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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施祖辉

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测度方法研究

一、人力资本测度的意义

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体现于劳动者身上的以其数盘和质量形式表示的资本．

是各种教育支出和受教育放弃的工作收入等价值在劳动者身上的凝聚。 对人力资本的测度尤

其是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测度研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l． 是测定人力资本含批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种重要尺度。(1)按照全要素生产函数的

分析观点，一定的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才产生一定的产出率；经济增长率不是各要素变动率的简

单相加，而是各要素变动的某种组合。这里，人力资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只有高资本含量或高素

质的劳动力，才能建立各生产要素的较佳组合；才能在一定的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中产生巨大的

能量。 (2) 发展中国家一般较注重非人力资本即物质资本的投资，而忽略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样，

在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条件下为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只能付出巨大的物质资本投资的代价．

这显然不符合国情。 而且从长远看，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也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质的飞跃。

2. 是确定收益差别机制量化标准和衡量
”

该机制失衡所导致的各种损失
＂的有效方法。(1)

人们之所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是这种投资能在未来取得相应的回报；并就社会平均水平而

言，不同知识含匮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具有均等的收益率，特别是知识含批较高的入力资本投资的

收益率不能低千知识含蜇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否则，人们不愿作出这种投资 或只选择

知识含批较低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关系的计算模式是把握这种最化标准的

很好的测度。 (2) 若这种收益差别机制一旦失衡人们就会以
“

反复跳糟
”
和

“
劳动力行为不规范

”
等

方式来收回其应有的人力投资回报。特别是劳动力行为不规范，由千具有一定知识含量的劳动力

在本岗位得不到应有的收益，他就会以出工不出力的方式来
”

购买变相的闲暇 “ ，并以此来弥补其

所损失的收益部分。 用定蜇的方法予以跟踪监测，是保持收益差别机制均衡的客观依据。

3, 是国家和企业度盘人力资本保值、增值及投入产出状况的有力工具。(1)在中国，人力

资本投资中的较大 一部分成本是由国家承担。主要由国家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无

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经济原则上看，都应该首先为国有企业服务。 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大学生

不屑千国有企业，青睬
＂

三资“企业，致使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流失 。长此以往，必将有碍千国有

企业的稳定发展 。有了人力资本的测度，就能对国有企业的这一 宝贵
“
资源

”
的变动进行及时有

效的量化分析，从而为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工作提供客观的依据。 (2)通过对人力资

本投入产出的测度，能掌握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成本和由此投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返

回国有企业的数量，以 及国有企业现有人力资本的使用状况。

4, 由人力资本测度延伸的
“

要素替代分析＂，将为国有经济的内涵增长开辟 一个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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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途径。按照经济学原理，同一 产出率可由不同的资金与劳动投入的组合比例来完成 。这
里的劳动投入是指劳动力付出的实际有效的劳动量。若较多劳动力的投入并没有产生其应有
的较多劳动量的投入， 那么这部分“ 短缺的劳动址 ”就必须由资金来替代。反之，若较少劳动力

的投入 不但能产生其应有的劳动量的投入，而且还能创新出更多的劳动拉的投入 ，那么这部分

由创新产生 的劳动量就能替代 一部分资金。 在我国人口相对过剩、资源匮乏、资金短缺的情况

下，强调劳动世的实际有效投入，强调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推动的主导作用，将有利于国有经
济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

二、人力资本测度

］．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设：K= x+y，其中k为人力资本价值，x 为各种教育的直接支

出成本，y 为受教育放弃的工作收入即间接或机会成本。 现假定人力资本按现值计算，并且劳

动力在未完成受11年教育之前不参加劳动，按此原则及上述模型，可以确定出不同文化程度
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见表1)，并由此可导出整个人力资本的测度体系。

表1 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基础教育、专业教育支出及相应的机会成本）

三，工作年限（年） 限
11 12 13 14 15 16 17 

。 xl 
2 

1 Y11 =Y1 kXi+y, ，一1 3 
Y12 Y,, =y, !Xi+ �YI一，一 4 3 

3 y13 Yn Y3' ＝y3 I Xi+ Iyi 
看衄 ，一 5 

4 Y ` Y” Y” Y,. =y, '!Xi+'! YI ，-1 ｀一1 6 
5 Y,; Y25 \ 35 Y” Y;; =y IX1+ Iy1 ，一1 ,- 1 7 6 
6 Y1 , Y26 Y36 Y,6 Y56 Y 66 =y, rx1+ ryi ｀一1 ，一1
7 Y11 Y21 Y37 Y47 Y57 Y67 Y?? ＝ y7 

n = 4Z-43 
I 

Yln Y2n ．I ． 3n Y4n 
I 

• Y -5n ．l ． •• 令r· 7n

其中：（l)X1 为受11年教育的直接成本（包括国家投入 成本和私人投入成本，尚无放弃的

收入）；X2为受第12年教育的直接成本（显然 ，受12年教育的直接成本为�Xi),yl 为受第12

年教育放弃的收入。因此，受12年教育的全部成本为2.xi +Y 1 ; …… ;X1为受第16年以上教

育的直接成本（显然，受16年以上教育的直接成本为2.Xi),y6为受第16年以上教育放弃的
1一1

收入 （显然，受16年以上教育放弃的收入 为!yi)。因此 ，受16年以上教育的全部成本为!X1

十
，
芒

l
y1。(2)Y凶＝1,2 , …，n)分别为受11年教育者的第1年的收入， …．第n年的收八；Y21(i

=2.3 , … ．n)分别为受12年教育者的第1年的收入， …．第n-1年的收入； ……；Y认1 =7,8.
… ,n)分别为受16年以上教育者的第1年的收入．…， 第n-6年的收入。(3)由千某一知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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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 第 1年收入实际上就是相邻高一知识层次的放弃的收入，因此有：Yii= yi(i=l, 2. … , 6)。
2． 人力资本的存量与流量。(1)人力资本存量：由千人力资本的价值含量既与受教育年限

有关，又与工作年限有关。因此，根据表1可以确定出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年限的劳动者所
含有的人力资本价值量：受11年教育的人力资本存量K11,t由如下公式给出：

2 n 

K11,t = CX1 -Y ll)L11+ CX1+ L Y1;)L12 +……+（X1 -2 YJ ,）LIn ) 
i一］ ,-1

n 2 n 

= X1 LL1,-( Y11L11 +LY!IL12+…… ＋L YJ iL1n) 
,-1 i=l 

其中，（X1 -Y1,)为受11年教育且工作 1年者的人力资本价值（扣除1年工作收入）；

(X厂 LY1,)为受11年教育且工作 2年者的人力资本价值（扣除2年工作收入）； ……；X1
—

1一1

LY1;为受11年教育且工作 n年者的人力资本价值（扣除n年工作收入）。L11 ,L12…… ,LIn分别

为相应的劳动力人数。 同理，受12年教育直到受16年以上教育的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为：
2 n 3 n 

K12,t=():.X，十Y1)江L2， 一（Y22L22+2Y2,L23+2Y2,L2n )；i-1 i-2 ，一2 i=2 

K11,t=(IX，十LY1 )习L1， 一（Y11L11+IY1;L1s+ lY1;L1n ) ,-1 ,- 1 

、·16

由此即可得出全国或某地区国有企业的全部人力资本存批 k ＝习K,t;t为时期。 (2)人力i-11 

资本流量：是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的时空变动。 通常包含有三层涵义：CD较低文化程度和专业
知识水平的劳动者会通过继续教育投资及工作经验积累等方式来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含量。 ＠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流向其他所有制企业或其他所有制企业的人力资本流入国有企
业。＠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的自然 流失（如较高知识层次的劳动力进入退休队伍），以及不同文化
程度的新人力资本补充于国有企业（如不同受教育年限的应届毕业生进入国有企业）。

3. 入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就是“为使人力投资流量的现值等千或 不高于预期回报收入

流量的现值”时的折现值。以公式表示为：XK +
n-(k-D Y1 ,＇ － Y 

Yk-1 = L 
,4 (1+1) ，忙'�;2,s;;;K�7。其中，凡为

受第K年教育的直接成本。Yk-］为受第K年教育而放弃的收入（也就是受第K-1年教育者的
第1年的收入），Y, ． ，为受第k年教育者的收入，YK-］，为受第K- 1年教育者的收入。 K=2,3,

… … ,7 分别表示受11年教育、受12年教育，…… ．受16年以上教育。n为受K年教育后，可
赚得收入的年份总数；显然n,s;;; 43年。I为 第K年教育的投资收益率。 例如，当K= 2时，上式

可写为：X产y]=2 '·1 n- I Y ·-Y
l= 2 (1+I)I -1 ，表示受12年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者的收益率至少应等于受11

年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者的收益率。如果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尤其是国有企业内部发生了这种
“高低知识倒挂 ＂的现象，则说明收益差别机制 失衡，人力资本将会流失。 当K= 3,4, …… ,7
时可作类似推导。

上述测度公式称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比较的 一 级差异等式。同样，根据表1中人力资本的投
资过程，还可以分别得出类似的二级差异等式（即任何知识层次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至少
应等于低二级知识层次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三级差异等式，……，直至六级差异等式：

k+I k K Y -Yk-
1 ·, n-I YK -2.，-Y k- 1., 环

，十iy, = 2 '·' l+1- K + 2 i=k ，一K－ 1 k (1+I) ，＝k+1 (1+I)＇＋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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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 k+4 k+4 Y —Y 
环＋骂＝2

口

':雷＋2
n- I Yk+5.1 -YK-1,I 

1=k (1+I) 1一K+5 (1+I) �,k = 2。

4.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度量具有人力资本价值含世的劳动力对企业作出的

贡献。经济增长由外延增长和内涵增长两部分组成。外延增长由资金和劳动力的扩大投入所

引起，内涵增长由包括纯技术进步推动在内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起。而这一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从技术进步角度看，主要是由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方法等因素引起；从人力资本角度

看，主要是由劳动力的文化知识及专业技术等素质的改善所引起，这两者实际上是同一 问题的

两个不同方面。从理论测度模式上看，两者应该是等价的。(1)从技术进步角度考察：设 Qt =F

Qt 
(Kt,Lt,t)为经济产出，Lt 为劳动力投入， Kt 为资金投入， t 为时间因素，qt = ?:- = F(Kt,Lt,Lt 
t)/Lt 为劳动生产率。对 qt 取对数后求导即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称为技术进步率）：

(Inqt)'t = CinF)'t-CinLt)'t，经推导可得到两个等价的恒等式：

Clnqt)'t==a (InKt)'t+ (b-1) OnLt)'t +i- ·一1 aF
F at 

资金贡献 劳动力贡献 纯技术进步贡献

@ kt 
(Inqt)'t圭aCin �)'t+Ca+b-l)ClnLt)'t +i- • — 

1 aF 
Lt F at 

资金装备率贡献 规模经济贡献 纯技术进步贡献

aF,aKt. aF,aLt 
其中 a = － ／一一，b=— /—－分别为资金和劳动力对产出的偏弹性。第 一恒等式表示：劳动F'Kt'� F'Lt 

生产率增长率是由资金增长率、劳动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增长率在参数a、b-1及 1的组合下共
同构成。特别指出的是：当劳动力增长率的系数即 b-l<O 时．劳动力贡献这一项就成为负数。

这意味着当劳动力增长大于产出增长时，劳动力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变动的作用将是减少(b

l)(LnLt)'t。若此时劳动生产率变动为非负数的话（即劳动生产率有增长或与上期持平），则所

减少的(b-l)(LnLt)'t 部分由纯技术进步贡献和资金贡献来弥补。 第二恒等式表示：劳动生

产率增长由资本装备率贡献、规模经济贡献和纯技术进步贡献三部分组成。资本装备贡献a

(Ln 节）＇ t表示在扩大再生产中装置了先进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使得人均资本有所

提高，从 而使劳动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规模经济贡献(a+b-l)(LnLt)'t 意味着在扩大再生

产中改进了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协作、组织与管理，从 而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纯技术进步

贡献
1 aF
F 
—· — 就是索罗意义下的技术进步贡献，也 就是丹尼森所提出的“知识进步” （贡献）。同at 

样需要 特别指出的是：当规模经济贡献为负数即 a+b-l<O 时，将会有劳动生产率减少Ca+b

-1) (LnLt)'t。以上两个恒等式说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技术进步率除了包含有纯技术进步

因素的推动作用外，仍襄括有资金与劳动力的组合推动效应。(2)从人力资本角度考察：设 qt

Qt 
Lt= —=F (Kt, ZtLt) /Lt，其中 Zt 为劳动力质量调整系数，ZtLt 为具有相当文化知识和专业技

术水平及一 定敬业精神等素质的劳动力， qt、Qt、Kt、Lt 、t 的意义同前。对 qt 取对数后再求导

即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技术进步率：
9ZtLt 9Lt 9ZtLt 9Zt Clnqt)'t = a Onkt)'t+ [6Zt C ／一） － l]ClnLt)'t+6Lt(－－－ / — -）（lnZt)'tZtLt Lt ZtLt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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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
aF,aKt.. aF,aZtLt —/ －－，b= －／ F I Kt. u F f ZtLt 分别为资金 变动和经质量调整的劳动力变动 对产出 变动

的偏弹性。 由等价关系F(kt,ZtLt) /Lt =F(kt.Lt, t) /Lt得：
aZtLt.aLt aZtLt心aClnKt)'t+[bZt( 一l]ClnLt)'+bLt(�/�) ClnZt)'tZtLt Lt ZtLt Zt 

由人力资本角度推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技术进步率）

圭aClnKt)'t+ (b-1) (InLn)'t+� •一 －l aF 
F at 

由技术进步角度推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技术进步率）

等式左边，由人力资本角度推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 资金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和劳

动力质量调整系数增长率三变量的加权平均值。 其权数分别为：a玉Zt(
aZtLt,aLt 一／— -ZtLt'Lt )-1和£Lt

如Lt也
ZtLt'Zt 儿显然，后两个权数都包含有劳动力质量调整因子，并且 ，根据恒等式的对应关系，

如［霖譬如 ClnZt)'t＝卡·户表示由人力资本因素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

1 aF 
率）。假定劳动力生产增长率(Lnqt)'t>O， 纯技术进步贡献—·—�l，则：F at 

aZtLt.aLt 
当bzt( ／－-） －1<0时，说明总 劳动力平均素质增长慢 千劳动力投入增长．将会对ZtLt'Lt 

劳动 生产率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 总产出率的这一损失，由资金贡献和纯劳动力素质贡献（相
aZtLt空 aZtLt aLt 

当千纯技术进步贡献）bLt(�/�(LnZt)'t来补偿。反之，当bZt( ／一） －l>O时，则ZtLt Zt ZtLt Lt 
说明经质扯调整的劳动力投入变动即规模经济变动，将会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有所贡献。

当6Lt( aZtLt,aZt 一／—）（lnZn)'t=O 即1 aF 
ZtLt Zt F at 0，说明劳动力素质提高很慢即趋于0时，几

乎无纯技术进步贡献可言。此时的总产出率损失，由资金贡献和经质贵调整的劳动力贡献来弥
aZtLt aZt 1 aF 

补。当6Lt( ／—-）（lnZt)'t>O 即一·一
ZtLt Zt F at >O，说明劳动力素质提高较快即趋向千＞1时，

因高素质劳动力投入生产所产生的纯技术进步增长， 不仅会对 总产出率有所 贡献，并且还能替
代因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不足所产生的缺额。可见方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即人力资本价值蓝的大
小．对规模经济和纯技术进步效益以及资金的利用 效率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决定作用。

模型中的Zt 是一个具有人力资本内涵的综合性概念变量，在现有国有企业 中不能直接采
集到这 一 数据。 通常是设定文化程度、专业 技术 职称、职务、年龄、工龄、工作表现等指标的权
数，按照评分法予以赋值后再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 一个劳动力质量调整系 数。

．5.有关在职培训的人力资本及收益测度。 在职培训包括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 一般培训
是指企业提供的职工 培训，其结果是接受培训的职工 所获得的知识和技术，不但对本企业有
用，而且对其他企业也有用。虽然职工因 一般培训而新增了其人力资本价值含蜇， 会对 企业有
所 贡献。但是企业也 因此而付出较多的工资，总体而言， 企业的净收益近似于0。更重要的是，
这一 新增的人力资本价值随时能为其他 企业 所利用（如受培训后跳槽等）。因此， 一般培训费用
通常应由职工承担而非由企业承担。特殊培训 是指接受培训的职工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只对
本企业有用而对其他企业很少有用或根本无用的培训。因此， 特殊培训费用通常主要由企业承
担。并且因特殊培训而新增的人力资本会使企业的净收益大千0。(1) 一般培训：国有企业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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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成本与收益应满足等式：MP。十2
MP 

l . =W。+c+ 2 
n-l Wi

I一1 (1+I)1 ，一I Cl+I)i 。 其中：MP。为企业期

n-l MPi il一1
初收益，

,;1
为企业 未来收益流量；W。为职工期初工资，C为期初 一 般培训费，2(1+I)l i一1

Wi 
(l+I)1 为职工未来工资流掀；i为一般培训后的工作年限，I为在职一 般培训的投资收益率。前

式经变换得：MP。十2
n-I MPi-Wi n-I MPi-Wi
1一I Cl+I)i 

=W。+C。显然，G= 2� = 0为国有企业由 一般培训I-1 (1+I)1 
而得到的净收益的现值，故而有最终模式： MP。 = W。+C 。 (2) 特殊培训：从在职培训的通用模

•= 1 MPi-Wi
式出发，设 G= 2 �;:;?:O 为国有企业因培训而得到的收益的现值，G＇

为个人受培训后1一1 (1+I)1 

所得到的收益的现值，G" =G+G'为总收益，C 为总成本（即人力资本投资成本）。 总收益应等

于总成本，即 G"= C 这样就有关系式： G= aG"=aC, (O�a�l) ；将 G=aC 代入 MP。 +G = W。

+C 得：MP。+aC=W。+C 或 MP。= W。十Cl-a)C。

当 a = O 时， MP。 = W。+C，即 G=aG＇乍o，就是一般培训模式；

当 a = l 时，MP。 =W。，即 G=aG"=aC= C，表示企业得到特殊培训带来的全部收益；

只有当 O<a<l 时，MP。 = W。十（1-a)C，即 G"= G+G' ，表示企业和职工都得到特殊培

训带来的收益。

三、人力资本测度实证

根据上述测度模型对上海工业企业 1995 年人力资本的存扯和收益率进行了测定，结果见

表2、表3、表4。

表2 上海工业企业 1995 年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测度值

三指标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硕士 博士 总计

人力投资成本：元／人 13937 21983 47198 141184 237235 356906 I 

工业企业人力资本存
8. 2 541-45 375,31 437. 76 310. 32 21. 96 1195. 09 

量：亿元

国有工业企业人力资 ｀ 
19. 88 180, 75 208. 38 148, 53 10. 51 3. 95 572.00 

本存蜇：亿元

表3 上海 1995 年国有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收益率（按 1997 年价格计算）

初中 高中 大学

收益率I(%）

硕士 博士 平均

10. 92 7. 6 3 5,03 o. 58 o. 39 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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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上海国有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收益率（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比较）

二空间比较

社会收益率（％） 个人收益率（％）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1
I 

高等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所有国 家 2 7. o 1 4. 4 I 12. 1 32. 3 17, 3 18.3 

低收入国家 28.3 17. 4 12.6 28.8 14. 3 19. 0 

中低收入国家 30,3 1 1. 3 13.0 42. 2 19. 5 24-4

中高收入国家 25. 3 1 7. 6 l 3. 4 34,6 22. 8 21. 3

高收入国家 9. 6 10. 0 9. 2 13. 5 11. 7 11 9 

上 海 10. 92 7. 63 4. 6 3

(1)由表 2 可见，上海国有工业企业人力资本存量估计为572 亿元，占全市工业企业估计

人力资本存量的 47. 86% 。人力资本存量大小的排序依次为：高中，占总最的 36, 43% ；初中，占

31. 60% ；大学，占 25, 97% ；小学，占 3. 48% ，硕士和博士，占 2.53% 。 大至呈正态分布状。

(2) 表 3 、表 4 数据显示：＠上海人力资本收益率与人力资本价值含量呈负相关关系。 文化

层次越低，相应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越高；文化层次越高，相应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越低。 而且，随

着文化层次的逐级提高，这种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反差有渐趋加大的态势。这说明国有工业企业

内部存在着较严重的
“

收益差别机制 ”失衡的现象，这也是国有工业企业人力资本流失、劳动生

产率较低的主要原因之 一 。＠按国际人力资本收益率变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高收入国家

还是中、低收入国家，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大致呈
“

V ”型发展态势：低文化层次和

高文化层次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较高，中等文化层次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较低。 并且从总体水平

看．经济愈落后的国家，这种
“V ”型差异愈明显．尤其是低文化层次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比较高；

经济愈发达的国家，这种
“

V “型差异愈小，呈收敛之势。 这说明经济发展至一定水平，各文化层

次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直至近似均衡状态。相比之下，上海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从高

文化层次到低文化层次、不但呈直线下降态势，而且差异比较大；各文化层次的人力资本收益

率大大低千世界平均水平和中、低收入国家，甚至还明显低千经济发达国家。 人力资本的收益

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若不予以及时调整，将成为国有经济发展的又 一 瓶颈。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单位邮编：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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