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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人才流动表现为人员的流动或迁移。在经济学意义上，人才流动不仅是资源流动和配置过程，从

更深层次来讲也是人力资本的流通过程。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本流通的外在形式，人力资本流通是人才流动的内在

实质。了解人力资本的概念，对于认识人才流动的规律和重要性具有指导意义。 

  一、人力资本及其特征 

  人力资本是指由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的，能够物化于商品和服

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 

  作为一种资本形式，人力资本具有与物质资本共有的一些属性：如流通性、生产性、可获利性、稀缺性、可

变性等等。但是，由于人力资本必须依附于人身，其许多特性都是由于人的特性所派生出来的，因此人力资本还

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人力资本有以下主要特征： 

  1、人力资本的私有性。与物质资本不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是个人，其所有权不能让渡，只可让渡使

用权。同时，使用者必须严格尊重所有者的所有权，否则，人力资本不会发生效用。 

  2、人力资本的变化性。人力资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自增性与自耗性。一方面，人通过不断更新知识和开发

能力，使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和环境变化，每个人的人力资本必然处于相对衰减或

贬值之中。对于个人来讲，人力资本经历着产生、增长、减少直至消失的变化过程。 

  3、人力资本的决定性。物质生产要素及其资本必须在人的作用下才能产生效益，而且产生效益的多少取决

于人力资本的水平。因此，人力资本的配置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及其效用的发生具有决定性。   

  4、人力资本的时效性。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效能发挥与人的生命周期和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人处于不同年龄

段时，人力资本的内容和结构不同（如一般知识、专业知识、社会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如果特定存量和结构

的人力资本不能及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人力资本的效能发挥必然受到影响。 

  5、人力资本效益的递增性。研究证明，与物质资本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不同，随着投入的增

加，人力资本效益呈现出不断递增的趋势。 

  6、人力资本收益的滞后性。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不同，其收益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获得，人力资本

投资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未来的收益。 

  7、人力资本收益的多重性。人力资本的投资目的是多元的，其投资收益既包括经济效益，也包括心理收益

和社会效益等。不同投资主体因价值观的差异，其投资期望的收益也不同（如货币收入、职位获取、能力开发或

社会效益等）。 

  8、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传统上人力资本投资被认为是一种消费，而不考虑其获取收益

的问题，因此也很少有人认识到投资的风险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所产生收益的滞后性和多重性，使得



人们对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估计比较困难。  

  二、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 

  人才流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主要通过人的迁移与流动实现。人在迁移和流动中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将这种费用看成是人力资本“投资”。他认为，从个人角度，为变换就业机会所进行的迁移

是为增加“未来收入”所付出的代价。与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有所不同，“迁移与流动资本存

在于人体之外，它只是改变人的空间或社会位置”。这种投资将转化为人力资本未来价值的提升。 

  从整体上看，对于人才流动的投资分为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在国家层面，为了支持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政

府或组织要投入一定的人、财、物，这是一种直接成本的投入，包括建立职业信息系统的投资, 建设流动人员

住宅及其他公共设施投资,支付跨地区人员流动的迁移费,对远距离人员流动提供各种补贴或贷款等。在个人层

面，迁移与流动的投入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种。直接成本包括人才流动中所必须的费用（交通费、安置

费、信息费等）、参加培训所花的费用和由于政府行政控制所增加的流动成本（如户口、档案等）。间接成本包

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机会成本指由于流动而丧失的收入以及非经济收益，包括在原单位所获得的工资及奖

金等货币收入、在原单位所能获得的各种福利（如住房工龄打分等）、在原单位已经形成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

作环境等；心理成本主要指对于流动、变换环境和工作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所要付出的调整成本。 

  三、人才流动促进人力资本的增值 

   资本具有不断增值的价值，其生命力在于不断的运动之中，资本必须在流通中才能实现价值的增值。人力资

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具有其共性——流动性、增值性。人力资本在流动中的增值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人

力资本内在价值的增值。通过教育、培训、健康的投入，使人的知识、技能增长，身心状态得以改善，这种增值

体现了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增值。人才流动是人才就业或择业的必要过程。在流动过程中，人们需要对未来新的

岗位作好准备，这种准备既包括心理准备，也包括新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储备。因此，人才流动常常伴随人们在

教育和培训方面的进一步投资，以便使自己能够适应新工作的要求。这种投资提升了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并将

在未来转化为外在价值的提升。二是人力资本外在价值的增值。人力资本的价值在未发挥出来以前，只是潜在形

态的价值，只有通过参与生产活动，才能转化为实现的价值。在人才流动中，人力资本进入各种生产领域与物质

资本或文化资本相结合，通过人的知识和技能的运用，改变相应资本的形态和功能，提高生产效率，扩大资本的

范围等，使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质量和性能提高。这时，人力资本的内在价值由物质或文化资本增值的形式

表现出来。这些效益最终将体现在人才收入、职务和地位等方面的提高。因此，人才流动不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有积极的影响，而且有利于实现人力资本与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资本的结合，对人力资本的增值起着重要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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