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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快速升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更高需求。本文首先利

用统计数据，阐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状况，测算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然后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劳动力素质的代理变量，描述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中国劳动力素

质发展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依据经济和人口预测，估算中国未 来 的 人 力 资 本 需 求 和 差 距；同

时，使用ＯＥＣＤ人力资本直接测量方 法 和 河 南 调 查 数 据，对 中 国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的 现 状 和 差 距

进行调查和 研 究；最 后，从 技 能 培 养 和 教 育 发 展 两 大 方 面，提 出 中 国 提 升 人 力 资 本 的 对 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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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通过提高国民素质和技能来增强综合国

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许多国家决策部门所面

临并必须解决的问题。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

代西奥多·舒尔茨等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发展

教育即发展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将促进社会安定和

经济繁荣几乎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１９９８年经

济合作与发 展 组 织（ＯＥＣＤ）的 报 告 曾 经 提 出：“投

资于人力资 本 是 ＯＥＣＤ国 家 促 进 经 济 繁 荣，充 分

就业和社会团结的各种政策的核心。”近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下行区间，

经济结构深入转变。２０１５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降至

６．９％，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少有的低增速。在新

形势下，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已

成为中国 就 业 的 主 要 挑 战①。中 国 要 保 持 经 济 中

高速增长，实现产业顺利转型升级，关键是要加快

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人

力资本是引领“新常态”的重要增长源泉，是提升全

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依托。

一、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１９７８
年至２０１５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从３６５０
亿元增长到６７６７０８亿元，扣除价格因素的 影 响 之

后，实际增长了３０．１倍，年均增长９．６％；相应地，

人均ＧＤＰ从３７９元增长到４９２２９元，扣除物价因

素后，实际增 长 了１０．５倍，年 均 增 长６．６％②。近

年来，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出 现 了 明 显 下 降，从

２００７年 的１４．２％，下 降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１０．６％和

２０１４年 的７．３％③，２０１５年 更 是 进 一 步 下 降 到

６．９％④。尽管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 进 入 了 下 降 期，但

是未来５－１０年，仍 能 够 保 持 在６．５％－７％的 较

高水平上⑤。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升

级。这突出表现在，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不断

下降，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不断上升。数据显

示，中国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

初期的３０％左右下降到目前的１０％以下；相应地，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 比 重 则 从２０％左 右 上 升 到 当

前的５０％（见图１）。特别是２０１１年之后，第一、第
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第

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持续提升。可见，第三产业

是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有三个

关键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是１９８５年，这一年第

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个

节点是２０１２年，该年份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首

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部

门；第三个节点是２０１５年，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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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首次超过５０％（为５０．５％），第三 产 业 已 占 国 民

经济的半壁江山（见图１）。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已

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图１　中国三次产业占ＧＤＰ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 数 据 来 自 于 国 家 统 计 局：《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２０１５）》；２０１５年 数 据 来 自 于 国 家 统 计 局：

《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分析各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发现，长
期以来，第二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但近年来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最主要动力。我们用Ｙ表示ＧＤＰ，Ｙ１、Ｙ２、Ｙ３ 分别

表示第一、二、三 产 业 的 增 加 值，因 为Ｙ ＝Ｙ１＋

Ｙ２＋Ｙ３，所以ΔＹ ＝ΔＹ１＋ΔＹ２＋ΔＹ３，从而有Δ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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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经济增长

率等于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与其增长 率 之 积，
加上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与其增长率之积，再

加上第三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与其增长率之积。

据此，便可 以 计 算 出 各 产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例如，第 一 产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度 就 等 于

（Ｙ１
Ｙ
ΔＹ１
Ｙ１
）／（ΔＹ
Ｙ
）。第二、三 产 业 对 经 济 增 长 率 的

贡献，则以此类推。计算表明，第一产业对中国经

济增长的贡 献 度 已 经 比 较 小，多 年 来 一 直 维 持 在

５％左右；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高，多
数年份在５０％至６０％之间，但２０１０年以来呈现持

续下降趋势，２０１５年已经下降到３５％；第三产业对

经济增长的 贡 献 度 呈 现 持 续 增 长 趋 势，２０１３年 首

次 超 过 第 二 产 业，２０１５年 更 是 达 到 了 创 纪 录 的

６０．７％（见图２）。

图２　三次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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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

劳动力素质的变化

　　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中国的就业结构也在

发生快速变化。就业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不断优

化，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快速提高。第一产业就业人

员数占 全 体 就 业 人 员 的 比 例 从１９７８年 的７０．５％
下降到２０１４年 的２９．５％；同 期，第 三 产 业 就 业 人

员 数 占 全 体 就 业 人 员 的 比 例 从１２．２％提 高 到

４０．６％⑥。在 ２０１１ 年，第 三 产 业 就 业 比 重

（３５．７％）首次超过第一产业（３４．８％），成为三次产

业中最主要的就业部门⑦。
由于不同的产业部门，其劳动者的素质即人力

资本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

就业结构变化，必然对劳动力素质产生直接影响。
总体上看，第一产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

短，也就是说其劳动者素质或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

低；第二产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

者素质相对较好；第三产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

度最高，其人力资本水平最高。因此，随着中国第

三产业就业占比的提高，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即整体素质也在不断提升。
从现有的 数 据 看，２００１年 到２０１４年，中 国 全

部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波动中逐年增加，
由２００１年的８．２年增加为２０１０年的９．１年，２０１４
年进一步提升至９．９年（见图３）。可以说，中国整

体人力资本水平在快速提高。

图３　中国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

注：人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文盲）人口比例＊０＋小

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６＋初 中 文 化 程 度 人 口 比 例＊９＋高 中

文化程度人口比例＊１２＋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１６。

下同。

资料来源：作 者 根 据《中 国 劳 动 统 计 年 鉴》从２００２年 到

２０１５年各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

水平是最低的。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

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有较为

明显的提升，从２００２年的６．８年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

７．８年，提高了１年（见图４）。也就是说，第一产业

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平均每年提高约１个月。但

是，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第一产业 就 业 人 员 总 数

逐年减少，从３６８７０万 人 下 降 到２２７９０万 人，减 少

了１４０８０万人⑧。由于就业人员总量的减少，第一

产业的人力资本总量也相应减少了，由２００２年的

２５．３亿人年变为２０１４年的１７．８亿人年。

图４　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作 者 根 据《中 国 劳 动 统 计 年 鉴》从２００２年 到

２０１５年各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对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分析表明，
其平均受 教 育 年 限 显 著 高 于 第 一 产 业 就 业 人 员。

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４年，中国第二产业各行业的就业人

员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平均从

９．８年提 高 到１０．８年，每 年 提 高１个 月。整 体 上

看，第二产业各行业就业人员的劳动力素质均有所

提高；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的人均 受 教 育 年 限 增 加 幅 度 最 大，由２００２年 的

１１．２年 增 加 到２０１４年 的１２．６年，增 加 了１．４
年；建筑业 的 人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增 加 幅 度 最 小，由

２００２年的９．０年 增 加 到２０１４年 的９．５年，仅 增

加了０．５年（见图５）。可 见，第 二 产 业 内 部 各 行

业间人均受教育 年 限 存 在 着 较 大 差 距，尤 其 是 电

力、热力、燃 气 及 水 的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的 人 均 受 教

育年 限 一 直 明 显 高 于 第 二 产 业 中 的 其 他 三 个

行业。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三次产

业中是最高的。从细分行业来看，第三产业包括批

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

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
民服 务、修 理 和 其 他 服 务 业，教 育、卫 生 和 社 会 工

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等。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４年，第三产业中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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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行业的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都呈现上升

趋势，说明第三产业绝大多数行业劳动力素质有所

提升。整体来看，第三产业各行业人均受教育年限

较高，均在９年以上；其中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人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在１４年 以 上（见 图６）。从

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４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从１１．５年提高到１２．２年，平均每年提

高约０．７个月。

图５　中国第二产业各行业人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５年各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图６　中国第三产业各行业人均受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５年各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以上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过

程中，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表现为平

均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升。也正是由于劳动力素

质的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够得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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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保障。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

中，劳动力的素质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

没有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作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恐将面临困境。

三、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

人力资本需求测算

　　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中，人
力资本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
经济增长特别是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重要引

擎，这也是 发 展 经 济 学 和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的 广 泛 共

识。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１８２０
年以来，时代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平均受教育

水平的大大提高⑨。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几乎是现

代经济增长的孪生兄弟，其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的积极作用已为多数研究所证实。国际劳动组织

的数据显示，１９９１－２０１１年，人力资本因素贡献了

发达经济体ＧＤＰ增 长 的１１％⑩。因 此，在 经 济 结

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就

是如何用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劳动力的数量。这个

时期最需要的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提高，
培养和塑造大批符合市场需求、适应产业结构升级

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

在未来５－１０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将继续调整

升级，三次 产 业 劳 动 力 需 求 结 构 也 将 继 续 发 生 调

整，在行业间进行再分配：农业就业比重将越来越

低，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保

持稳定，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将逐步提高瑏瑡。而第三

产业各行业的劳动力素质即人均受教育年限一般

高于第一、二产业的劳动力素质，因此，随着第三产

业比重的上升，未来需要的劳动力素质也将提高，
特别是高技能、高人力资本的行业需求量将更大。
目前，中国各行业间劳动力素质差距还较大、人力

资本水平还不均衡，未来产业结构变化会造成一些

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缺口。
为测算未来年份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

本需求，我们将各产业的人力资本总量表示为就业

人数与 劳 动 者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之 积，即 ＨＣ ＝
Ｌａｂｏｒ×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其 中 ＨＣ 表 示 人 力 资 本，

Ｌａｂｏｒ表示就业人 数，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表 示 劳 动 者 人 均

受教育年限。这样，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和前文的测

算结果，在人口和劳动力预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

分析产业 结 构 升 级 后 中 国 人 力 资 本 的 缺 口 情 况。
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及各产业就业规模的预测，如表

１所示。

表１　中国未来产业结构变化及就业规模预测（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单位：％，万人

年份 总就业规模
第一产业

就业份额

第二产业

就业份额

第三产业

就业份额

第一产业

就业规模

第二产业

就业规模

第三产业

就业规模

２０１６　 ７７８２９　 ２５．７　 ３０．２　 ４０．４　 １９９７６．３　 ２３５３０．０　 ３１４５４．２

２０１７　 ７８１１２　 ２４．０　 ３０．２　 ４１．６　 １８７４３．６　 ２３６０２．７　 ３２４７２．６

２０１８　 ７８３９７　 ２２．４　 ３０．２　 ４２．８　 １７５８７．１　 ２３６７５．７　 ３３５２４．０

２０１９　 ７８６８３　 ２１．０　 ３０．２　 ４４．０　 １６５０１．８　 ２３７４８．９　 ３４６０９．４

２０２０　 ７８９７０　 １９．６　 ３０．２　 ４５．２　 １５４８３．６　 ２３８２２．３　 ３５７２９．９

２０２１　 ７９２５８　 １８．３　 ３０．１　 ４６．５　 １４５２８．２　 ２３８９５．９　 ３６８８６．８

２０２２　 ７９５４７　 １７．１　 ３０．１　 ４７．９　 １３６３１．７　 ２３９６９．８　 ３８０８１．１

２０２３　 ７９８３７　 １６．０　 ３０．１　 ４９．２　 １２７９０．６　 ２４０４３．９　 ３９３１４．０

２０２４　 ８０１２８　 １５．０　 ３０．１　 ５０．７　 １２００１．３　 ２４１１８．２　 ４０５８６．９

２０２５　 ８０４２０　 １４．０　 ３０．１　 ５２．１　 １１２６０．８　 ２４１９２．７　 ４１９０１．０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十三五”促进就业研究》，２０１５年８月。

　　我们假设未来１０年中国各产业劳动者平均受

教育年限保持与过去同样的增长趋势，即第一、二

产业平均每年提高１个月，第三产业每年提高０．７
个月。前 文 分 析 表 明，２０１４年 中 国 第 一、二、三 产

业劳动者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分 别 为７．８年、１０．８年

和１２．２年，这样，便可以推算出未来年份各产业劳

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相应的人力资本需求总

额（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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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未来人力资本需求预测（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份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人力资本总需求（年·人）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计

就业人员平均

教育年限（年）

２０１６　 ８．０　 １０．８　 １２．２　 １５９２１１　 ２５４１２４　 ３８３７４１　 ７９７０７６　 １０．２

２０１７　 ８．１　 １０．９　 １２．３　 １５０９４２　 ２５６８６８　 ３９８１１４　 ８０５９２４　 １０．３

２０１８　 ８．１　 １１．０　 １２．３　 １４３０８９　 ２５９６２８　 ４１３０１６　 ８１５７３２　 １０．４

２０１９　 ８．２　 １１．０　 １２．４　 １３５６２８　 ２６２４０２　 ４２８４６４　 ８２６４９４　 １０．５

２０２０　 ８．３　 １１．１　 １２．４　 １２８５４５　 ２６５１９０　 ４４４４８０　 ８３８２１５　 １０．６

２０２１　 ８．４　 １１．２　 １２．５　 １２１８１９　 ２６７９９３　 ４６１０８５　 ８５０８９６　 １０．７

２０２２　 ８．５　 １１．３　 １２．６　 １１５４３３　 ２７０８１１　 ４７８２９９　 ８６４５４３　 １０．９

２０２３　 ８．６　 １１．４　 １２．６　 １０９３７２　 ２７３６４４　 ４９６１４３　 ８７９１５９　 １１．０

２０２４　 ８．６　 １１．５　 １２．７　 １０３６１９　 ２７６４９１　 ５１４６４２　 ８９４７５２　 １１．２

２０２５　 ８．７　 １１．５　 １２．７　 ９８１６０　 ２７９３５３　 ５３３８１９　 ９１１３３２　 １１．３

　　资料来源：作者测算。

　　测算表明，中国未来的人力资本需求会不断增

长，而且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由于中国的新增劳

动力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就业人员规模增长也基本

停止，因此未来的人力资本需求将主要依靠提升劳

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来解决。上表的结果表明，在未

来的十来年，中国全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需要提高１．１年（见表２）。因此，继续推进教育事

业发展，提高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仍然是中国应对

产业结构升级不可缺少的选择。

四、中国人力资本的直接测量及其差距

传统的人力资本研究一般用受教育年限、各级

教育的入学率以及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如经费和培

训时间、师资的质量等指标来间接测量人力资本。

需要指出，用这些间接测量指标，特别是用受教育

年限来 衡 量 人 力 资 本，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局 限 性。比

如，受教育年限只反映了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

长短而不能反映学校教育的质量和结果，也不一定

保证个人具有某种特定的能力；受教育年限不能反

映学校教育结束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不

能综合反映人们除在学校以外的其他场所积累的

人力资本情况瑏瑢。因此，近些年来人力资本研究日

渐主张对人力资本进行直接测量，也就是直接测量

人的技能和能力以反应人力资本状况。
（一）人力资本直接测量的涵义

人力资本的直接测量，则是直接测量人们的技

能和能力，进而分析他们与当前经济、社会的关系

并指导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和策略。人力资本

直接测量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人的能力如何，只有在

要求其实际操作一项或一些任务时才能决定。因

此，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测量是通过采用一系列特别

设计的能力量表及抽样调查的方法，对教育的结果

和学习者所 掌 握 的 知 识、技 能 和 能 力 进 行 直 接 测

量。而技能 是 一 个 合 适 的 反 映 人 力 资 本 的 指 标。

技能既能反映学校教育的时长，也能反映学校教育

的质量和结果；技能能够反映个体一生之中人力资

本变化的动态过程；技能能够反映个体从学校、家

庭、社会等不同场所积累的人力资本总和。ＯＥＣＤ
将技能定义为“完成一项任务或活动所必须具备的

知识、特征与潜能的集合”瑏瑣，这也就是个人的人力

资本；而“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所具备的技能总

和”则 可 认 为 是 这 个 国 家 的 人 力 资 本。因 此，

ＯＥＣＤ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与促进个人、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创造力有关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其他

特征等”。ＯＥＣＤ关于“人力资本”的定义反映了人

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能力等多种形式的个人属

性这一特性。例如，人力资本既包含了一般的技能

和能力，也 包 含 了 与 特 定 的 工 作 相 关 的 技 能 和 能

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能适应新的技术发展和

具有创新性质的技能、能力和态度等；人力资本涵

盖的不仅有在这个领域的传统研究中承认的认知

能力，也包含了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诸如

人际关系等这些非认知的技能和能力。

人力资本的直接测量方法主要强调的是：一是

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资本形式存在的人们的技能

和能力，特别是那些能够适应新的技术发展和具有

创新性质的技能、能力和态度；二是直接为国家的

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服务，特别是为指导对人力

资本投资的政策和策略服务；三是既要包括现实劳

动力（即成 人）素 质 的 信 息，也 要 包 括 未 来 劳 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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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素质的信息；四是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和全

球化进程的产物。ＯＥＣＤ在国际上开展 了 一 项 具

有影响的面向成年劳动力的技能专 门 调 查———国

际成人技能调查（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ＰＩＡＡＣ）。国

际成人技能调查是目前唯一比较成熟和国际可比

的、对成年人劳动力基本素养水平进行宏观监测和

评估的项目。这种宏观监控以低成本的抽样调查

为基础，面向决策者为宏观决策服务。它包括对样

本人群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直接测量，及其背景

变量的测量。２０１１年开始在ＯＥＣＤ成员国和合作

伙伴国家进行第一次调查，并于２０１３年公布调查

报告。国际成人技能调查旨在协助各国政府评估、
监测和分析成年人口中的技能水平和分布情况以

及各种技能在不同环境中的使用程度瑏瑤，为决策者

提供对各国现有和未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的

客观证据。国际成人技能调查主要调查１６－６５岁

成人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及在丰富的技术环境中

问题解决能力的现状及水平，以了解参与调查劳动

力的技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劳动力的技能状况

进行动态监测。
（二）中国人力资本的直接测量———河南调查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和准确掌握我国劳动力

素质与人力 资 本 的 现 实 情 况，参 照 ＯＥＣＤ的 国 际

成人技能调查并结合被调查地区的实际情况，笔者

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本测量、提升与积

累”课 题 组 于２０１６年３月 专 门 进 行 了 抽 样 调 查。
调查选取了河南省作为代表性省份，采取分层（即

地级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家 庭 户

各层）随机抽样法，通过入户对被访者发放并完成

线上问卷进行调查。课题组设计了《成人基本能力

测试》问卷 以 直 接 测 量 被 访 者 的 实 际 人 力 资 本 状

况。问卷测试包括阅读能力、数学能力及信息通信

技术使用能力等。阅读能力测试包括一系列的技

能测试，从文字的解码到句子的理解、解释并评价

复杂的 文 本。数 学 能 力 测 试 主 要 是 测 评 获 得、使

用、解释及组合数学信息和理念的能力。信息通信

技术使用能力测试主要是评估在工作与生活中使

用数码技术、通信工具、网络获取、评估信息、与人

交流、执行实际任务、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题组 调 查 了１１５９名 劳 动 者，其 中 男 性６０６

人，女性５４９人，平均年龄４１．９岁，从受教育水平

来看，调查的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９．３年。
从教育程度来看，占比例较高的为小学与初中，分

别约占调查样本 的２４．１％与３７．８％；大 专 及 以 上

占样本的１６．４％。
调查表明，被访者的阅读能力、数学能 力 及 信

息通信技术使用能力平均水平相较测试满分较低，
实际人力资本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各产业间人

力资本水平 差 距 较 大，第 一 产 业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最

低，第二、三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但行业间

差距仍然存在。
从阅读能力来看，全体被访者的阅读能力测试

平均分仅为５．０分（总分１７分），阅读正确率只有

２９．４％。第 一 产 业 的 平 均 阅 读 能 力 最 低，为４．７
分；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平均阅读能力整体水

平较高但各行业间仍旧存在差距。比如，第二产业

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汽车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 的 就 业 人 员 阅 读 能 力 测 试 平 均 分 分 别 为１２
分、１０分、８．５分，而 纺 织 服 装、服 饰 业、食 品 制 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就业人

员的阅 读 能 力 测 试 平 均 分 较 低，分 别 为２分、２．５
分、４分，均低于整体样本的平均分；第三产业中电

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的阅读能力测试平

均分为１１．５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９分，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为８．３分，其他金融业平均分为

７分，但房地产业平均分仅为４分，批 发 业 平 均 分

仅为３．７分。
从数学能力来看，全体被访者的数学能力测试

平均分为３．０分（总分１２分），数学能力测试平均

正确率只有２５％。第一产业的平均数学能力最低

（２．８分），第 二、三 产 业 就 业 人 员 的 平 均 数 学 能 力

高于第一产业但行业差距较大。比如，第二产业中

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就业人员的数学能力测试平

均分较高，分 别 为７分、６．７分、６分，而 食 品 制 造

业、纺织业 的 就 业 人 员 的 数 学 能 力 测 试 平 均 分 较

低，分别为１．５分、３分；第 三 产 业 中 电 信、广 播 电

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平均分为１０分，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平均分为６．８分，专业技术服务业平均

分为５．５分，而批发业平均分仅为１．５分。
从工作中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用能力来看，整体

被访者的信息通信技术即计算机及计算机能力在

工作中的使用需要还不够普及。仅有２３．５％的被

访者在工作中需要使用计算机；仅有极少数（５％）
被访者表示为了做好工作需要高级的电脑使用能

力水平，２７．９％的被访者表示需要例如文 字 处 理、
工作表或数据库等的中等水平，而大多数（６７．１％）
的被访者表示只需要一般的电脑使用能力水平即

可做好工作；并且只有少数（３５．５％）的被访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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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计算机能力会影响找工作、晋升或者加薪。分

产业来看，第一、二产业工作中基本不需要使用计

算机，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就业人员报告工作中需要

使用计算机的比例相对较高。比如，第一产业中农

业的就业人 员 中 仅７．９％的 被 访 者 表 示 在 工 作 中

需要使用计算机，第二产业中房屋建筑业的就业人

员中仅１１．８％的被访者表示在工作中需要使用计

算机；而第三产业中的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

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保险业，其他金融业等行业的被访者全部表

示工作中需要使用计算机，６５．７％的教育行业的被

访者工作中需要使用计算机。调查结果也显示整

体被访者 使 用 信 息 技 术 解 决 问 题 的 频 率 还 较 低。
比如，绝大多数被访者（７９．７％）在工作中从不使用

电子邮件，仅２．３％的被访者会每天在工作中使用

电子邮件；大多数被访者（７４．７％）在工作中从不使

用 互 联 网 去 更 好 地 理 解 与 工 作 有 关 的 问 题，仅

３．３％的人会每天使用互联网去更好地理解与工作

有关的问题。而且大多数的被访者在工作中从不

使用 电 子 表 格 软 件 如 Ｅｘｃｅｌ等、文 字 处 理 器 如

Ｗｏｒｄ等，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８１．７％、８１．６％。工 作

中，大多数被访者（８０．０％）从不在互联网上参与实

时讨论，例如在线会议、聊天群等。
另外，调查问卷中也有关于信息通信技术在生

活中使用情况的问题。调查表明整体被访者的信

息通信技 术 能 力 在 生 活 中 的 使 用 相 对 比 较 普 及。
近六成的 被 访 者（６０．４％）在 生 活 中 使 用 过 电 脑；

３５．４％的被访者经常使用电脑。但是，整体被访者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有关活动的频率

也较低。比如，大多数被访者（７６．８％）在生活中从

不使用电子邮件，仅２．４％的被访者会每天在生活

中使用电子邮件；大多数被访者（６７．２％）从不在生

活中上网去更好地理解相关的问题，例如健康或疾

病，金融事务 或 环 境 问 题 等，仅３．７％的 人 会 每 天

使用互联网去更好地理解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
而且大多数的被访者在日常生活中从不使用电子

表格软件如Ｅｘｃｅｌ、文字处理器如 Ｗｏｒｄ等，所占比

例均为８１．２％。生 活 中，大 多 数 被 访 者（７６．５％）
不会在互联网上参与实时讨论，仅６．３％的人每天

会在互联网上参与实时讨论。
可见，从成人技能的直接测量结果来 看，中 国

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堪忧，突出表现为阅读能力

和数学能力的薄弱，而且，在不同产业之间差距显

著。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成人技能如何

提高？这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

五、中国提升人力资本的对策建议

中国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任重而道远。当

前，从受教育程度构成来看，中国的就业人员仍以

初 中 文 化 程 度 者 为 主 体，占 总 就 业 人 员 数 的

４６．７％；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就业人员的２０％；
高中文化程 度 占 总 就 业 人 员 数 的１７．２％；接 受 过

高等教育的 占１６．１％，其 中 具 有 本 科 和 研 究 生 学

历的仅占总就业人员的６．８％瑏瑥。我国的教育型人

力资本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连一些新兴

经济体也赶 不 上。通 过 比 较３６个 新 兴 经 济 体２５
岁以上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发现，中国排在俄

罗斯、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南非、古巴、马来西亚、
罗马尼亚等国之后。显然，我国亟须加快教育型人

力资本的积累。而从成人技能的调查结果看，中国

人力资本提升的迫切性则更加显著。阅读能力、数
学能力、信息通信技术使用能力测试的正确率，只

有３０％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都在

７０％以上）。
因此，在新形势下，中国人力资本的培 育 应 采

取新思路，在继续提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同时，
应注重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完善人力资本培训的内

容、方法与机制，以及推进鼓励劳动者在人力资本

积累和提升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从而进一步促进中

国人力资本的积累。
（一）不断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

首先，尽快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中国在

２０００年实现了 基 本 普 及 九 年 制 义 务 教 育 的 目 标，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 于 制 定“十 三 五”规 划 的 建 议》也 提 出 要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但迄今尚未将高中教育列为

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阶段和教

育环节，它衔接着初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直接关系

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世界各国政

府和地区都十分重视高中教育。随着中国产业结

构的升级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对劳动力素质的

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对中国而言，大力发展高中教

育，实现高中教育的普及，也成为势在必行的任务。
中国已经有个别地区如浙江、山东、深圳等地已经

试行将高中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范围，但这主要还

集中在沿海等发达地区，没有大范围普及。
其次，要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中国劳动者平

均受教育年限只有１０年左右，而发达国家基本都

在１２年 以 上，加 拿 大、澳 大 利 亚 等 国 家 更 是 达 到

１４年以上。中 国 要 提 高 人 均 受 教 育 年 限，必 须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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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普及高等教育，大力提升新增劳动者的受教育水

平。中国在２００２年 刚 刚 进 入 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阶

段，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即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５０％以上。发达国家从高

等教育的大众化到普及化，通常用２５－３０年左右

的时间。假定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能够

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长，中国也要到２０４２年才能实

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因此，要缩小教育与发达国

家的差距，高 等 教 育 发 展 速 度 只 能 加 快 而 不 能 减

慢。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最重要问题是，大

学生的培养机制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中国

亟须对学科布局、专业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引导高等学校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求。
（二）着力提高劳动者的技能

人力资本培育应该注重提高劳动者各种技能，
包括阅读能力、数学能力、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

能力等。阅读能力是劳动者理解和使用书面文本

增加知识与潜力、参与社会、实现自我目标的基础；
知识和信息很多是以书面的形式储存、交流与发送

的；与他人的交流与互动会通过信函、表格、备忘录

等各种形式的文本文档。数学能力是能够在生活

和工作中处理一系列情境的数学需要，是从事和管

理实际活动的基础。信息技术在许多方面日益重

要，通 过 计 算 机、手 机 等 各 种 智 能 设 备 来 获 取、整

理、分析、管理、交流与发送各种知识和信息，使用

这些设备管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现代工作、生活

中不可缺少。与此同时，阅读和数学能力的高低是

影响人们使用信息技术的主要因素之一。它们可

以影响基本信息的获取，即使人们有一些计算机技

能，但是由于阅读和数学能力低，也可能很难熟练

地处理在高技术环境中遇到的管理和处理信息的

任务。综上所述，阅读、数学和使用信息技术处理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工作与生活中都非常重要，是全

面参与社会经济必不可少的能力。
因此，缩小劳动力素质差距，加大人力 资 本 的

培育，不仅 仅 应 该 重 视 和 提 高 劳 动 者 的 受 教 育 水

平，还应 该 提 高 劳 动 者 的 技 能。通 过 采 取 各 种 手

段，比如保障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大公共教育包括

非义务教育阶段中技能训练的投入等，提高人们的

阅读能力、数学能力以及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而提高劳动力素质及人力资本的培育。
中国仍需要加大国家对教育的公共性投入，尤

其是加大公共教育中技能训练的投入，以提高劳动

者素质。在保障基础教育公共投入的基础上，也需

要加大对非义务教育阶段（比如高中教育、职业教

育等）各个环节技能培训的公共投入。高中教育是

一个重要的教育阶段和环节。在这个阶段可以深

入培训和提高阅读、数学和使用信息技术处理问题

的能力，以应对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中国需

要一批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劳动者队伍，而这要靠

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职业教育环节可以

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特定、专门的技能培训，
不仅有利于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也有助于劳

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匹配。
（三）完善人力资本培训的内容、方法与机制

人力资本培训，尤其是企业提供的在 职 培 训，
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也是人力资本积

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为了全面提升就业人员的劳

动力素质和 进 行 有 效 的 人 力 资 本 培 育，应 该 从 内

容、方法与机制几个方面完善人力资本培训。
完善人力资本培训的内容。应在进行 知 识 培

训和心态培训的同时，将对劳动者的技能培养作为

重要内容加入到培训中，使劳动者充分掌握、应用

和发挥理论和实际技能，以达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

提高。一方面，人力资本培训可以对在劳动力市场

上通用的技能进行一般培训，比如对多个企业均适

用的阅读、数学和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等，赋予员

工可以转移的技能和知识，增加员工在劳动力市场

上的人力资本价值。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培训可以

针对企业、岗位需要和有用的技能进行特殊培训，
比如工作需要的特殊编程电脑能力等，赋予员工不

能转移的技能和知识，提升员工人力资本的同时也

给企业带来较大收益。
完善人力资本培训的方法。综合采用 内 部 自

主培训、外部公开培训、外聘讲师培训等多种培训

形式，使 用 课 堂 演 讲 法、操 作 示 范 法、多 媒 体 视 听

法、网上课程学习法、模拟培训法等多种培训方式，
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人力资本培训，全面提升劳

动者的综合素质。比如，内部自主培训，可以根据

实际工作需要进行小规模、灵活实用的技能培训；
针对有特殊需要的工作开展定向性、目标性培训。
可以大力实施“走出去”培训方法，加强外部公开培

训，选送员工进行思维拓展、业务技能提升等外出

培训学习，组织特殊岗位的人员参加指定培训，不

断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整体素质。积极推进

“引进来”培训，针对特定需求，有的放矢，可以进一

步增强培训实效，也可以扩大培训覆盖面，能够全

面提高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完善人力资本培训的机制。对培训进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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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控制及评价，并形成培训、考核与激励一体化

机制，有效地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通过对人力资本培训的需求进行分析，明确人力资

本培育的方向，深化并明确培训目标，计划多样的

培训项目，创新培训方式，实施控制并评价培训整

体情况，提高人力资本培训的有效性。在培训完成

后，针对培训的结果，进行笔试、口试、实际操作等

多种形式的考核，以确认人力资本培训的效果，并

将考核的结果与各种激励形式（如绩效工资、晋升

等）挂钩，通过建立培训、考核、激励一体化机制，全
面加强劳动者的综合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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