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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估计对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上海的人口系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户籍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方面呈现显著的异质性，

导致常用的永续盘存法不再适用。本文提出一种估计上海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并研究了从业人员人力

资本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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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海是一个人口高度流动的城市，自1990 年浦东新区开发以来，外来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为劳动力市场注入新鲜的血液，

外来劳动力的比例逐年上升。1984 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约为70万，外来劳动力仅为4． 6 万。根据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资

料， 2010 年上海外来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超过本地劳动力，约为703． 07 万，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56． 1%。外来劳动力已

经成为上海劳动力市场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上海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对于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1996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开始提供分地区的从业人员教育构成数据，运用教育年限法不难估计1996 年以后的上海从

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但更早时期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事实上，上海外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本地劳动力

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再加上关于外来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非常缺乏( 尤其是1980 年代早期) ，使得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估

计远比一般城市困难。本文将上海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分离，一方面结合上海毕业生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估计本地从业人

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已有的外来流动人口统计数据，估计外来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然后根据两种劳动

力的数量进行加总，从而得出比较准确的估计。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是指蕴含在劳动者体内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因素之和，它包括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两

个重要维度。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在决定工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投资可以改善智力，所以教育人力资本已经

成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维度。教育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决定了关于教育人力资本的研究文献远比健康人力资本的多。人力资本估

计还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衡量。从投入角度看，具体有健康投入法和教育支出法。从产出角度看，常用的是劳动者报酬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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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投入法 

健康投入法是从投入的角度估计健康人力资本，通常是将健康的支出费用进行加总。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大多数健康人

力资本估计方法都是依据卫生费用投入数据进行分析的。李亚慧和刘华( 2009) 对健康人力资本研究做了一个文献综述，认为

健康人力资本研究还不是十分丰富，采用的方法和变量也十分有限。王一兵与张东辉( 2007) 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1997 － 2004 

年的数据，研究了健康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发现健康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影响。饶勋乾和成艾华( 2007) 通过总量和系数比

较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 在健康人力资本的各个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各地区在健康人力

资本投入方面存在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不平衡。 

2． 教育投入法 

由于教育的统计数据比较完备，所以教育投入法可以说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人力资本估计方法，包括识字率法、教育经费法、

教育年限法和累计成本法等。王金营( 2002) 使用受教育年限法估计了我国自1978 年以来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

王艾青( 2004) 、杨国涛( 2006) 、张琦( 2007) 利用受教育年限法估计了全国的人力资本。候风云等( 2005) 利用成本基础

法对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作了估计。张帆( 2000) 广义的人力资本包括从儿童抚养到工作年龄的消费支出( 有形资本) ，教育投

资和健康投资( 无形资本) 。陈真真( 2008) 选取了教育投入等8 个指标，利用主成份分析法估计了上海人力资本存量。钱雪

亚等( 2008) 选取教育投入作为度量指标利用永续盘存法估计了中国的人力资本。 

3． 劳动者报酬法 

劳动者报酬法是从产出角度估计人力资本的常用方法。因为劳动者报酬可以看成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货币价格。孙琳( 2003) 

将人力资本分为一般型和专业型两类，通过对一般劳动者各年所得报酬的折现值来度量人力资本。朱平芳等( 2007) 提出了一

个比较新颖的估计城市人力资本的方法，先利用生产函数导出平均工资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然后使用最低工资作为基准人力资

本从而估计出平均人力资本。王锡忠等( 2008) 运用马尔可夫链研究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定价模型。张慧慧和柯琳( 2009) 运用

欧式看涨期权模型对人力资本价值计量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会计记录方法。 

三、估计方法设计 

如前所述，人力资本度量主要有健康投入法、教育投入法和劳动者报酬法三种方法，各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究竟选择

何种估计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目标、指标的准确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全面考虑。单从简易性和数据可得性考虑，劳动者报酬法优

势明显。然而，我国工资制度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实际的人力资本价格，缺少关于隐形收入( 如福

利分房，免费医疗) 的完备数据，故不采用此法。当今社会，劳动者的教育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作为

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高素质人才，上海人力资本度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更加突

出教育人力资本。而且，关于上海人口的教育构成数据和教育统计数据比较完备，所以本文采用教育年限法估计上海从业人员

人力资本存量。 

在流入上海的劳动力中，存在两类人力资本异质的人群; 一类是具有较高教育人力资本的人才，他们中符合条件的被吸纳

进上海户籍人口; 另一类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较低教育人力资本劳动力，他们也为上海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历次

人口普查和抽查资料，上海本地从业人员在性别比、年龄构成、教育构成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上海从业人

员的人力资本可以用下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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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t 

表示上海从业人员平均人力资本，h
f
t表示外来从业人员平均人力资本，h

d
t表示本地从业人员平均人力资本，L

d
t和L

f
t分别本

地从业人员数和外来从业人员数。 

永续盘存法是利用毕业生数据估计人力资本存量的常用方法。当人口系统是封闭或者近似封闭的系统时，新增人力资本可

以用系统内的毕业生数据估计。对于全国从业人员系统而言，除了少数出国留学或谋生，大多数毕业生在各地流动，永续盘存

法依然适用。当人口系统是开放系统时，本地毕业生数据只能估计本地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增量，无法解释外来劳动力的人力资

本变化。而且，人口系统的开放性和异质性越高，永续盘存法的适用性越低。所以，只能用上海本地毕业生数据估计上海本地

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永续盘存公式如下。 

 

其中，H 表示上海本地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 δ 表示人力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但含义与物质资本存量折旧有所区别。物

质资本存量的折旧是由于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的磨损，消耗导致的。而以教育年限计算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折旧是由于退休、死

亡等原因产生的，可以根据退休人员数据和人口死亡率设定合适的折旧率。E 表示上海本地从业人员新增教育年限，可以利用

各级毕业生统计数据估计。 

关于外来流动人口的统计资料非常缺乏，运用永续盘存法的难度极大，所以只有根据主要年份的人力资本值估计各时期的

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然后用均匀增长的假设补齐缺失年份的人力资本值。另一个难点是缺乏1980 年代早期的统计资料，可得

的最早年份是1988 年，而本文的估算要回溯至1978 年。于是，本文利用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了1982 年上海外来劳

动力的人力资本，将估算的时间跨度缩小了一半，提高了估算的精度。 

四、两类从业人员数估计 

上海从业人员由本地从业人员和外来流动人口从业人员构成。总的从业人员数可以很方便地从《上海统计年鉴》获得，关

键在于如何估计外来从业人员数。首先要设法利用上海历年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估计主要年份的外来从业人员数，

估计方法是外来流动人口数乘以从业率。从业率可以用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中的“经济型”比例作为估计值。上海外来流动人口

的来沪原因构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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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初，上海外来流动人口来沪原因以走亲访友、结婚旅游的“社会型”为主，就业经商的“经济型”比例很低。1984 

年，“社会型”外来流动人口比例为82． 7%，而“经济型”比例只有6．6%。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逐渐流入城市谋求发展。1986 年，外来流动人口中的“经济型”比例为23%， 1988 年又迅速上升到67． 5%。1990 年开发上

海浦东新区的政策为外来劳动力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1993 年，“经济型”外来流动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5．6%，随后出现

了轻微的下降趋势。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外来流动人口的“经济型”比例已经高达78． 3%。 

有两种估计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从业人员数的方法。一种是直接法，分为三个步骤: 一、用常住人口数减去户籍人口数得到

外来流动人口常住人口数; 二、外来流动人口常住人口数除以外来流动人口常住比例得到外来流动人口数; 三、外来流动人口

数乘以外来流动人口就业比例。另一种是间接法，也分为三个步骤: 一、先估计各年份户籍人口的就业比例; 二、将户籍人口

数乘以户籍人口的就业比例得到本地从业人员数; 三、全部从业人员数减去本地从业人员数就得到外来流动人口从业人员数。 

直接法需要估计两个关键参数，外来流动人口的常住比例和就业比例，而间接法只需要估计一个参数，即户籍人口就业比

例。外来流动人口统计资料的极度缺乏限制了直接法估计的实用性。一般而言，除了人口普查的年份，其它年份的常住人口统

计不及户籍人口精确。所以，本文采用间接法估计外来劳动力，两类劳动力人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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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口普查和抽查的年份，外地从业人员数等于外来流动人口乘以“经济型”比例。然后，从全部从业人员数中减去外

地从业人员数得到本地从业人员数，再除以户籍人口数得到本地从业率。假设其它年份的本地从业率均匀变化，就能够估计相

应年份的本地从业率。如表2 所示，从1978 年到1985 年，本地从业率一直保持在60% 到65% 之间的高水平。1985 年以后，由

于上海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本地从业率也随之逐渐下降， 2005 年的本地从业率仅为31． 8%。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

显示，本地从业率的下降趋势有所缓解， 2010 年的本地从业率已经回升到2001年的水平。 

五、上海从业人员人力资本估计 

如前所述，1995 年以后的上海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可以运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估计。所以，只需利用历

年人口普查和抽查数据以及毕业生数据分别估计上海外来从业人员和本地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 

1． 上海外来从业人员人力资本估计 

关于上海外来流动人口教育构成的统计资料非常缺乏，最早的年份只能回溯到1988 年。在缺乏1980 年代初期的外来流动

人口数据的条件下，要估计1978 年至1988 年的外来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必然误差很大。所幸，根据已有的统计资料，上海1980 年

代外来流动人口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是比较稳定的。在外来流动人口中，男性约占7 成，劳动力人口占比大约8 成， 15 到3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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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约占一半。结合1984 年和1988 年的上海外来流动人口抽样数据，本文重构了1980 年代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的典型特征: 男

性占比70． 7%，女性占比29． 3%; 劳动力人口中， 15 到34 岁占比65%，35 到60 岁占比35%。然后，利用1982 年第三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了1982 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教育构成。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连续性和增长幅度看，还是比较吻

合的。对于缺失年份的人力资本值，按照均匀增长的假设补齐。 

2． 上海本地从业人员人力资本估计 

从上海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中扣除了外来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后得到户籍人口人力资本存量，据此可得到人口普查和

抽查主要年份的本地从业人员人力资本。上海本地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的变化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部分是各级毕业生就业所增加

的教育年限; 另一部分是因为退休和死亡导致的人力资本存量减少，可根据相关数据设定合适的折旧率。根据各级毕业生数据，

运用永续盘存法可以估计出缺失年份的本地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三种口径的人力资本估计结果见表3。 

 

如表3 所示，上海外来人口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显著低于本地从业人员，而且二者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1978 年，上海本

地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外来从业人员高1． 6 年，而1995 年差距达到2． 4 年。这个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因为

外来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他们多数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二、上海高等教育发展位于全国前列，培养了大量本科生和研究

生，他们在沪就业后迅速提高了本地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 三、上海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准入政策，吸纳大量具有高人力资本的

人才入沪。 

六、上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1． 生产函数估计 

假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规模不变，而且技术进步服从指数增长，形式如下: 

 

其中，Yt表示产出，Kt表示物质资本存量，H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γ 表示技术进步率。运用回归方法估计资本产出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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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率。选取GDP 作为产出指标，物质资本存量估计沿用廖远甦( 2009) 的方法。人力资本存量等于从业人员数乘以从业

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1996 年以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引用表3， 1996 以后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从业人员教育构成

数据估计。 

 

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拟合优度99． 5%。常数项显著，物质资本产出弹性0． 629，技术进步率为0． 024，两个变量都显著。技术进步

率显著说明技术进步是上海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为0． 629，那么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为0． 371，说明人力

资本对上海经济的拉动作用比物质资本低。根据廖远甦( 2009) ，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资本产出弹性0． 621，与本文的估

计没有大的差异，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 

2． 经济增长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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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核算公式 

 

这里，GY表示GDP 的增长率，G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GH表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率，G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历了从“六五”到“十一五”共计6 个五年计划发展时期。为研究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本文核

算了各计划时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5。 

 

整体而言，从1978 年到2010 年，物质资本是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贡献率为65． 9%; 技术进步是上海经济增长的第

二动力，贡献率为31． 7%; 人力资本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有限，贡献率仅为2． 4%。以投资拉动经济为主的增长方式尤

其体现在“七五”、“八五”和“九五”三段时期，物质资本贡献率高达7 成以上。“十一五”期间，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有所

上升，但相比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仍然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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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 所示，尽管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整体偏低，但纵观6 个五年计划发展时期，上海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呈现一个从高到低

再上升的“U”形。“六五”时期，上海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12． 9%，然后开始下降，“八五”时期达到最低点3． 3%。这与

同期上海投资率的快速上升密切相关， 1978 年上海的投资率只有11． 6%，但到1995 年前后，投资率迅速达到超过50%的高水

平。投资率的快速增长降低了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然而，投资率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也随着物质资本的

迅速积累而逐渐减少，人力资本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回升。“十一五”时期，上海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回升至12． 5%，

与“六五”时期的贡献率相近，说明未来上海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的推动。 

七、结论 

上海人口系统的开放性和异质性决定了上海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估计必须考虑外来劳动力的影响。已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

适用于封闭或者近似封闭的人口系统。本文将上海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分离，一方面结合上海毕业生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

估计本地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已有的外来流动人口统计数据，估计外来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然

后根据二者的劳动力数量进行加总。最后，本文利用估计的人力资本数据对上海的经济增长作了实证研究，并对改革开放以来

上海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 人力资本质量显著提高，存量充分积累 

1980 年代早期，外来流动人口来沪主要以走亲访友为主，外来劳动力在上海从业人员中的比例微不足道。但自1990 年浦

东开放开发以来，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上海劳动力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2010 年上海外来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超过本地劳动力，

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是56． 1%。1978 年，上海从业人员698． 32 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 35 年，人力资本存量5135． 66 

万人年。2010 年，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1． 26 年，人力资本存量12281． 61 万人年，增长幅度为139． 1%。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劳动力显著改善了上海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态势，使从业人员整体上更加年轻化。面向高学历、高素

质人才的户籍准入制度促使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质量不断提高。 

2． 人力资本贡献率偏低，呈现“U”形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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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核算表明: 投资是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技术进步是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 人力资本对

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贡献率为2． 4%。上海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低不是因为人才匮乏，也不是因为上海大量的高素质

人才没有充分发挥潜能，而是因为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挤压了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从时间维度看，上海的人力资本

贡献率呈现先下降再回升的“U”形态势。上海经济的资本深化导致物质资本的投资效率缓慢下降，人力资本的作用逐渐显现。

从“九五”时期开始，人力资本贡献率开始上升。也许对大多数城市而言，经济转型意味着不得不经历某种“阵痛”，但本文

认为上海的经济转型是发挥上海强大人力资本优势的契机。可以乐见，“十二五”上海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必将有较高的提升。 

3．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盘活人力资本存量 

上海是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国际大都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累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能充分利用强大的人才优

势，无疑是实现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2009年11 月，温总理提出了“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的经济发

展战略。战略新兴产业的的主要特征是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核心技术和高素质的研发人才。上海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方面有

良好的基础， 2010 年，先进制造业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6． 1%，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生物医药制造业的R＆D 投入不

足，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十二五”期间，上海应该加强战略新兴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激励政策，盘活人力资本存量，以创新

驱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提高人力资本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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