 、贷款政策 、土地政策 、保险制度等。 ③资源诱

导 。农村具有某些独特的资源 ,能够诱使城市中的

企业或个人到农村来投资 ,并且带动相应的城市企

业家 、技术人员等转移到农村。 ④环境 、基础设施诱

导 。环境因素是辅助因素 ,它是城市人力资源流向

农村的前提条件 。农村应为其提供优于或等于城市

的居住 、生活环境和便利条件 ,主要有:通讯 、交通 、

水电 、购物消费 、娱乐等便利 ,尤其是高质量的学校

建设。通过建立利益诱导机制 ,再加上农村的独特

优势如:新鲜的空气 ,地势宽敞且消费价格都较低

等 ,可使农村与城市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使城市人力

资源有可能流向农村 。

(2)改革限制农民流动迁移的制度障碍 。 ①改

革户籍制度 。建立农村城市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为

实现人力资源的循环自由流动提供条件。现有的户

籍制度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及人口迁移面临较高的进

入和退出壁垒 。因而 ,改革户籍制度 ,放松户籍监

管 ,通过简化各种手续和中间环节 ,提高办事效率 ,

有效地促进地区迁移和劳动力的城乡迁移
[ 6] (P243)

。

②建立以租赁制完善承包责任制的土地产权制度 。

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绩效正处于递减阶段 ,必须在

清晰界定和合理分配产权的基础上改革土地制度 。

通过产权结构的合理组合 ,发挥产权的激励作用 。

建立有效的土地使用流转机制 ,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

以赋予农民完全的土地经营权 、流转权 、抵押权 、入

股权和收益权。为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和转移解

决后顾之忧。 ③建立公共信息网络 ,为农民流动迁

移提供有效的信息引导 ,减少流动成本和盲目性 。

(3)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

吸引农村和城市人力资本的有效载体 ,而传统的农

业和农村是根本无法创造这种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

的 ,这就需要改革传统农业 ,实现农业结构升级 ,走

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道路 ,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 ,实现农村工业化 ,为城市劳动力转移到

农村提供了良好的接纳平台 ,也为城镇与农村人力

资源市场自由流动搭建了桥梁 。通过城镇化发展 ,

对高人力资本的人力资源需求会逐渐增加 ,这就会

进一步刺激或激励农村居民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

从而形成农村与城市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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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 loration of StatusQuo and Developm ent Fram ework of

RuralHuman Resource in Shaanx i Prov ince

WANG Lin-xue, ZHANG X ia
(School ofHum an ity, X idian Un iversity, 710071 X i′an, China)

Abstract:W ith the econom ic deve lopment, Ch ina has lost its balance in the developmen t between reg ions, indus-

trie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 ra l areas. The income gap o f urban and rural a reas has come to an unprecedented

deg re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 r the econom ic grow th of urban and ru ra l areas as aw ho le to prope l the

deve 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 is pape r beg ins w ith a discussion o f the impo rtan t ro le that the human cap-

ital has played in the econom ic grow th , fo llow ing a empirica l analy sis about the present state of human capita l in

Shaanx i, on the basis o fwhich, the paper comes to the conc lusion tha t the imbalanced g row th o f urban and rural ar-

eas should attribute to their difference in quan tity and qua lity aspects and the imbalanced allocation o f human cap-

ita.l F rom the aspec ts of cyc le flow ing of human capita l, the paper g ives amenta lguidance fo r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urban and rural grow th.

Key words:ru ral human resource;even a llocation;plan the economy deve lopment in u rban and rural areas as a

w h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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