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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建省20 年来, 海南的经济发生突飞猛进的提高, 城

市建设更加令人瞩目, 但海南省内农村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大

大低于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农村的落后不仅在于物质资

本的匮乏, 更在于“人的落后”———人力资本的稀缺。海南农

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力资本总量低, 所以要想

提高海南农村经济首要任务是提高海南农村人力资本总量。

笔者对海南人力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 寻找出造成海南人力

资本低下的原因, 并就此提出对策和建议, 以期为提高海南

农村经济增长率提供参考建议。

1  人力资本的概念

1 .1 概念  人力资本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

( Schultz) 于20 世纪60 年代研究农业问题时提出的。他发现

促进美国农业生产的产量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

因已经不是土地、劳动力的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 而是人

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舒尔茨指出学校教

育、在职训练、保健、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投资可以增加一国的

资本存量 , 加速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的含义有以下几个方

面: ①人力资本体现在人的身上 , 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和经

验等, 即表现为人的能力和素质。②在人的素质既定后, 人

的健康、寿命 , 即人的身体素质也是构成人力资本的因素。

它可以延长劳动时间, 提高劳动强度, 即提高劳动生产率。

1 .2 内涵  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存量来反映, 人力资本的存

量是由劳动者的教育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构成。①教

育存量。教育存量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劳动者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竞争力状况 , 决定

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 ②健康存量。劳动者的

健康存量是指劳动者的身体素质状况和劳动者寿命的长短 ,

涉及到劳动者的营养状况和医疗卫生保健, 它直接影响劳动

者的单位劳动效率和劳动时间的长短 , 直接影响到劳动者

的疾病率和死亡率 ; ③技能存量。在职培训和干中学。在职

培训是更新知识、更新技术、增强技能的培训教育。“干中

学”即在劳动过程中积累经验, 不断学习 , 以提高技能存量 ;

④劳动力转移。通过人口转移, 可以改变地区的人力资本总

存量。

2  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意义

2 .1  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 教育和培训方面的人力

资本投资能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

生产技能,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进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我国农业已从单纯追求产量增加过渡到产量增加和品质提

高并重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 提高农产品品质成为实现农民

增收的主要途径。而农产品品质的提高, 农业种养结构的优

化, 农业内部潜力的发挥 , 以及农业科技的运用, 都迫切要求

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因此, 大幅提高农村人力

资本存量, 即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提高农业科技水

平, 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

2 .2 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

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迁移, 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机

会, 从而提高农民的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农民的收入主要由

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组成。第一产业农业收入虽然仍是

农民收入的主体, 但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却呈逐年下降的趋

势。通过增加非农收入部分来提高农民收入, 主要是指为农

民的非农业就业创造条件。而农民自身文化水平与非农就

业所需要条件之间的非均衡成了农村劳动力通过非农就业

从而增加收入的一大障碍。所以提升海南农村人力资本存

量, 提高农民素质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

2 .3 有利于增强农民体质, 减少医疗开支 提高人力资本

存量中的健康存量既能赋予劳动者脱离贫困所需要的资产 ,

又能赋予他们免受身体之苦的直接福利收益。健康存量指

的是人口的身体状况或身体素质。健康存量的增加, 意味着

“生病时间的减少”和“健康时间”的增加, 使得劳动人口参加

劳动的时间增加, 从而有利于产出的增加, 个人收入也随之

增加。目前农村“小病舍不得看, 大病看不起”的现象非常普

遍, 最终因病返贫。所以提高健康存量, 将有利于增强农民

体质, 减少医疗费用开支, 相对或绝对地增加一定农民收入。

3  海南省农村人力资本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3 .1 教育与培训

3 .1.1 基础教育

(1) 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情况较好, 但九年义务教育

之后的教育明显不足。从2004 ～2006 年的统计数据中可以

看出, 初中程度上的劳动力数量没有任何增加 , 这是海南农

业经济增长速度落后其他省市的最主要原因。海南省是以

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省份, 农民文化程度的偏低直接制约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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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以及城镇化的

实现。

( 2) 教学内容重理论轻实践、重升学轻务农, 脱离农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许多地方的农村教育只为升学服务 ,

忽视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对生产知识和

技术的需要, 课程和教学内容脱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 缺乏地方特色, 教育教学过程忽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培养。

( 3) 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教育

投入不足 , 农民受教育平均水平低。2006 年文盲半文盲人口

比例为7 .2 % , 小学文化所占比例为20 .1 % , 初中文化程度为

54 .4 % , 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为17 .5 % , 大专文化

程度以上为0 .8 % 。海南省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

其他发达城市, 低的主要原因是在教育投资总水平低于其他

城市, 海南省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偏低。

3 .1.2 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农村教育投资结构和

专业结构不合理,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明显滞后。由于我国

的教育体制历来注重文化知识、忽视技术能力 , 而农村中小

学的教育基本上是以提高升学率为目标, 导致海南省目前大

多数农村地区教育结构单一, 普通中小学教育发展较快, 职

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明显滞后, 农业劳动者的职前教育和职后

教育及岗位培训体系很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经济、教育、

职教内部、观念几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虽然在政策上非常重视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 但执行力

度还不够。国家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不同情况和

要求, 将培训内容分为5 个方面: 一是引导性培训; 二是职业

技能培训; 三是创业培训 ; 四是农业科技培训 ; 五是扶贫示范

性免费培训。在2007 年的《中德合作生物技术多样性问卷调

查》结果中发现, 很多村接受过培训的比例竟然不到该村总

人数的3 % 。

3 .2 健康水平

3 .2.1 饮食消费。城镇居民的消费呈现营养型, 表现为主

食消费量下降, 副食消费量增加, 更加注重消费品的营养和

健康, 而海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很大程度呈现温饱型。对于

主食品的粮食和蔬菜消费,2006 年城镇居民的消费量是农村

居民消费量的0 .37 和0 .76 倍, 然而对于营养价值极高的肉

类、家禽、蛋类、水产、奶类等类型的消费量,2006 年城镇居民

分别是农村居民消费量的1 .60 倍、2 .23 倍、1 .92 倍、2 .06 倍、

4 .06 倍( 表1) 。

表1 海南省城镇与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差异对照

Table 1  Comparisonof the food consumptioninrural and urban Hainan

类别

Sort

主食

Staple food

肉类

Meet

家禽

Poultry

蛋类

Egg

水产

Fishery

奶类

Milk

蔬菜

Vegetable
城镇∥kg 69 .20 15 .4 4 .52 7 .64 11 .26 3 .45 19.40

Urban area

农村∥kg 187 .60 9 .6 2 .03 3 .97 5 .47 0 .85 25.60

Rural area

城镇/ 农村 0 .37 1 .6 2 .23 1 .92 2 .06 4 .06 0.76
Urban area/

rural area

3 .2.2 医疗保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近

几年都有所增加; 然而海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放缓

增幅减小, 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城乡居民人均纯

收入差距从2000 年的3 127 元增加到2006 年的5 574 元( 图

1)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低, 教育投资、医疗保健费用却大幅

上涨, 严重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由此进一步限制了农

村居民家庭和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图1 海南省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比

Fig .1 Comparis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per capita net

incomein Hainan Province

3 .3  劳动力迁移 海南省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大多表现出流

而不迁, 转移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兼业性。转移出去的劳动力

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 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 ,

属亦工亦农性转移; 第二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第一选

择; 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具有一技之长和文化

程度较高的人员。在面临相同的流动机会的前提下, 获取工

作信息的能力无疑成为实现后两点的重要条件, 而这种能力

的大小往往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成正比。这使得海南农

村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受到制约。

4  提高海南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

4 .1  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 政府要加大对农村

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 , 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融资机制。由于

我国的二元体制, 我国长期实行向城镇倾斜的教育投资政

策, 农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 , 导致农村劳动力文化等各方面

素质低下。在所有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通过义务

教育培养劳动者道德价值观念, 使其具备与外界交流和沟通

的基本技巧和技能, 通过义务教育可以延缓全社会的就业压

力。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要建立合理的农村教育投资体系。

首先, 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政府应将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

的重心上移, 由以县为主, 转变为以省为主 , 由省级财政负

责, 统筹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其次, 借助政府、地方、社会

等各种力量 , 借助“希望工程”等加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

建立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基金。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基金

的筹集、运用及其绩效评价 , 从而使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能

落到实处, 并获得预期效果。

4 .2 改革农村教育体制  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和教育结构 ,

健全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使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农

村教育结构的调整和教育体制的改革, 要着眼于合理配置教

育资源和提高教育整体效益及质量, 要为农业培养合格适用

的劳动者。加大农村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中实用

技能的培训力度, 主要是可以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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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该文的铁锰结核对重金属元素的富集效应也采用该方

法求得。从表4 中可以看到, 研究区的重金属富集系数整体

上随着粒径的不同而不同, 随着粒径的增大 ,Pb、Co 、Ba 的富

集系数是大体上呈上升的趋势, 而随着粒径的增大,Cr 、Ni 的

富集系数是大体上呈下降的趋势。从平均值的富集系数看 ,

Cr 的富集系数最大, 为3 .55 ; 其次是 Ba , 为2 .03 ;Li 的富集系

数最小, 为0 .20。张民等认为, 富集系数大于1 , 说明元素在

结核中富集; 富集系数小于1 , 元素在结核中贫化[ 6] 。谭文峰

将元素在结核中的富集进一步细化为高度富集( P ≥10) 、中

度富集( 5≤P < 10) 、轻度富集( 2 ≤P < 5) 和轻微富集( 1 < P

< 2) [ 7] 。根据这些研究可知, 该区域的铁锰结核对 Pb、Co 、

Cr 、Ni 、Zn、Cu、Ba 等元素均有富集, 其中, 对Cr( VI) 、Ba 为轻度

富集, 对Pb、Co 、Ni 、Zn、Cu 为轻微富集, 而对Li 则为元素在结

核中贫化。

表4 铁锰结核对重金属元素的富集系数

Table 4 The enrichment coefficient of Fe- Mnnoduletothe heavy metal elements

结核粒径∥mm

Nodule particle size
Li Pb Co Cr( VI) Ni Zn Cu Ba

5 .0～7 .0 0 .24 2 .56 1 .63 2 .19 1 .63 1 .37 - 6 .29

3 .0～4 .0 0 .24 1 .86 1 .90 2 .72 1 .86 1 .60 0 .16 1 .51

2 .5 0 .16 1 .45 1 .71 3 .89 1 .95 2 .01 3 .99 1 .00

2 .0 0 .16 1 .38 1 .60 4 .87 1 .89 1 .72 1 .56 0 .63

0 .9 0 .21 1 .54 1 .41 4 .07 1 .56 1 .30 - 0 .72

平均值Mean value 0 .20 1 .76 1 .65 3 .55 1 .78 1 .60 1 .14 2 .03

3  讨论

(1) 该研究区的铁锰结核的颜色、形状主要取决于颗粒

的大小, 对于该文中研究区的铁锰结核, 比较大的颗粒多呈

黑棕色, 小颗粒结核主要为黄棕色、锈色, 介于2 .0 ～7 .0 mm

的结核多为球状, 在其他范围内结核的形状不规则。

(2) 该研究区铁锰结核的氧化物含量中 , 以氧化铁的含

量比较高, 锰氧化物含量比较低, 说明黎塘地区的铁锰结核

主要是铁质结核。

( 3) 该研究区域的铁锰结核中发生了Si 、Fe 、Al 元素的富

集, 不同粒径的同一的氧化物含量相差不大, 同一粒径下的

氧化物含量中, 氧化铁的含量比较高。

(4) 从该文研究区域的铁锰结核的重金属含量看, 铁锰

结核对重金属Pb、Co 、Cr 、Ni 、Zn、Cu、Ba 等元素均有富集 , 尤其

对Cr( VI) 富集相对较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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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 如各种养殖技术等。其中职业技术培训可以采取多种

形式, 主要有两种 : 一种是农村自办职业技术培训班或学校 ,

请专家学者来讲学或进行专业指导; 另一种方式是与大专院

校鉴定人才培养和约, 学校负责培养, 学成后回乡建设家园。

加强农村劳动力在职培训, 提高其城市就业能力, 从而推动

农村劳动力的快速转移。

4 .3 加大健康投资  要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保健体

系, 首先政府要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 切实解决

政府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合理的问题; 其次, 要加强

政府对农村药品和医疗机构的监管; 第三, 增加对农村防疫

防病、健康教育的投资及卫生知识的普及, 倡导良好的卫生

习惯, 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

4 .4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投资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投

资, 破除各种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农村外

出劳动力在城市中相对来说是一个弱势群体, 确实需要有相

应的法律来给予保护, 努力清除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现象 ,

从政策、法律、制度上赋予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如取消对

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政策, 取消对农民工就业行业的限制政

策, 扩大农民工的就业领域, 并实行同工同酬 , 提高农民工的

待遇。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把农民工的教育、

就业、医疗、失业、保险纳入城市体系, 减少他们在外劳动的

风险和社会成本。给予农村劳动力以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增

加市场交易经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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