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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力资本投入（主要从教育投入）、人力资本需求拉力和社会环境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影响人力资本区域

非均衡现象形成的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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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力资本地域非均衡成因研究

同自然、社会、经济现象存在地域差异

一样，我国人力资本也存在着投资方式、投

入数量、现在存量、利用方式、产出效益等诸

多方面的地域非均衡现象，特别是东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的反差更为明显。因此，从理论

和实践上探索地域人力资本非均衡现象形

成的原因，对于缩小我国地域人力资本配置

的非均衡性、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

本大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人力资本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投入主体逐渐

多元化，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企业和家

庭（个人）也已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人力资

本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促进了效率的提高，

但也导致了地区之间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

衡。

1.1 政府投入强度的非均衡性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发

展速度差异显著，因而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

入强度也存在非均衡现象。表 1 中数据显

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政府对人

力资本的投入强度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

的各项指标值均比西部地区高。典型省份之

间的比较差异更为显著。

（1）人均教育经费支出。2001 年政府投

入最高省份浙江（583 元）是投入最低省份贵

州（176 元）的 3.3 倍。

（2）地区教育经费总投入。2001 年东部

地区的投入（2 397.72 亿元）是西部地区

（720.21 亿元）的 3.3 倍；2001 年投入最高省

份广东（403.49 亿元）是投入最低省份西藏

（10.30 亿元）的 39.2 倍。

经济的发展是提高政府人力资本投入

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是导致政府

人力资本投入强度不同的根本原因。经济发

展水平高，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就多，反

之则少。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

西部地区各省份高得多。2001 年浙江的人均

GDP（14 655 元）是贵州（2 895 元）的 5.1 倍。

但从教育支出占各地的财政收入的比例来

看，随着人均 GDP 的升高，该比例总体呈下

降的趋势。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因其

原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人力资本投入基

数大，较少比例的教育投入也能带来经济的

较多产出，但若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仍

需加大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又说明落后地

区财政收入总量小，教育投入为刚性支出，

故而投资比重高。

1.2 家庭投入强度对比

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强度也主要取

决于家庭经济收入状况，而家庭收入状况又

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联系。经济发展水

平高，家庭收入就高，反之则低。家庭收入的

高低直接决定了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高

低。

表 2 中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家庭人力资

本投资强度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家庭人力资

本投资强度，东部是西部的 1.50 倍；农村家

庭人力资本投资强度，东部是西部的 1.85

倍。东部地区典型省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强

度更为明显地高于西部地区典型省份：城市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强度，浙江是西藏的 2.47

倍；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强度，浙江是西

藏的 33.00 倍。而 2001 年浙江城镇居民及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西藏的 1.33

倍和 3.26 倍。这也充分证明了家庭人力资本

投资强度和家庭收水平的正相关性。

综上所述，我国东部地区政府和家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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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的投资强度都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这是形成东西部人力资本差异最直接、最主

要的原因。西部地区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地区的整体人力

资本存量低。家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体，

其投资强度取决于其自身的收入水平。西部

地区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所以大多数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

2 人力资本需求拉力

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技术

水平下，要求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按一定的

比例存在。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的比例是相对稳定的，如果经济落后，物质

资本的存量较小而增量缓慢，且技术水平较

低，那么经济对于高技术人才的吸收也是有

限的。这也可以部分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力

资本存量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并非像现在

这样显著。当时四川、陕西等省所拥有的专

业技术人才在全国也居于较前列位置，可是

这些人力资本存量并没有对经济产生应有

的推动作用，而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

流向东部，其原因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的相对滞后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所谓“知识

失业现象”。

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与人力资本缺乏二

者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种现象

并非中国西部地区所独有，它是一定经济发

展阶段所特有的现象。韩国 20 世纪 50 年代

曾出现过明显的知识失业；与我国的人口及

经济发展状况最接近的印度，10 年前也曾为

高等教育规模过大和众多高学历者失业而

困惑。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 20 世纪 70 年

代，韩国国内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不应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印度软件业的辉煌业

绩，让世人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作用刮

目相看。因此，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一是需要

继续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规模，只有当人力

资本积聚到一定程度，经济才可能起飞（一

般认为经济起飞时专业技术人员密度临界

点为 7%）。二是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完善制

度安排，充分合理发挥市场对于人力资本的

配置作用，改变人力资本单向东流的局面。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既有量的指标

又有质的规定性，同时对人才结构调整与经

济发展速度也有其内在要求。按照人才地域

配置标准，一个地区的人才配置应与该地区

的生产力布局、经济发展现实相互协调，否

则就会形成不合理的无效率的人才配置。因

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个经济区域

要根据自身产业结构、行业结构的特点和要

求，培养和引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

才，以确保人才增长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

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

层次高，高新技术产业多，对专业型、技术型

人力资本的需求也多。而经济水平高，就能

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和舒适的工作环境，即

吸纳高质量人力资本的能力强，足以吸引大

量高质量人力资本的流入；政府、家庭更加

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也注重职工的

再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大大提高了地区整

体的人力资本质量水平。人力资本质量的提

高反过来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一

种良性循环。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的提高可

使经济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即人力资本对

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层

次低，传统产业居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层

次就低，因此吸纳高质量人力资本的能力

弱，从而导致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出。

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家庭专注于对

物力资本的投入，相应地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就低，企业亦是如此。因此，一个地区对人力

资本的投入低，再加之人力资本的外流，导

致了该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低，必然影响经

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3 社会环境因素影响

3.1 政策、制度因素影响

政策、制度等软环境的影响，也对人力

资本的提高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首先是育

人机制不够完善，教育改革滞后，延缓了转

化、积累人力资本的进程。其次是引人机制

不够健全。落后地区不仅缺乏普通的专业技

术人才和中等管理人才，更缺乏在某个行业

领域起带头作用的高级人才。前者的投资主

要在于本地区对教育的投资，而后者的投资

必须通过对省内、外高级人才的引进。西部

地区普遍存在着一边引进一边流失、引进风

险比较大、人才引进激励不足等问题；三是

用人制度落后，加速了人力资本流失。用人

机制的欠缺，表现在对人才的行政性限制以

及对人力资本的追加投资不足。西部地区相

对封闭落后，引进高级人才之后，往往认为

一劳永逸，不注意继续培养和信息交流，当

人才发现自己的知识趋于老化，在此地很难

有真正的发展时，另觅它地就成了唯一的选

择。

3.2 思想观念因素影响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落后地区人力资本

投资乏力，就政府而言，正是由于在观念上

历来强调物质资本投资优先，在资金的分配

中忽视甚至压低投资回收期长的人力资本

投资的结果；就家庭而言，有些父母只顾眼

前利益，不仅不能对子女进行尽可能多的教

育投资，而且还过早地使用孩子的劳动谋

利。有些父母认识不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

意义，或根本不知如何投资、投向何处才能

够产生最大的效益。因此，要解决西部地区

目前普遍存在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问题，

必须首先从拓宽国民的资本观入手，协调好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关系；其次要充分调

动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使其充

分认识到提高自身及下一代素质的重要性

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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