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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公平的关系研究

赵 国 友
(四川农业大学 政法学院,四川 雅安625014)

摘 要: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越易引发尖锐的社会问题。近年来,

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于是,政府提出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针。有关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总是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相关

联。事实上,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公平三者之间是一个关联整体,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对社会公平产生的影响正是通过教育投资收益规律进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机制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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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人类社会是在追求公平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尽管历经坎坷和曲折。可以说,人类社会经历一个

由原始社会的低级公平[1]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的极端不公平的过程。正是封建等级森严的极

端不公平束缚和遏制了封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才触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及最终胜利。但令

人遗憾的是,掌权的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将

其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付诸于具体的经

济政治实践中,虽然执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鼓
励自由发展,张扬个性,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

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有钱人的公平把戏而已。所以,
在发展了300多年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贫民窟和失

业者随处可见,仍然没有摆脱“贫富差距”的社会发

展怪圈。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社会进步也是在追求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当家做主”等理想和主张中发生发展起来的。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平

等旧社会,实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公平合

理的新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不断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历史经验表明,计划经济

时代追求的是一种平均———“虚拟的平等”,而改革

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随着城乡差距的不

断拉大,似乎“虚拟的平等”正在远离一些人们而

去,社会不公愈加严重。随着党“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科学执政”理念的确立和实施,制度不公平、歧
视农村的政策正在逐步扭转,但我们有理由担心:
整个社会在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施公平之后,农村

发展、农民收入仍然赶不上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收

入,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公平的起点不公平:农村

教育十分落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太低。要构建和

谐社会、降低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基尼系数的警戒

线在0.5以下[2],政府必须明确“三农”问题中的一

项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那就是加快农村人力

资本投资,扩大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存量———即加快

农村的科学教育文化发展,才能根本改变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二元

结构的现象和事实。
尽管社会公平研究视角非常宽阔,社会学、政

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都有涉猎且做了大量有益

的探索,但教育公平置于社会公平的起点、将农村

人力资本积累纳入社会公平的研究视角算是另辟

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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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数据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受历史原因及经济

发展水平的制约,教育科技水平相对十分落后,农
民的受教育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较大。限于

本文研究目标,对建国以来农村在科学教育文化发

展及人力资本积累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暂不赘述,主
要目的在于通过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比较发现农

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现状。2005年全国1%人口抽

样调查显示,在我国现有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
大专及以上)、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分别为

6764万人和15083万人;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5年资料,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研究生

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4倍、6.1倍、

13.3倍、43.8倍和68.1倍。如果据此将高中及其

以上劳动力计算作人力资本的话,那么由上述有关

数据以及表1和表2[3]可得,全国人力资本总存量

约为21847万人,城市人力资本总存量约为农村

人力资本总存量的134.7倍,农村人口中的人力资

本存量在162.19万人左右,占农村人口的0.2%;
而城镇为21681万,占城镇人口的38.57%。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还显示,城镇平

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97人,农村为3.27人。
以2008年为例,按家庭户数计算,农村每户仅有0.6
个人力资本存量,而城镇每户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

为1.3个。这种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绝对数和相对

数与城镇人力资本存量相比相差太大,农户单个家

庭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远低于城市单个家庭。
表1 全国城乡家庭户数及规模基本情况

年份
乡村总人口
(万人)

乡村户数(万户)
及规模(人)1

城镇总人口
(万人)

城镇户数(户)
及规模(人)2

2003 76851 24793.1/4.1 52376 43840/3.0
2004 75705 -/4.08 54283 50430/2.98
20051 74471 -/3.27 56157 -/-
20061 73742 25223/4.05 57706 -/2.96
2007 72750 -/4.03 59379 -/-
2008 72135 -/4.01 60667 -/2.91

      注:1.2003-2008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表示数据缺失。2.“1”与“2”表示乡村和城镇

     户数及规模(人),分别为调研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8)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

表2 农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状况

平均每百个劳动力 单位 2000 2002 2003 2005 2006 2007 2008

高中程度人数 人 9.31 9.81 9.68 10.25 10.52 10.96 11.01
中专程度人数 人 1.83 2.09 2.11 2.37 2.40 2.48 2.54
大专及以上程度人数 人 0.48 0.56 0.64 1.06 1.25 1.29 1.45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0-2008)、《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农业统计资料》(2008)。

  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涉及教育培训、健康保

健、迁移等,覆盖面较宽,且统计口径不一,本文采

取了便捷的方式,即将城乡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支

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分别作为城乡人力资本投

资成本(舍去了其他若干项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将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

作为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舍去了其他若干

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根据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

资与收益曲线对照图(如图1),我们发现由于农民

的人力资本投资起点低、家庭人均收入增长幅度

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与城市人力资本投资收

益之间的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农村居民人均文

教娱乐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在1990年仅有

50.4元,而城市为137.93元,城市高出农村近两

倍,而十年之后的2007年城市居民人均文教娱乐

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达到2028.25元,与

1990年相比增长了近15倍,而农村居民2007年

的人均文教娱乐支出与医疗保健支出之和仅为8
541.66元,与1990年相比只增长了10倍。在全

国实行教育、医疗同一收费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

于收入起点低不仅拉大了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而且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也形成了数字鸿沟。

1990年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为686.2元,
城市为1510.2元,两者之比不到3倍,但2007年

两者分别为15781元和4761元,已经超过3.3
倍。图中4条曲线所显示的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收

益差异十分显著:城乡居民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曲线

都呈水平状,逐年增加,只是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投



资增长幅度较大而已,但城市居民人均人力资本投

资收益曲线却呈垂直爬壁状,远远高于农村。根据

上述有关城乡户数及规模人口数,每一人力资本负

担的人口数,再加上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我
们最终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不仅存在,而且有

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图1 主要年度城乡人均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曲线对照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1-2008)和《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8)。

  三、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公平影响

机制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废止和统筹城乡发展战

略的实施,政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方面会更加

有利于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但自中央

实施惠及“三农”的一号文件出台以来,农村发展、
农民收入增加的事实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

大的事实并存。考察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涉及考

察社会公平的角度和标准,从过程和结果来衡量社

会是否公平是必要的,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解决上

述悖论的关键在于弄清社会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以

及这一起点的作用。本文以为社会公平的起点主

要为教育公平,通过对教育投资,可以提高农村人

力资本积累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般而言,
家庭和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具有复制功能,如果对教

育的投资愈大,人力资本的存量愈大,教育收益也

愈高,这时教育对家庭、个人及后代充分显示了正

面复制作用,反之则是教育复制的负面影响。正是

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距太大,影响和延缓了农

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的收敛过程,教
育复制作用的负面影响充分显现。

(一)社会公平及其起点

考察社会公平,一般有三个层次:起点公平(也
称为机会均等)、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在今天

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谈及公平问题,最容易迁

怒于竞争结果。实际上,一个社会是否公平,关键

是看起点是否公平。当然,过程公平也是必不可少

的。竞争结果的公平往往是指收入、财产及福利的

分配是否合理公正,而社会制度及政策则关系到竞

争过程是否公平合理。现在,我们不妨假定竞争过

程的规则及制度是一视同仁的,对任何人来说都是

公平合理的,不存在制度歧视和政策偏向问题,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要考察竞争结果是否公平合理,
仅仅认为有差距就不合理可能是一个偏见。如果

过程及结果都是公平合理的,仍然存在差距问题,
那么造成差距的原因只有竞争起点不同了。逻辑

推理中的直言三段论推论过程显示,如果推理中的

大前提错了,不论小前提和推理结论肯定都是错误

的,大前提为正确的同时,要求小前提也必须是正

确的,否则,推论的结果也会出现差错[4]。很显然,
社会公平的三个层次与直言三段论的推理极为相

似,要保证社会公平结果的效用最大化,必须保证

竞争起点这个大前提是公平的,也即每一个社会成

员都有均等的社会经济机会,然后保证竞争过程和

竞争结果小前提是公平的,社会所提供的制度和政

策不是因人而异,收入分配结果公正合理,那么可

以说社会公平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即便仍然存在

一些差距,但导致这些差距的原因可能属于另一个

层面的问题,例如,一些人因天生智力问题、后天的



生理疾病问题,等等。
在此,把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起点,也不

是什么新的观点。许多学者对此的看法是比较一

致的。教育公平实质上是指教育机会均等,有学者

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机会均等。各社

会成员不分性别、种族、出身、经济地位等条件的差

异,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第二个层次

是过程公平。在教育过程中,每个接受教育的人,
都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都能得到有利于自己发

展的个性教育,并且因为这样的因材施教,使具有

不同禀赋、家庭资源的学生缩小其能力上的差异。
第三个层次是结果均等。学生在接受同等教育后

能够获得相同的学业成就,个体全面发展,实现实

质上的平等[5]。可见,那些认为在不发达国家的经

济发展首先需要的是中等教育增加的观点[6],只能

导致“拉美陷阱”式的发展,是十分可怕的。因为这

种精英教育观最终损害的不仅仅是教育公平,更为

要紧的是更多的人将会失去他们当前最为需要的

基础教育,从而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失去更多的经济

社会机会,这一结果只能酿成差距扩大,加剧社会

不公。
(二)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收入不仅取决于他的个

人天赋和继承的家庭遗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个

人所受教育的程度。受教育较多的人通常具有较

多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可以使他们获得比较

高的收入。当代主流经济学认为,教育原本的功能

是帮助个人积累其“人力资本”,增加受教育者的知

识和技能。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个人之所以这样

普遍地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增加自己

可能有用的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雇主

们发送有关自己的能力与生产率的信号,以便摆脱

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就业困境。实行市场经济以来,
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以及市场化浪潮在猛

烈地冲击着教育领域,在城乡教育形成了巨大差

距。收入较高的个人和家庭可以自己或将其子女

送到教育条件较好的学校就读,而这对于收入相对

较低的个人和家庭来说只能是一个愿景。教育的

这种所谓的“市场化”也加剧了市场经济中由于信

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这种所谓的“市
场化教育”的最大恶果,就是它在强化社会中的不

平等机制,加剧人生起点上的不平等[7]。
教育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主

要因素和途径。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使

经济增长,增加个人收入,从而使个人收入社会分

配的不平等现象趋于减少。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提

高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生产的能力,从而增加个

人收入,使个人工资和薪金结构发生变化。舒尔茨

认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差别缩小的根本

原因是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是人力资本投资

的结果。一些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经验也正是上

述观点。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首
先,工资的差别主要是由于所受教育的差别引起

的,教育能够提高工人收入的能力,影响个人收入

的社会分配,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状态。其次,
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使因受教育不同而产生的相对

收入差别趋于减缓。舒尔茨认为随着义务教育普

及年限的延长,随着中等和高等教育升学率的提

高,社会个人收入不平衡状况将趋于减少。再次,
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还可以使物力资本投资和财

产收入趋于下降,使人们的收入趋于平等化。舒尔

茨指出在国民经济收入中,依靠财产收入的比重已

相对下降,依靠劳动收入的比重在相对增加,其中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增加。
教育的功能不仅体现在上述功利价值上,还有

一些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功能。正如教育家杜威认

为的那样,教育具有人的社会化,即社会整合的功

能,因为“教育是生活的社会延续手段;具有社会平

等化的功能,通过免费的公立教育能够改善处于不

利地位人群的状态;具有促进人的身心发展、自我

完善的功能”[8]。在客观存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

面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给人提供公平竞争、
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其出身所拥有

的不利社会自然环境,显著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
少社会性的不公平。因而,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
在教育作用显著增强的社会条件下,既是经济发展

的“加速器”、科技创新的“助推器”,同时,也被视为

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平衡器”。美国“公立学校

之父”的赫拉斯·曼如此宣称:“教育是实现人类平

等的伟大工具,他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

伟大得多。”[9]

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机制中,教育的复制功能

充分显现。就像贫困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一样,教育

同样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上一代所受教育对下一

代的教育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在现

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在我们能

获得数据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

的国家中,对‘谁走在最前面’这一问题的最好回

答,就是‘那些获得了教育的人’。”[10]不仅如此,上
一代因受良好教育而聚集的社会物质财富也为下



一代接受更高更好的教育提供条件。而一旦失去

教育公平,其结果是机会均等丧失,也就是一些社

会成员因客观上无法享受相应教育而导致“能力贫

困”,丧失平等的社会经济机会,即使竞争过程各项

规则是统一、公平合理的。如果失去教育公平,那
么在社会成员中则会形成教育分化。这种分化的

最大危害在于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

中———他们越来越追逐名利和物质享受,对于美

德、社会责任则置之脑后[11]。更有甚者,“在发展

中国家,事业的文化人会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因素,
并且形成一种轻视体力劳动的价值观念”。[12]

所以,教育机会均等就成为教育公平、教育民

主化的核心问题。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主要是为

了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它
“意味着人和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

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本身得到补偿”[13]。
一些研究结果证实,改革开放以来,导致教育机会

不公平的一些列因素的作用不断增强,教育从一种

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成

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14]。农村居民在享受

教育资源方面的有限性,使其丧失受教育的机会,
从而在收入、社会话语权方面难以与城市居民相抗

衡,并且形成了一种以“能力贫困”为核心标志的

“相对贫困综合症”。
简而言之,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公平影响

机制就是农村居民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资源、教育投

资乏力等而无法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具有各种知识和能力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只

能获得较低收入,并进而丧失社会、政治话语权,犯
上“综合贫困症”。所以,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不

仅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能力,而且对其权利能力生

长与维护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教育不公平使得

农村居民“被剥夺的不只是公平的物质分配,而且

更被剥夺了作为社会成员应有的尊严。这是一种

双重的社会非正义伤害”[15]。
(三)教育不公平的表现

在我国,无论是从教育机会、教育资源、教育过

程还是教育制度来看,教育不公平是一个常态。农

村居民在教育上遭受的不公平首先表现为教育机

会贫困。当前农村教育的基本情况很难令人乐观,
农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不足7年,还处在普及

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学生的流失、辍
学相当严重。我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集

中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和国家级贫困县。城乡教育

之间的巨大差距,在存量上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

的差距。2000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62年,
其中城市人口为9.80年,农村为6.85年,城乡差

距为2.95年。在校生中表现为学历层次越高,农
村人口的比例越少。以2000年为例,当年全国小

学生升入初中的比率为94.9%,但农村的比率仅

为80.8%,城市高出农村25.7个百分点。全国初

中生入高中的比例51.2%,但农村的这一比例仅

为7.1%,城市在这一比例上高出农村9.4个百分

点。农村居民的教育机会贫困意味着教育机会的

丧失,失去教育机会的结果,使得农村居民在就业

方面只能处于被动,由工作来选择人,而不是相反;
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城市明显优于农村。据200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全国义务教育总

投入中,乡镇负担78%,县财政负担9%,省市负担

11%,而中央财政负担只有2%[16];从教育过程上

来看,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明显倾向于城市,不仅

农村接受中小学生教育的机会少于城市[17],而且

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少,尽管绝对人数在增加。
以高考招生为例,北京每千人获得的我国前20所

著名高校的招生配额是河南配额的5.6倍,上海则

是河南的8.3倍;从教育结果上看,具有一定开发

价值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因教育规模、教学设施等条

件限制而失去进一步开发的可能,而且由于长期实

行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自由流动空间有限,即使

接受同等教育,农村学生也难以与在城市社会资源

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城市学生进行就业竞争。教育

竞争的结果是有失公平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延缓了城乡收入差距

的收敛过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竞争过程趋

于公平化,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趋势丝毫没有

减缓,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城乡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的巨大差距。政府在注重政策调整的同时,要时刻

关注农村居民的教育发展,将农村教育发展纳入政

府中心工作,对农村教育经费加以法律化,通过法

定程序将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以法律

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得以任何借口减少农村教

育发展经费。
(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农村居民各种能

力的提高,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
在知识经济社会里,人力资本的作用和能量已经远

远超出物质资本的作用和能量。提高农民收入,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提高和增强农民增加收入的

能力。而这种能力则是农民获得公平社会经济机

会的原始起点,而获得这种能力和社会经济机会的

手段则主要是教育。政府在农民无力改变他们所

处的社会环境时要承担起整合社会的责任,在多予

少取放活、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情况下,通过加大

教育体制等改革的力度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科学教

育水平,以便形成农民可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择

业能力。
(三)教育不公平放大了社会不公的效应

有人借用社会排斥与社会公正的概念分析工

具来分析社会现实中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的

关系。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弱势群

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分割壁垒为整个社会融合设

置了许多障碍。就农村居民而言,由于人力资本投

资少、积累质量低,导致教育机会的丧失和能力贫

困的生成。与此相关联,农村居民在职业选择、权
益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受到极为不公正的待遇,
受到各种社会排斥。阿特金森曾指出,从事不稳定

的或缺少职业培训和保护的边缘工作(marginal
job),往往不能保证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们融入社

会[18]。这一研究结论恰好印证了中国的一些事

实,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遭到各种社会排斥而难以

融入主流社会。农村居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而成为

劳动力市场中另类“人力资本”,成为“被排斥的消

费者”;由于“能力不健全”而“被排斥在政治之外”;
由于“三等公民”而被排斥社会保障之外。还农民

真正的“国民待遇”,是改变农民遭受上述一系列社

会不公的最基本前提,也是政府实施统筹城乡发

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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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RelationsoftheCountrysideHumanCapitalAccumulationandSocialJustice

ZHAOGuo-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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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nternationalexperienceindicatedthatintheindustrializationinitialperiod,themorequicklyanationale-
conomygrows,themoreeasilyitinitiatestheincisivesocialproblems.Inrecentyears,whileourcountry’seconomycon-
tinuedtogrow,theincomedisparitybetweenthecityandthecountrysideisunceasinglyenlarged,andposesproblemson
socialstabilityandtheeconomicdevelopment.SomyGovernmenthasproposedasoundandfasteconomicdevelopment
policy.Theresearchonhumancapitalaccumulationisalwaysassociatedwitheconomicgrowthandincomeinequality.In
fact,theruralhumancapitalaccumulation,urban-ruralincomedisparities,socialjusticearecorrelated.Theimpactofthe
ruralhumancapitalaccumulationonsocialjusticeandisexertedthroughrural-urbanincomegapcausedbytheeducation
investmentreward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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