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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经验研究中如何估计这一指标却存

在很大分歧。本文遵循一阶马尔可夫过程，并基于大规模微观个体抽样数据所得关键参数的分布特征，

模拟和测算了我国 1950—2020 年间全国和各地区各年份人力资本存量及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并从人口

转型和教育提升两个角度考察 70 年间人力资本变迁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不同标准所得人力

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均随时间推移不断趋缓; 人口转型相比于教育提升在 70 年间的

贡献略大。早期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主要源于人口转型所实现的人口红利，而近年来教育提升对人力资

本存量的增长贡献愈加明显。其次，各地区受教育程度差异较大，均随时间显著提高但变化趋势不尽一

致; 1950—2020 年间，各地区人均人力资本随时间推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相对收敛特征。本文认为，教

育提升可以成为促进我国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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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Human Capital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Aspects from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ducation Improvement

Zhang Qiong ＆ Zhang Zhongwen

Abstract: Although human capital is fundamental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re is not

yet a consensus on how to estimate this indicator empirically．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key

parameters estimated from large-scale micro sampling data，this article simulates and forecasts China’s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per capita human capital by year for the period from 1950 to 2020，following first-

order Markov process． After that，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changes in the past 70 years is

investig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mprovement in education． It finds that considerable

vari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growth rates of human capital stock obtained through different methods，though they all

gradually slow down over time． In the past 70 years，demographic transition has contributed slightly more to the

growth of human capital compared with education improvement． The increase in China’s human capital stock comes

mainly from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early years，and increasingly from improvement in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Second，there is a prominent gap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ong provinces，and although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has been observed in all provinces，the trajectories are not necessarily similar． Between 1950 and 2020，

convergence has been observed among all provinces over tim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mproving education can b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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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approach to further enhance the human capital of China．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ge-specific Education Level; Demographic

Transition; Education Improvement

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有研究表明，这得益于“人

口红利”以及“经济全球化”所实现的内部优势和外部机遇的有效对接( 刘鹤，2008; 蔡昉，2018) 。
与之相对应，劳动年龄人口近年来转向负增长，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使得“粗放式”增长模式难

以为继;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政治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明显，

我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面临高端挤压和低端挤占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估计新中国成立 70 多

年来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从人口转型和教育提升双重视角考察人力资本增长的演进路径，不仅有利

于理解此前增长奇迹的要素投入源泉，也有利于明确新时代人力资本提升的主要动力和方向，对于

有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被认为在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Lucas，1988) ，因为其

不仅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可用于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同时影响了技术研发、吸纳以及扩散使用的速

度，是超越国内生产总值( GDP) 、用于衡量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及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Stiglitz 等，

2010) 。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估计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并逐渐建立了以 Barro-Lee 等

为代表的国别人力资本数据库。但正如 Lucas( 1988) 及随后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人力资本在模型

中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却是现实中无法观察到的力量。或许正因为此，经验研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或国别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差异很大( Caselli 和 Ciccone，2019) 。已有不少研究估计我国人力

资本水平并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解释力度。有关研究中，在避免

模型识别错误以如实反映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础上，准确核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要素，

对于准确核算各要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关键。然而已有研究所得结论相去

甚远，主要原因是各研究关于人力资本的估计方法、数据来源和处理等方面不尽一致。此外，较少

有研究关注跨时期以及不同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分解机制。基于此，本文综合借鉴特征法和

收入法，模拟和测算 1950—2020 年间全国和各省( 区、市) 各年份人口年龄结构及年龄别人均受教

育程度，并据此估计对应人力资本水平; 再从不同角度考察我国人力资本的变迁历程。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亚当· 斯密，1906 年费雪在其著作《资本和收入的性质》
中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但该概念的量化估算则成型于 Schultz( 1960) 和 Becker( 1964) 。1995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公告( Sen，1996) 中正式将“人们的生产能力( 如教育、营养) 所代表的价值”称之

为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价值) ，与“自然资本”“创造资产”以及“社会资本”一起作为国家财富的组

成部分纳入国家财富核算范畴。已有学者围绕人力资本估计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和讨论，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成本法。Engle( 1883) 较早将单个个体的人力资本界定为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抚养至 25

岁所需的成本。Schultz( 1960) 等学者围绕 Engel 的思想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逐步形成了估计人

力资本的“成本法”或“永续盘存法”。国内采用成本法估算人力资本的研究比较多。周天勇

( 1994) 较早基于这一思想，认为形成人力资本所支付的教育支出( 直接费用) 与受教育所放弃的收



第 38 卷第 11 期 张琼 张钟文: 我国人力资本变迁 70 年 ·49·

入( 即间接收入) 都应作为人力投资，计入人力资本的估算当中; 之后根据 1952 年、1964 年、1982
年、1987 年和 1990 年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人数计算了相应年份的人力资本总量。张帆

( 2000) 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等于以不变价计的每年真实人力资本投资减去折旧累加而成，并将人力

资本投资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包括教育、文艺、卫生支出等，后者则在狭义人力资本投资基础

上，再加上将儿童抚养到 15 岁所需的消费支出。此后，钱雪亚和刘杰( 2004) 、钱雪亚( 2011) 等拓

展人力资本内涵，通过慎重选择和处理初始年份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和折旧率

等，对全国和部分省( 区、市) 的人力资本进行了估算。成本法估计思路与物质资本存量原理一致，

方法直接并易于理解。但这一方法从其提出伊始即不断受到批评( Trinh 等，2003) ，其忽略了资本

价值的需求方评价，而仅仅关注供给方的支出，这可能因为“先天不足后天来凑”而错误估算人力

资本。此外，个体自其出生到某个年龄的所有花费均视为“人力资本投资”，这也存在一定争议。
不仅如此，人力资本有可能因为个体自身努力而升值并非折旧，以及存在折旧但折旧率与个体努力

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不同学者对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假设、人力资本投资界定以及折旧率判断等可

能不尽相同，进而估算结果可能相去甚远。
二是收入法。这一方法最早可追溯至 Farr( 1853) ，其将人力资本视作未来收入流与生活消费

支出相抵后的差额，并基于生命表中的死亡率进行调整。Becker( 1964) 总结了 Farr 等人的思想，形

成了 基 于 收 入 测 量 人 力 资 本 的 理 论 框 架，根 据 个 体 终 其 一 生 的 收 入 流 来 反 推 其 人 力 资 本。
Jorgenson 和 Fraumeni( 1992 ) 随后逐渐形成了更为清晰且操作性更强的定量测算模型，之后，

Fraumeni 等( 2017) 更新了美国 1949—1984 年以及 1998—2009 年间的人力资本水平估计值。此

外，Mulligan 和 Sala-i-Martin( 1995) 构建了一种基于当期而非终生收入的人力资本测量方法。该方

法实施的关键是估计单位人力资本所对应的工资水平，实际应用中常见做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直接

选择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工资取平均; 第二种是基于 Mincer 工资回归方程( Mincer，1974) ，取

常数项作为没有任何教育经历的个体所对应工资的近似值。国内学者也开展了一系列尝试，王德

劲等( 2006) 对收入法进行修正和简化，估算了 1952—2003 年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

( 2010，2013) 运用收入法计算了 1985—2007 年各年人力资本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并对 2008—
2020 年的人力资本水平作了预测，进一步将扩展的 Mincer 工资回归模型引入 Jorgenson-Fraumeni
收入法中，构建了适合我国数据的省级人力资本估算方法，并建立省份生活成本平减指数解决人力

资本的横向比较问题。收入法原理上非常理想，但对数据要求非常高，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很难满足。不仅如此，收入法要求劳动力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从而制约了该方法的应用实践。此

外，基于收入法估算的人力资本对工资波动较为敏感; 一旦工资发生变化，人力资本也会发生变化;

人力资本本应具有的稳定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三是特征法。该方法以人力资本的某项特征，如平均受教育年限、识字率、入学率等指标为依

据，估计相应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特征指标中，尤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依据的做法最为常见。
已有估计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基于已有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或永续盘存法

等，内补和外延插值补齐缺失数据，提供了主要国家和地区较长时间跨度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

据。Barro 和 Lee( 1993，2013) 最早以 25 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测量了 129 个国家

1960—1985 年间的人力资本水平，随后补充更新了 146 个国家和地区 1950—2010 年间以 5 年为间

隔的 人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的 估 计 值，其 2015 年 版 本 则 与 维 根 斯 坦 人 口 与 全 球 人 力 资 本 中 心

( Wittgenstein Centre for Demography and Global Human Capital，WIC) 数据库类似，基于 5 岁组数据逆

推 5 年前或预估 5 年后的相应受教育水平。WIC 数据库在其最新版本( WIC2018) 中，估计了 185
个国家和地区 1950—2015 年间的受教育程度。第二类方法为 Lutz 等( 2007) 所引入，基本原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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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一般持续接受教育直至其最高受教育水平，之后在其一生中基本保持不变，且一旦接受了更高

教育水平后不会再折返接受更低教育水平。这可以基于后续普查年份的同龄人受教育程度逆推其

早期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受教育情况。这一方法随后为 Barro 和 Lee( 2013) 等所采用。国内学者也

基于特征法探索估计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如张琦( 2007) 基于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及各

年份相关教育统计资料推算出 1978—2001 年间的各级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又以各级教育回报率均

为 9%估计人力资本存量。周云波等( 2010) 采用类似做法，考虑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分

别为 0. 180、0. 134 和 0. 151，估算了 30 个省( 区、市) 1997—2007 年间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及其

构成。
综上，人力资本估计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话题，已有文献做出了很多有益尝试。其中，特征

法尤其是基于受教育年限估算人力资本的做法虽然存在不足，但由于其直观易操作，且可以通过教

育回报率与收入法等联系起来，仍是较为常见的方法之一。本文参照特征法，在估算年龄别受教育

年限基础上估计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借鉴收入法，将受教育程度根据相应的

Mincer 系数转换为与收入法相对应的人力资本度量，多角度估算 1950 年以来全国和各地区各年份

的人力资本水平，并展开有关分析。

三、分析框架、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和年龄别受教育程度两个维度来估计人力资本水平，前者着重考虑“健

康”，后者重点关注“教育”。本节主要介绍估计框架、相应数据来源及处理过程①。
( 一) 人口年龄结构

迄今为止我国开展了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四次 1%人口抽样调查②，从 1982 年末起每年进行

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由于 1950—2020 年全国及各地区详细的年龄别人口数据并不公开可得。
很多研究对全国或个别省份年龄别人口进行了估计，但涵盖全部省级层面的讨论相对较少。

不考虑人口迁移时，每一时期人口年龄结构可以由该期新出生的个体以及上一期存活至本期

的个体完全刻画; 与此同时，每一时期年龄为 0 岁的个体均为该期新出生的个体。此时，人口动态

变化遵循一阶马尔可夫过程，且一旦知道某一时期( T ) 的人口年龄结构，并知道任意时期的年龄

别死亡率以及总人口出生率，即可以往前估计( T － 1，T － 2，……) 和往后预测( T + 1，T + 2，

……) 任意时期的详细人口年龄结构。然而，存在人口迁移时，任意地区每一时期的人口年龄结构

取决于该期新出生个体、上一期存活至本期且留在本地的个体、迁往其他地区以及从其他地区迁入

的个体。本文将人口动态变迁过程分成两部分: 先假定不存在人口迁移，估计各期人口年龄结构，

然后根据各时期年龄别人口净迁移率进行调整，即得到考虑人口迁移之后的人口年龄结构。
实际估计时，由于全国和各省( 区、市) 各年份年龄别人口死亡率数据并不公开可得，本文以某

年人口普查和各年总人口死亡率数据为基础，根据 dait = dit·
dai0

di0
估计得到，其中，dait 表示全国或某

省份 i 第 t 年份年龄为 a 岁的个体年龄别死亡率，dit 表示全国或该地区第 t 年总人口死亡率，dai0 表

示全国或该地区该普查年份年龄 a 岁的年龄别死亡率，di0 表示全国或该地区该普查年份时总人口

①

②

理论上讲，细致考虑不同受教育程度个体的年龄结构、加总得到总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做法更为合适。本文囿于数据所

限，简化假定不同受教育程度个体的人口动态变化规律相同。本文对部分关键参数假定(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年龄别迁移分布特征

是否相似、不同时期人口的年龄别迁移分布特征受否相似、个体受教育程度在其一生中是否基本保持不变) 的合理性进行了检验，

限于篇幅未呈现相应结果。
我国开展全面人口普查的年份为 1953 年、1964 年、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2020 年; 开展 1%人口抽样调查的

年份为 1987 年、1995 年、2005 年、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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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①。其中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年龄别死亡率根据全国和各地区人口普查资料

中有关数据计算得到; 关于全国和各地区总人口出生率和总人口死亡率，1950—1999 年数据来源

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00—2019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 年数据为基于

过去 5 年的移动平均估算值。对于“人口迁移”而言②，由于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采集了个体“5
年前常住地”等人口迁移信息，可以基于相应普查年份的抽样个体数据得到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各省份详细的年龄别人口迁入率和迁出率，但反映各年份各地区详细的年龄别人口迁移的

数据并不公开可得。本文将各年份年龄别人口迁移分解成两部分: 一是对应年度的人口迁移大背

景( 由总人口的迁入率和迁出率刻画) ，二是个体所处特定年龄段的年龄别人口迁移行为。其中，

总人口迁入率和迁出率数据来源如下: 1984 年以前数据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

编( 1949—1985 年) 》，1985—1991 年数据分别来自于 1986—1992 年各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2—2010 以及 2012 年数据分别来自于 1992—2010 年各年以及 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

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1 年以及 2013 年以后各年数据采用线性插值和移动平均预测方法补齐。
( 二) 年龄别受教育程度

估计全国和各省份 1950—2020 年间各年份年龄别受教育程度时③，本文考虑两类指标: 人均

受教育年限 ( 用 { educy( a) it} 表示) 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 ( 用 { illitr( a) it，primr( a) it，secr( a) it，

highr( a) it，techr( a) it，collr( a) it，univr( a) it} 表示) 。其中 a 表示年龄，借鉴联合国关于“适龄人

口”的定义，本文考虑 a = 15，16，…，64 的情形; illitr、primr、secr、highr、techr、collr、univr 分别表示文

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个体占相应年龄人口的比重。
借鉴 Lutz 等( 2007) 的迭代－多维－群组构成－重构( IMCＲ) 估算框架，本文分别选用 1982 年、

1990 年、2000 年以及 2010 年人口普查抽样个体数据④估计 1950—1982 年、1950—1990 年、1950—
2000 年以及 1950—2010 年间各年全国和各地区 15～64 岁每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本文假定各时

期各学龄个体一气呵成完成相应学业; 此外，所有个体均为“6 岁上学，小学学制 6 年，初中学制 3
年，高中和中专学制 3 年，大专学制 3 年，大学本科学制 4 年，研究生学制 2 年”。个体如果为某个

教育水平毕业，则获得完整的教育年限; 如果为肄业、结业或辍学等，则获得一半的教育年限。
以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估计依据为例，对于 24 ～ 64 岁之间的各年龄别受教

育程度 { educ( a) it} ( 包括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 ，由于各年人口普查均以年龄 100
岁为上限，本文首先以 2010 年 84～100 岁所有个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作为相

应 educ( 24) it ～ educ( 40) it 在 1950 年时的相应取值⑤，2010 年 83～100 岁个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作为相应 educ( 24) it ～ educ( 41) it 在 1951 年时的相应取值，1952—2010 年间

其余年份相应取值以此类推。对于 15 岁个体，以 2010 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 75 岁个体

①

②

③

④

⑤

设定该假定的原因是不少研究( 张琼，2010) 发现，虽然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个体的年龄别死亡率的

绝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其人口死亡年龄分布却均表现出非常相似的分布特征。
我国人口迁移尤其是跨省人口迁移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源于: 我国于 1951 年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尽

管 1950—1957 年间户口迁移相对比较自由，但 1957 年 12 月《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严格户

籍管理，1958—1978 年间我国户口迁移受到严格限制; 1979 年开始逐渐调整和改革户籍尤其是小城镇户籍制度，但进展较为缓

慢; 直至 2019 年才全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 13 个城区人口在 500 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除外) 。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估计时实际上暗含假定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个体的迁移行为相似”。本文随后基于可得普查年份

( 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 对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如前所述，我国人口迁移尤其是跨省人口迁移规模相对有限，从而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这一要求。
该 4 年个体数据分别为 1004 万、1157 万、118 万和 464 万。
因为 1950 年 24～40 岁的个体如果存活至 2010 年，则其年龄相应变为 84～ 100 岁，不存在任何其他可能，从而 2010 年时

84～100 岁人群分别是 1950 年年龄为 24～40 岁人群最好的缩影和代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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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作为 educ( 15) it 在 1950 年时的相应取值，2010 年受教育程

度为“初中及以下”的 74 岁个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作为 educ( 15) it 在 1951 年

时的相应取值，1952—2010 年间其余年份相应取值以此类推。对于 16 岁与 17 岁人口各年受教育

程度( educ( 16) it 与 educ( 17) it ) ，以 2010 年受教育程度为“高中( 或中专) 及以下”的 76 岁与 77

岁、75 岁与 76 岁、……、16 岁与 17 岁个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分别作为

educ( 16) it 与 educ( 17) it 在 1950 年、1951 年、……、2010 年时的相应取值。对于 18 岁人口各年受

教育程度( educ( 18) it ) ，则以 2010 年那些受教育程度为“高中( 或中专) 及以下”的 78 岁、77 岁、……、18

岁个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分别作为 educ( 18) it 在 1950 年、1951 年、……、
2010 年时的相应取值。以此类推，得到 19～23 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educ( 19) it ～ educ( 23) it ) 在

1950—2010 年间各年的相应取值。类似地，可以基于 2000 年、1990 年和 1982 年普查数据分别得

到 educ( 15) it ～ educ( 64) it 在 1950—2000 年、1950—1990 年和 1950—1982 年间各年的相应取值。
( 三) 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本文采用如下步骤估计各年份各省( 区、市) 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及人力资本存量。与之前框架

保持一致，这里的分析均只考虑适龄人口( 15～64 岁) 。
第一步，基于上述方法得到考虑人口迁移后的年龄别人口规模的估计值; 之后根据全国和各省

份“估计总人口”与“实际总人口”①之间的比例关系，对年龄别人口规模估计值进行比例调整，得

到修正后的序列 { Njt} 1982、{ Njt} 1990、{ Njt} 2000 和 { Njt} 2010 ; 最后，为了综合利用早期人口普查倒推估

计历史数据更为准确、后期人口普查预测随后年份人口年龄结构更为准确的特点，本文选取这 4 个

序列的中位数作为适龄人口年龄结构( { Njt} ) 的最终估计值。

第二步，基 于 上 述 方 法 估 计 得 到 4 个 关 于 { educ( a) it} 的 估 计 值 序 列②; 然 后 利 用

{ educ( a) it} 2000 和 { educ( a) it} 2010 的差异，线性预测得到 { educ( a) it} 2020( t = 1950，1951，…，2020) ;

从而得到 2011—2020 年间适龄人口的年龄别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不同教育水平占比; 之后，为了综

合利用早期人口普查推测早些年份年龄较大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更为准确、后期人口普查推测晚些

年份年龄较小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更为准确的特点，本文选取这 4 个序列的中位数作为年龄别受教

育程度( { educ( a) it} ) 的最终估计值。

第三步，分别参考特征法和收入法估计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其中，前者考虑年龄别人均受教育

年限，以“人口规模”为权重，对全国和各地区各年 15 ～ 64 岁各年龄别受教育年限求加权平均值

( hc_educyit =
∑ 64

a = 15
( educy( a) it × pop( a) it )

∑ 64

a = 15
pop( a) it

) ，其作为对应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估计值。后者则

考虑 Mincer 系数，同样以“人口规模”为权重，对全国和各地区各年 15 ～ 64 岁各年龄别对应综合

Mincer 系数求加权平均值。本文参考 Zhang 等( 2005) 以及 Liu ( 1998) 的研究③，得到“小学”“初

①

②

③

该指标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4 个 估 计 值 序 列 表 示 为 { educ( a) it } 1982( t = 1950，1951，…，1982) 、 { educ( a) it } 1990( t = 1950，1951，…，1990) 、

{ educ( a) it } 2000( t = 1950，1951，…，2000) 和 { educ( a) it } 2010( t = 1950，1951，…，2010) 。

Zhang 等( 2005) 给出了“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等 5 个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回报率( 以“小学”为参

照) ，而 Liu( 1998) 则给出了“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等 3 个受教育程度教育回报率( 以“文盲或半文盲”为参照) 。本文发现，对

Zhang 等( 2005) 各年各受教育程度对应 Mincer 系数估计值上下截尾 25%后取平均，与 Liu( 1998) 的估计值非常相似; 因此本文选

取 Liu( 1998) 以“文盲或半文盲”为参照的“小学”的教育回报率估计值( 7. 5%) ，对 Zhang 等( 2005) 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回报率的

截尾平均值进行调整，即可得到“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等 5 个受教育程度以“文盲或半文盲”为参照的

Mincer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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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所对应的 Mincer 系数( 均以“文盲或半文盲”为参照) : 分别为

7. 5%、16. 1%、24. 8%、31. 7%、38. 8%。即 hc_mincerit =
∑ 64

a = 15
( Mincer( a) it × pop( a) it )

∑ 64

a = 15
pop( a) it

，以作为相

应( 人均) 人力资本水平的估计值; 这里年龄别综合 Mincer 系数 ( Mincer( a) it ) 定义为: Mincer( a) it =
primr( a) it × 0. 075 + secr( a) it × 0. 161 + highr( a) it × 0. 248 + techr( a) it × 0. 317 + ( collr( a) it +
univr( a) it ) × 0. 388。

第四步，分 别 估 计 全 国 和 各 省 份 1950—2020 年 各 年 的 人 力 资 本 存 量 agghc_educyit =

∑ 64

a = 15
( educy( a) it × pop( a) it ) 以及 agghc_mincerit =∑ 64

a = 15
( Mincer( a) it × pop( a) it ) 。

四、估算结果分析

( 一) 全国人力资本增长表现及源泉分解

表 1 分两部分呈现全国层面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及增长源泉: 第( 1) ～ ( 4) 列为基于特征

法( 受教育年限) 的分析结果，第( 5) ～ ( 8) 列则为基于收入法( Mincer 系数) 的分析结果。由于人

力资本存量为适龄人口与人均人力资本的乘积，因此第( 1) 列与第( 5) 列分别等于第( 2) 列和第

( 3) 与第( 6) 列和第( 7) 列结果之和; 此外，又因为适龄人口的估计过程对于特征法和收入法而言

完全相同，因而第( 2) 列与第( 6) 列结果完全相同。为更直观地呈现 1950—2020 年间全国层面人

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源泉，第( 4) 列和第( 8) 列中分别给出了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中人均人力资本增

长率的比例，用于反映各时期人均人力资本对相应时期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贡献。

表 1 1950—2020 年人力资本存量增长源泉分解 ( %)

年份

受教育年限 Mincer 系数

人力资本
存量增长率

适龄人口
增长率

人均人力资本

增长率 增长贡献
人力资本

存量增长率
适龄人口

增长率
人均人力资本

增长率 增长贡献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1951 7. 74 4. 22 3. 51 45. 40 7. 88 4. 22 3. 66 46. 41
1952 6. 58 3. 23 3. 34 50. 86 6. 79 3. 23 3. 56 52. 39
1953 7. 06 3. 71 3. 36 47. 50 7. 19 3. 71 3. 48 48. 39
1954 5. 41 2. 47 2. 94 54. 32 5. 55 2. 47 3. 08 55. 49
1955 6. 09 2. 87 3. 22 52. 83 6. 14 2. 87 3. 27 53. 20
1956 6. 50 3. 38 3. 12 48. 00 6. 51 3. 38 3. 13 48. 10
1957 6. 47 3. 44 3. 03 46. 85 6. 52 3. 44 3. 08 47. 29
1958 5. 77 3. 08 2. 69 46. 55 5. 73 3. 08 2. 65 46. 23
1959 6. 79 4. 09 2. 70 39. 75 6. 73 4. 09 2. 64 39. 25
1960 3. 09 0. 44 2. 65 85. 63 3. 07 0. 44 2. 62 85. 52
1961 5. 00 2. 38 2. 62 52. 40 4. 91 2. 38 2. 53 51. 58
1962 5. 69 3. 21 2. 47 43. 50 5. 59 3. 21 2. 37 42. 47
1963 4. 73 2. 43 2. 30 48. 65 4. 62 2. 43 2. 19 47. 40
1964 5. 58 3. 11 2. 47 44. 20 5. 50 3. 11 2. 38 43. 37
1965 6. 49 4. 08 2. 41 37. 12 6. 45 4. 08 2. 37 36. 76
1966 6. 06 3. 79 2. 27 37. 45 6. 06 3. 79 2. 27 37. 51
1967 7. 18 4. 75 2. 43 33. 86 7. 21 4. 75 2. 46 34. 12
1968 6. 28 3. 89 2. 39 38. 06 6. 41 3. 89 2. 52 39. 30
1969 7. 12 4. 53 2. 59 36. 38 7. 38 4. 53 2. 85 38. 60
1970 6. 52 4. 06 2. 46 37. 70 6. 84 4. 06 2. 77 40. 57
1971 6. 11 3. 85 2. 26 36. 93 6. 44 3. 85 2. 59 40. 24
1972 6. 20 3. 81 2. 38 38. 48 6. 59 3. 81 2. 78 42. 19
1973 5. 43 3. 34 2. 09 38. 47 5. 79 3. 34 2. 45 42. 36
1974 3. 63 1. 92 1. 71 47. 03 3. 96 1. 92 2. 04 51. 53
1975 4. 09 2. 23 1. 86 45. 45 4. 46 2. 23 2. 23 5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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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年份

受教育年限 综合 Mincer 系数

人力资本
存量增长率

( %)

15－64 岁
人口增长率

( %)

人均人力资本

增长率
( %)

增长贡献
( %)

人力资本
存量增长率

( %)

15－64 岁
人口增长率

( %)

人均人力资本

增长率
( %)

增长贡献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1976 2. 69 1. 18 1. 51 56. 06 2. 99 1. 18 1. 80 60. 43
1977 5. 81 3. 43 2. 38 40. 88 6. 28 3. 43 2. 85 45. 34
1978 7. 47 4. 64 2. 83 37. 84 8. 04 4. 64 3. 39 42. 22
1979 5. 65 3. 56 2. 09 36. 99 6. 02 3. 56 2. 46 40. 81
1980 5. 33 3. 49 1. 84 34. 55 5. 61 3. 49 2. 12 37. 79
1981 5. 04 3. 44 1. 60 31. 67 5. 23 3. 44 1. 79 34. 21
1982 4. 05 2. 69 1. 36 33. 49 4. 22 2. 69 1. 53 36. 17
1983 5. 28 3. 64 1. 64 31. 03 5. 52 3. 64 1. 89 34. 13
1984 4. 54 3. 08 1. 46 32. 12 4. 77 3. 08 1. 69 35. 44
1985 4. 92 3. 38 1. 54 31. 29 5. 18 3. 38 1. 80 34. 73
1986 4. 15 2. 74 1. 40 33. 80 4. 39 2. 74 1. 65 37. 55
1987 3. 71 2. 39 1. 32 35. 50 3. 96 2. 39 1. 57 39. 64
1988 3. 49 2. 24 1. 25 35. 75 3. 73 2. 24 1. 49 39. 93
1989 2. 91 1. 74 1. 17 40. 32 3. 13 1. 74 1. 40 44. 60
1990 2. 37 1. 24 1. 13 47. 76 2. 60 1. 24 1. 37 52. 42
1991 2. 73 1. 64 1. 10 40. 17 2. 98 1. 64 1. 35 45. 13
1992 2. 21 1. 17 1. 05 47. 31 2. 45 1. 17 1. 28 52. 43
1993 2. 36 1. 24 1. 12 47. 36 2. 63 1. 24 1. 39 52. 70
1994 2. 57 1. 48 1. 09 42. 31 2. 85 1. 48 1. 36 47. 90
1995 2. 32 1. 22 1. 10 47. 49 2. 59 1. 22 1. 37 53. 03
1996 2. 60 1. 52 1. 08 41. 48 2. 90 1. 52 1. 38 47. 55
1997 3. 01 1. 81 1. 20 39. 81 3. 37 1. 81 1. 56 46. 24
1998 2. 34 1. 25 1. 09 46. 43 2. 65 1. 25 1. 39 52. 64
1999 2. 34 1. 33 1. 01 43. 16 2. 62 1. 33 1. 29 49. 34
2000 2. 19 1. 22 0. 97 44. 49 2. 47 1. 22 1. 25 50. 74
2001 2. 54 1. 45 1. 09 42. 77 2. 98 1. 45 1. 52 51. 19
2002 2. 88 1. 78 1. 10 38. 33 3. 48 1. 78 1. 71 48. 98
2003 2. 58 1. 55 1. 02 39. 68 3. 17 1. 55 1. 62 50. 96
2004 2. 71 1. 75 0. 96 35. 41 3. 37 1. 75 1. 62 48. 11
2005 2. 76 1. 78 0. 97 35. 32 3. 48 1. 78 1. 70 48. 81
2006 1. 79 0. 97 0. 82 45. 75 2. 40 0. 97 1. 43 59. 46
2007 1. 70 0. 91 0. 79 46. 52 2. 32 0. 91 1. 41 60. 83
2008 1. 65 0. 88 0. 77 46. 57 2. 25 0. 88 1. 37 60. 84
2009 1. 33 0. 61 0. 72 53. 95 1. 87 0. 61 1. 25 67. 24
2010 1. 34 0. 66 0. 68 50. 63 1. 85 0. 66 1. 19 64. 15
2011 1. 02 0. 35 0. 67 65. 33 1. 47 0. 35 1. 12 76. 04
2012 1. 01 0. 35 0. 66 65. 55 1. 50 0. 35 1. 15 76. 74
2013 0. 85 0. 19 0. 66 77. 56 1. 35 0. 19 1. 16 85. 80
2014 0. 62 －0. 05 0. 67 107. 41 1. 11 －0. 05 1. 15 104. 15
2015 0. 49 －0. 18 0. 67 137. 05 1. 00 －0. 18 1. 18 118. 04
2016 0. 54 －0. 10 0. 64 119. 46 1. 06 －0. 10 1. 16 109. 89
2017 0. 28 －0. 42 0. 69 249. 32 0. 83 －0. 42 1. 25 150. 02
2018 0. 20 －0. 44 0. 64 313. 58 0. 74 －0. 44 1. 17 159. 17
2019 0. 23 －0. 43 0. 65 288. 36 0. 80 －0. 43 1. 23 153. 15
2020 －0. 12 －0. 73 0. 61 －487. 69 0. 43 －0. 73 1. 17 268. 60
1951—1959 年平均 6. 49 3. 39 3. 10 47. 78 6. 56 3. 39 3. 17 48. 35
1960—1969 年平均 5. 72 3. 26 2. 46 42. 99 5. 72 3. 26 2. 46 42. 97
1970—1979 年平均 5. 36 3. 20 2. 15 40. 21 5. 74 3. 20 2. 54 44. 20
1980—1989 年平均 4. 34 2. 88 1. 46 33. 56 4. 58 2. 88 1. 69 36. 98
1990—1999 年平均 2. 49 1. 39 1. 10 44. 08 2. 76 1. 39 1. 37 49. 72
2000—2009 年平均 2. 21 1. 29 0. 92 41. 66 2. 78 1. 29 1. 49 53. 55
2010—2020 年平均 0. 59 －0. 07 0. 66 112. 14 1. 10 －0. 07 1. 18 106. 46
1951—2020 年平均 3. 80 2. 14 1. 66 43. 61 4. 10 2. 14 1. 96 47. 73

注: 表中数据均为作者计算值，有关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见文中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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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结果表明，以不同指标为权重计算所得人力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在各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

异。除 1958—1965 年之外，相比基于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结果，基于 Mincer 系数所估算的人力资本

存量增长速度更快，后者所对应平均增长率高 0. 29 个百分点。然而，基于受教育年限和基于

Mincer 系数所得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趋势却非常相似: 1950—2020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持续上升，

但人力资本增速趋于下降; 1950—2020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约为 3. 80%和

4. 10%。其中，人口转型( 适龄人口增长率) 相比于教育提升( 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率) 在 70 年间的

贡献略大: 适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 14%; 基于受教育年限和综合 Mincer 系数计算的人均人力

资本年平均增 长 率 分 别 为 1. 66% 和 1. 96%，二 者 分 别 可 以 解 释 同 时 期 人 力 资 本 存 量 增 长 的

43. 61%和 47. 73%。
分时期来看，1951—1959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年平均分别增长 6. 49%和 6. 56%，此时，适龄人口

与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均增长较快，且二者对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相当: 适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3. 39%; 人均人力资本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 10%和 3. 17%，其对同时期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贡献

分别为 47. 78%和 48. 35%。这可能得益于建国初期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较年轻、人均受教育程度普

遍偏低，以及高度重视成人教育、扫盲教育等方针政策。1960—1969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年平均

增长速度为 5. 72%，此时适龄人口与人均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均有所下降但增长依然较快。其

中，适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为 3. 26%( 减少了 0. 13 个百分点) ; 人均人力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下

降为 2. 46%，对同时期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贡献分别下降为 42. 99%和 42. 97% ( 分别减少了 4. 78
和 5. 38 个百分点) 。此期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依然相对较年轻，但教育事业发展受限。1970—
1979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5. 36%和 5. 74%; 此时，相比于 1960—1969 年间，

基于受教育年限的人力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下降，而基于 Mincer 系数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有

所上升。这可能源于，我国在持续多年教育提升之后，此期间越来越多个体接受中等教育，从而额

外新增受教育年限对应于明显更高的 Mincer 系数。教育提升在此期间分别贡献了人力资本存量

增长的 40. 21%和 44. 20%。在 1980—1989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下降至 4. 34%
和 4. 58%，教育提升在此期间的贡献降至阶段性最低水平: 人均人力资本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 46%和 1. 69%( 分别进一步下降了 0. 70 和 0. 85 个百分点) ; 适龄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 88%
( 进一步下降了 0. 32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相对较小) ，这部分源于补偿性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在此

期间步入适龄( 15～64 岁) 阶段，从而延缓了适龄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速度。1990—1999 年间，随着

适龄人口和人均人力资本增幅同时趋缓，人力资本存量增速继续趋于下降; 教育提升对人力资本存

量的增长贡献有所回升。此后，得益于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以及 90 年代末推行的“高校扩招”
政策以及持续推进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均人力资本增长率在 2000—2020 年间虽然不断趋于下

降，但均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同时期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适龄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并

于 2014 年由正转负，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存量增速在此期间短暂徘徊在 2% ～3%水平上后迅速趋于

下降。与此同时，近些年教育提升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大。
( 二) 地区人力资本差异及收敛表现

本节考察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收敛表现。表 2 首先了给出了主要

年份各省( 区、市) 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结果显示，各年份各地区人均人

力资本水平差异较为明显: 各年北京市适龄人口( 15 ～ 64 岁) 人均受教育年限均最高，而西藏均最

低; 1950 年时北京市适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5. 29 年，西藏则为 0. 73 年，二者相差 4. 56 年;

到 2020 年时北京市适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 12. 36 年，而此时西藏适龄人口的人均受教

育年限提高至 4. 65 年，二者差距扩大至 7. 71 年。1950 年全国适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3. 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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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50—2020 年间各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北京 5. 29 6. 69 7. 88 9. 28 10. 13 11. 22 11. 89 12. 36
天津 4. 43 5. 92 7. 15 8. 34 9. 06 10. 04 10. 75 11. 29
河北 3. 01 4. 19 5. 53 6. 84 7. 80 8. 69 9. 40 9. 98
山西 3. 16 4. 37 5. 66 7. 05 8. 07 8. 90 9. 60 10. 11
内蒙古 2. 75 3. 98 5. 19 6. 63 7. 59 8. 38 9. 08 9. 67
辽宁 4. 12 5. 58 6. 78 7. 81 8. 50 9. 22 9. 80 10. 35
吉林 3. 82 5. 24 6. 49 7. 59 8. 27 8. 86 9. 39 9. 85
黑龙江 3. 82 5. 06 6. 30 7. 48 8. 24 8. 86 9. 41 9. 88
上海 4. 51 5. 65 6. 97 8. 47 9. 27 10. 36 10. 96 11. 47
江苏 2. 80 3. 98 5. 19 6. 50 7. 63 8. 63 9. 56 10. 27
浙江 2. 46 3. 28 4. 32 5. 75 6. 95 8. 05 8. 98 9. 76
安徽 2. 07 2. 96 3. 95 5. 21 6. 46 7. 39 8. 34 9. 12
福建 2. 44 3. 39 4. 39 5. 71 6. 90 8. 00 8. 84 9. 47
江西 2. 77 3. 70 4. 77 5. 98 7. 05 7. 89 8. 67 9. 31
山东 2. 38 3. 45 4. 77 6. 16 7. 33 8. 31 9. 14 9. 85
河南 2. 69 3. 94 5. 28 6. 54 7. 62 8. 49 9. 29 9. 93
湖北 2. 73 3. 79 5. 06 6. 43 7. 45 8. 27 9. 09 9. 67
湖南 3. 36 4. 31 5. 36 6. 50 7. 48 8. 27 9. 02 9. 63
广东 3. 10 4. 02 5. 18 6. 68 7. 96 8. 96 9. 68 10. 12
广西 3. 40 4. 37 5. 41 6. 62 7. 51 8. 27 8. 88 9. 37
海南 － － － － 7. 84 8. 54 9. 11 9. 47
重庆 － － － － － 7. 69 8. 65 9. 54
四川 2. 88 3. 83 4. 78 5. 75 6. 75 7. 50 8. 41 9. 19
贵州 2. 00 2. 71 3. 46 4. 42 5. 30 6. 00 6. 95 7. 84
云南 1. 91 2. 65 3. 51 4. 69 5. 72 6. 56 7. 37 7. 99
西藏 0. 73 0. 89 1. 36 2. 07 2. 73 3. 28 4. 12 4. 65
陕西 2. 91 4. 16 5. 28 6. 55 7. 50 8. 31 9. 16 9. 74
甘肃 2. 30 3. 08 3. 82 5. 03 6. 07 6. 84 7. 84 8. 57
青海 2. 88 3. 55 3. 97 4. 85 5. 52 5. 96 6. 61 7. 20
宁夏 1. 36 1. 41 1. 51 3. 09 6. 07 7. 44 8. 50 9. 17
新疆 3. 66 4. 65 5. 42 6. 74 7. 82 8. 56 9. 28 9. 81

注: 表中数据均为作者计算值，有关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见文中表述; 海南和重庆因为相应行政区划形成较晚，分别缺失 1987
年以及 1996 年以前年度数据。下同。

比北京等 12 省( 区、市) 适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 到 2020 年时，全国适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至 9. 67 年，低于北京等 16 省( 区、市) 。而就各地区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随时间变化趋势而

言，表 2 结果表明，1950—2020 年间各地区受教育程度改善均较为明显: 平均而言，各地区 2020 年

适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相比其 1950 年时的水平增长了 245. 98%，相当于维持了 70 年年均

1. 73%的增长。在此期间，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改善最为明显的是宁夏，其 2020 年人均受教育年

限相比 1950 年增长了 573. 06%( 年均增长 2. 72%) ; 而北京 2020 年适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相比

1950 年增长了 133. 76%( 年均增长 1. 21%) ，增长空间相对有限。

表 3 则给出了主要年份各地区以综合 Mincer 系数度量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与表 2 类似，表

3 显示各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差异较大，且随时间均有显著改善但变化趋势不尽一致。各年北

京市适龄人口( 15～64 岁) 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均最高，而西藏均最低。1950 年全国适龄人口的人均

综合 Mincer 系数为 0. 0518，低于北京等 12 省( 区、市) ，到 2020 年时，全国适龄人口的人均综合

Mincer 系数为 0. 2039，仍低于北京等 12 省( 区、市) 。而就时间变化趋势而言，各地区 2020 年适龄

人口人均综合 Mincer 系数相比其 1950 年时的水平平均增长了 328. 20% ( 年均增长 2. 02%) ; 在此

期间，适龄人口人均综合 Mincer 系数提高最为明显的依然是宁夏，提高不明显的依然是北京。

进一步本文将 1950—2020 年划分为 1950—1979 年、1980—1999 年和 2000—2020 年三个区

间，分别考察地区间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收敛表现。在分析中，将各区间内各省份的人均人力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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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50—2020 年间各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以人均综合 Mincer 系数度量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北京 0. 1046 0. 1342 0. 1585 0. 1908 0. 2121 0. 2421 0. 2696 0. 2876
天津 0. 0811 0. 1123 0. 1369 0. 1642 0. 1815 0. 2076 0. 2368 0. 2596
河北 0. 0481 0. 0681 0. 0917 0. 1189 0. 1397 0. 1603 0. 1864 0. 2088
山西 0. 0520 0. 0728 0. 0958 0. 1255 0. 1481 0. 1676 0. 1908 0. 2108
内蒙古 0. 0497 0. 0713 0. 0928 0. 1247 0. 1463 0. 1650 0. 1836 0. 2018
辽宁 0. 0709 0. 0990 0. 1220 0. 1445 0. 1605 0. 1787 0. 1989 0. 2196
吉林 0. 0677 0. 0936 0. 1171 0. 1411 0. 1563 0. 1702 0. 1876 0. 2036
黑龙江 0. 0673 0. 0900 0. 1135 0. 1390 0. 1561 0. 1702 0. 1866 0. 2020
上海 0. 0818 0. 1082 0. 1357 0. 1687 0. 1877 0. 2171 0. 2428 0. 2646
江苏 0. 0488 0. 0698 0. 0904 0. 1171 0. 1407 0. 1648 0. 1979 0. 2260
浙江 0. 0418 0. 0570 0. 0743 0. 1020 0. 1257 0. 1513 0. 1797 0. 2076
安徽 0. 0349 0. 0501 0. 0669 0. 0912 0. 1149 0. 1343 0. 1617 0. 1871
福建 0. 0447 0. 0616 0. 0777 0. 1029 0. 1268 0. 1516 0. 1814 0. 2063
江西 0. 0474 0. 0642 0. 0826 0. 1067 0. 1287 0. 1473 0. 1706 0. 1948
山东 0. 0385 0. 0564 0. 0793 0. 1075 0. 1326 0. 1553 0. 1817 0. 2069
河南 0. 0433 0. 0648 0. 0882 0. 1142 0. 1369 0. 1566 0. 1820 0. 2050
湖北 0. 0465 0. 0658 0. 0885 0. 1172 0. 1393 0. 1586 0. 1826 0. 2011
湖南 0. 0549 0. 0709 0. 0893 0. 1136 0. 1350 0. 1538 0. 1752 0. 1948
广东 0. 0505 0. 0677 0. 0891 0. 1197 0. 1479 0. 1725 0. 1992 0. 2170
广西 0. 0532 0. 0690 0. 0879 0. 1139 0. 1332 0. 1511 0. 1708 0. 1891
海南 － － － － 0. 1492 0. 1651 0. 1785 0. 1886
重庆 － － － － － 0. 1393 0. 1714 0. 2065
四川 0. 0470 0. 0624 0. 0776 0. 0970 0. 1175 0. 1344 0. 1607 0. 1882
贵州 0. 0346 0. 0472 0. 0597 0. 0787 0. 0955 0. 1099 0. 1313 0. 1564
云南 0. 0323 0. 0444 0. 0581 0. 0804 0. 1001 0. 1177 0. 1380 0. 1575
西藏 0. 0123 0. 0150 0. 0228 0. 0362 0. 0497 0. 0626 0. 0852 0. 1047
陕西 0. 0515 0. 0740 0. 0933 0. 1194 0. 1393 0. 1579 0. 1843 0. 2044
甘肃 0. 0396 0. 0530 0. 0657 0. 0903 0. 1110 0. 1282 0. 1575 0. 1819
青海 0. 0506 0. 0633 0. 0712 0. 0911 0. 1053 0. 1150 0. 1302 0. 1462
宁夏 0. 0237 0. 0246 0. 0265 0. 0579 0. 1160 0. 1457 0. 1758 0. 2019
新疆 0. 0650 0. 0830 0. 0969 0. 1260 0. 1500 0. 1674 0. 1896 0. 2080

年均增长率对期初水平进行回归，表 4 给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部分( 第( 1) ～ ( 4) 列)

和第二部分( 第( 5) ～ ( 8) 列) 分别给出了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综合 Mincer 系数为标准所估算

的人均人力资本在各区间收敛情况的分析结果。结果表明，人均人力资本在样本考察期间均表现

出非常显著的相对收敛特征。平均而言，1950 年初始人均人力资本水平高 1%的地区，其在随后 70
年间( 1950—2020 年) 的年均增长率低约 0. 921( 0. 923) 个百分点。分区间分析表明，人均人力资

本在 1950—1979 年、1980—1999 年和 2000—2020 年间的相对收敛趋势均较为明显，尤其是在

1980—1999 年间相对收敛表现最为突出。平均而言，1950 年、1980 年和 2000 年初始人均人力资

本水平高 1%的地区，其在随后 30 年间( 1950—1979 年) 、20 年间( 1980—1999 年) 和 20 年间

( 2000—2020 年) 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低 0. 709 ( 0. 638 ) 、1. 687 ( 1. 564 ) 和 1. 277 ( 1. 441 ) 个百

分点。
本文认为，人均人力资本表现出“相对收敛”特征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随着居

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或对教育愈加重视，初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对应于相对更高的增长率;

二是以“义务教育”为代表的公共( 政府) 教育计划推行时，初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有可能受

益。后者也与 1980—1999 年间相对收敛表现最明显相对应，因为 1986 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且该时期绝大多数省份( 除北京外) 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显著低于 9 年，因此实

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助推提升落后地区受教育程度的效果非常明显。2000 年以后多数省份的人均

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或超过 9 年，此时义务教育推行所带来的助推效果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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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50—2020 年间各地区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收敛表现
人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综合 Mincer 系数

1950—2020 1950—1979 1980—1999 2000—2020 1950—2020 1950—1979 1980—1999 2000—202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ln( 期初值) －0. 921＊＊＊ －0. 709＊＊＊ －1. 687＊＊＊ －1. 277＊＊＊ －0. 923＊＊＊ －0. 638＊＊＊ －1. 564＊＊＊ －1. 441＊＊＊

( 0. 070) ( 0. 158) ( 0. 295) ( 0. 114) ( 0. 078) ( 0. 146) ( 0. 287) ( 0. 209)

常数项 2. 730＊＊＊ 3. 291＊＊＊ 4. 453＊＊＊ 3. 565＊＊＊ －0. 714＊＊＊ 0. 804* －1. 788＊＊＊ －1. 231＊＊＊

( 0. 076) ( 0. 172) ( 0. 536) ( 0. 236) ( 0. 241) ( 0. 448) ( 0. 643) ( 0. 397)

Obs． 29 29 29 31 29 29 29 31
Ｒ2 0. 865 0. 428 0. 547 0. 814 0. 837 0. 413 0. 524 0. 621

注: 括号中为标准差;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统计显著; 有关指标、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见文中表述。

五、主要结论

本文综合借鉴已有人力资本估计方法，在估计全国和各省( 区、市) 人口年龄结构以及相应年

龄别受教育程度基础上，分别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和综合 Mincer 系数为标准，对适龄人口加权求和，

从而估计得到 1950—2020 年间全国和各省( 区、市) 考虑人口质量后的人力资本存量，并从人口转

型和教育提升两个角度考察我国过去 70 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变迁的内在机制。
本文结果表明，教育提升对我国整体人力资本增长和地区间人力资本趋同具有重要的影响，且

预期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建设教育强

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过程”，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尤

其是推进教育公平和区域教育均等化，可以促进人力资本进一步提升。
虽然本文尽可能选择最为合适的数据来源，并尽最大努力讨论可能的因素对所探讨主题以及

相应结论产生的影响，仍有不少待完善之处。首先，囿于基础数据缺失及简化讨论，本文假定不同

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死亡率相同，这与实际情形不完全一致，在倒推和预测过程中存在样本选择偏

差，进而不可避免地对本文预测结果产生影响。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部分年份部分地

区出现年龄别死亡率下降同时总人口死亡率上升的现象，本文基于此前普查年份年龄别死亡率相

对分布以及各年总人口死亡率估计各年年龄别死亡率的做法，可能与部分地区部分年份实际情形

有所出入，进而可能导致本文估计结果和分析结论有偏。围绕这些不足如何进一步改进，以及其他

相关重要问题，都可以成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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