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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采用扩展后的教育基尼系数的方法 ,对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在区域、年龄、行业等方面的分布以

及区域分布差异产生的可能机制进行了分析 ,基本结论是 :中国区域间的人力资本总量分布差异很小 ,且随着时间

推移 ,差异在减少 ;教育经费投入、万人拥有大学生数、城镇化水平、拥有高等院校的个数与区域人力资本分布差异

有很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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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保罗·罗默 ( P. Romer) 和罗伯特·卢卡斯 ( R. Lucas) 开创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 ,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

泉 [1 ][2 ] ,这引起了人们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关注。国际上多

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方法 ,

Barro 等 (1993 ,1996) 利用这个指标对国际上 142 个国家进

行了比较 [3 ][4 ] ,胡鞍钢 (2002) 也对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 (用

劳动力人口数乘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进行了分

析 ,并指出中国正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迈进 [5 ] 。

但仅对总量进行分析、比较是不够的 ,人力资本具有结

构。劳动力人口的年龄比例、劳动力人口按受教育程度的分

布、劳动力人口在区域、行业之间的分布、各级各类教育的入

学率等等 ,都会对人力资本的质量有影响 ,进而对经济增长

产生影响。王家赠 (2002) 曾利用教育基尼系数指标对劳动

力人口按照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进行了分析 [6 ] ,张晓雪等

(2001)利用教育入学率的数据对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进行了预测 [7 ]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 ,本文讨论人力资本

的区域结构和年龄结构 ,以及区域分布和年龄分布 ,并给出

一个解释 ,以期对中国人力资本现状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指标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总量、扩展后的教

育基尼系数

　　我们使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

标 ,并沿用胡鞍钢的做法 ,使用某一个区域 (年龄、行业) 的人

口的接受教育的总年数衡量该区域 (年龄、行业)的人力资本

总量。利用各个年份的人口接受教育程度分类的数据 ,我们

可以计算出上述两个指标。

基尼系数是宏观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和财富在家庭中分

布差异的关键量。我们此处使用这种方法 ,目的是考察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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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总量在区域 (年龄、行业)之间的分布差异。为了区别于

王家赠 (2002)的度量劳动力人口按受教育程度分布差异的

教育基尼系数 ,我们将此处的基尼系数称为扩展后的教育基

尼系数 ,它的计算方法如下 :

1.将各省份的人力资本总量按照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

排序 ;

2.以累积的人口百分比 ( Population ,xi ) 为横坐标 ,累积

的人力资本总量百分比 ( Human Capital , yi ) 为纵坐标 ,作洛

伦茨曲线 ,如下图所示 :

3.按照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 , Gini = SA / (SA + SB ) ,并使

用简化算法 ,我们可以近似计算出扩展后的教育基尼系数的

计算公式为 :

Gini-edu = 1 - 6
n

i = 1
(yi - 1 + yi ) xi (1)

其中 ,y0 = 0 ,n 代表分类数。由上面的公式 ,我们可以

知道 ,该系数的值在 0 和 1 之间。等于 0 时 ,表明人力资本

总量在各个区域 (年龄、行业) 之间的分布是最均匀的 ,分布

差异最小 ;基尼系数的值越大 ,表明各区域 (年龄、行业) 之间

的分布差异越大。

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该指标对中国的人力资本按区域

(年龄、行业)分布差异进行分析。

　　三、人力资本总量区域分布差异

　　首先 ,我们对中国 2000 年各省份的 6 岁以上人口的人

力资本总量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 1 :

表 1 　2000 年中国各省份人力资本总量、平均受教育年限

省份
总量

(万人·年)

教育年限

(年)
省份

总量

(万人·年)

教育年限

(年)

北京 12970. 45 9. 959 海南 5293. 72 7. 683

上海 14696. 97 9. 298 山东 64357. 32 7. 614

天津 8402. 65 8. 956 广西 30688. 35 7. 596

辽宁 33225. 80 8. 383 江西 28110. 40 7. 592

吉林 20972. 07 8. 233 浙江 32493. 84 7. 536

黑龙江 28253. 67 8. 230 福建 24136. 92 7. 535

广东 63199. 05 8. 079 重庆 20617. 53 7. 297

山西 23893. 98 8. 034 宁夏 3512. 83 7. 123

江苏 54683. 75 7. 900 四川 54194. 54 7. 114

湖南 46395. 20 7. 811 安徽 38636. 88 7. 053

河北 48544. 03 7. 788 甘肃 15206. 21 6. 608

湖北 43822. 10 7. 778 云南 24589. 25 6. 432

内蒙古 16928. 49 7. 753 贵州 19408. 43 6. 204

河南 65747. 01 7. 752 青海 2703. 06 6. 198

陕西 25565. 40 7. 743 西藏 835. 10 3. 615

新疆 13010. 39 7. 740 全国 885095. 41 7. 652 (平均)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经过

计算得出。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 :2000 年 ,人均受教育年限最高

的地区是北京 ,达到了 9. 959 年 ,最低的是西藏 ,只有 3. 615

年 ,极差为 6. 344 年 ,58. 1 %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7 - 8

年之间。全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 652 年 ,有 54. 9 %的

省份高于该水平。分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方差为 1. 184

年 ,因此 ,省份之间的分布并不是很大。同时 ,我们可以发现

东北三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非常高 ,而安徽却非常

低 ,如果表示在地图上的话 ,安徽就是一个奇点 ,因为它周边

的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它高很多。我们在第五节给出

解释。

关于全国的人力资本总量分布差异的特征 ,我们可以利

用第二节介绍的扩展后的基尼系数的方法进行描述 ,同时 ,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 1987 一 2002 年的抽样统计数据 ,我们还

可以计算出中国各年份的扩展后的教育基尼系数 ,结果如表

2 所示 :

　　表 2 　　中国历年分省份扩展后教育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1990 0. 0628 1991 0. 0671

1996 0. 0447 1997 0. 0473

1998 0. 0483 2000 0. 0429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统计年鉴 (1991 ,1992 ,1997 ,

1998 ,1999 ,2001) ,经过计算得出。

从表 2 中 ,我们看出 :11 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在省份之间

的分布基本平均 ,只有很小的分布差异。21 随着时间的推

移 ,中国分省份人力资本总量的分布差异在减少。

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这里采用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总量 ,它

受人口数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 ,也就是说 ,总量的分

布差异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和人口差异两个因素造成

的。有些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 ,但是人口多 ,因此总量

上也就和其它省份差别不大。我们可以从平均受教育年限

看出一些差异 ,但这种差异也并不显著。

这恰恰反映了中国的教育“齐步走”的现象。经过分析

可以得出 ,在我国 6 岁以上人口按教育程度分类的构成中 ,

小学、初中两部分的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 (53. 5 %以上) ,比

例最高的是广西 ( 80. 8 %) 。我们国家对各地区义务教育的

要求是统一的 ,不论该省份的贫富 ,而当这部分人口在人口

总量中占较大比重时 ,人力资本总量的分布差异就很小了 ,

因此 ,国家的教育政策的统一性是人力资本总量分布差异很

小的原因之一。使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计算出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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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GDP 在省份之间分布差异的基尼系数为 0. 289 ,这两个

系数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 ,直观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差异大而

教育“齐步走”的现象 ,这与教育和经济应协调发展的观念是

不一致的。

可是 ,这种人力资本总量分布差别很小情况与我们的直

观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直观感觉是中国在人力资

本方面差异是很大的 ,尤其是东西部之间受教育年限的差

异 ,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

中国的人力资本差异不是表现在总量特征上 ,而是表现在人

力资本的结构上。因此 ,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四、进一步的分析

　　11 区域分布

我们将分省份的讨论改为分县的讨论。利用《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数据 ,我们对 3246 个县市的

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分析 ,由公式 (1) ,我们可以计算出 2000

年的扩展后的教育基尼系数为 0. 0611 ,这个数据比 2000 年

分省份的基尼系数 ( 0. 0429) 要大 ,这个数据更能反映现实

情况 ,但我们可以看到分布差异仍然不大。

2. 年龄结构分布

年龄结构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衡

量一个区域的人力资本必须要考虑该地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试想 ,一个受教育年限为 8 年的 25 岁的年轻人 ,与一个具有

同样受教育年限的 60 岁的老人 ,显然他们对经济的作用是

不相同的。因此 ,在研究人力资本的分布时 ,年龄结构分布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劳动力人口分年龄段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的分布情况 ,如图 2 所示 :

图 2 　中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按年龄的分布

同时 ,我们对中国 25 岁以上人口按年龄分类所拥有的

人力资本总量进行了分析 ,由公式 (1) ,我们可以计算出扩展

后的教育基尼系数为 0. 0736 ,这个差异比总量差异大。

从人力资本水平 (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 ,中国人力资本

水平高的人群是 44 岁以下的人 ,都在 8 年以上 ,其中 25 岁

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为最高 ,为 9. 09 年 ,可以预测 ,今后几

年的新增劳动人口 (25 岁)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越来越高。

同时 ,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力资本水平直线下降 ,64 岁的人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4. 92 年。

3. 行业分布

统计年鉴将中国的行业分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

业、能源业、建筑业、地质水利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批发

零售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业、科研和综合科

技服务业、机关社会团体和其它行业等 16 个行业 ,利用《中

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计算出各行

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其中最高的是科研和综合科技服务业

(13. 62 年) ,其次是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业 (13 年) ,最

低的两个是农林牧渔业 (6. 87 年) 、采掘业 (9. 14 年) 。利用

公式 (1) ,通过计算 ,基尼系数为 0. 1579。可以看出 ,这个差

异是非常显著的。

　　五、对平均受教育年限区域分布的一个解释

　　我们更关注区域分布 ,这是在评价各个区域经济发展潜

力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外商在进行投资时 ,往往会考虑

该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人力资本总量

方面 ,各区域的分布差异很小 ,因此在此部分 ,我们的区域分

布差异指标选择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

由教育积累产生的人力资本 (教育资本 [8 ] ) 的差别性来

源有很多。将人力资本的生产视为一个系统 ,将人力资本视

为产出 ,那么 ,它的分布差异来源可以从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

一是系统所处的环境 ,比如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人均 GDP

等 ;二是系统的投入 ,比如该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 ;三是

教育资源在系统内部的配置和拥有 ,比如该地区拥有的学校

数、教师数等。根据数据获得的情况 ,我们选择省份的城镇

化水平、人均教育经费投入、该省份拥有的高等院校的个数 ,

以及十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等指标 ,与该省份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

　表 3 　　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相关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城 镇
化 水
平

十万人拥
有大专及
以上教育
水平人口
数 (人)

人 均
教 育
经 费
投 入
(元)

高 校
个 数
(所)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年)

城镇化水平
1. 00
.

. 854

. 000
. 868
. 000

. 256

. 165
. 746
. 000

十万人拥有大专
及以上教育水平
人口数 (人)

. 854

. 000
1. 000
.

. 881

. 000
. 266
. 147

. 715

. 000

91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均教育经费投
入 (元)

. 868

. 000
. 881
. 000

1. 000
.

. 112

. 549
. 525
. 002

高校个数 (所)
. 256
. 165

. 266

. 147
. 112
. 549

1. 000
.

. 516

. 003

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746

. 000
. 715
. 000

. 525

. 002
. 516
. 003

1. 000
.

表中的第一行数字是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 ,第二行是这

两个指标相关的显著性水平。从表 3 中我们可以发现 :

1.这四个因素与该区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有较强的

相关性 ,其中城镇化水平和十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两个指标

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显著的正相关。在这几个因素中 ,城镇

化水平是相关性最高的一个因素。

2.东北三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 ,与他们拥有全国

10. 8 %的高校有很大关系。2000 年 ,中国总共有 1041 所高

校 ,其中有 133 所在东北三省 ,这些教育资源对这三省的劳

动力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3.安徽的城镇化水平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第 23 名 ,十

万人拥有大学生数排第 28 名 ,因此 ,农村人口占多数、高级

人才缺乏使安徽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 ,这使它相对于周边省

份就成为了一个奇点 ,正因为它是个奇点 ,会使该省份的人

口向周边省份迁移 ,这种迁移使得本省的人力资本流失 ,这

种流失也使得安徽的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降低。

因此 ,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发

展以及历史演化都有相当大的联系 ,我们选择的上述四个因

素都与之有较强的相关性 ,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的结构问题是人力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

它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了人力资本的质量问题 ;人力资本总量

在区域间的分布是较均匀的 ,中国人力资本的分布差异主要

表现在结构的分布差异 ,比如年龄差异和行业差异 ,其中区

域分布差异与该省份的城镇化水平、人均教育经费投入、拥

有的高等院校的个数 ,以及十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等指标有

较强的相关性。

鉴于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

1. 在西部大开发的人才建设中 ,需要向西部输送的是受

教育程度高的或者技能水平高的稀缺人才 ,因为这些人可以

指导并带领当地的人进行经济建设。改善西部的人才结构

是西部发展的关键。

21 经济要发展 ,人才必须有充足的保证。从总量上来

讲 ,西部虽然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但是要想使西部得到长

久发展 ,人力资本水平应该高于这个平均分布差异的水平 ,

只有这样 ,才可以使西部得到更快的发展。

31 教育不应该“齐步走”,或者“一刀切”。虽然说 ,各地

区之间教育的产品 (人力资本)在总量上显示出了“平等”,但

这种平等必将使经济落后地区拥有的人均财富减少 ,从而产

生更大的不平等。因此 ,教育的发展必须要与各地经济的发

展相适应 ,根据实际的经济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教育普及水

平 ,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实行“转移支付”式的援助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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