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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重新认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q2020年，14.1亿人（增加0.7亿人，2010年），2026

年，人口峰值13.96亿人

q城镇化率56%(2015年),58.5%(2017年) 

q总人口增长年均复合增长1.07%（1990-2000）；

0.57% （2000-10）； 0.51% （2010-20）

q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6.5-7%  

联合国对我国人口规模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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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重新认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Oswalt & Rieniets, 2006)底特律芝加哥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重新认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资料来源：
李郇，徐现祥，杜志威，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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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重新认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空间争夺加剧：区域人口减量的初步分析（县、区级）

1982（三普）-1990（四普）

1990（四普）-1990（五普）

2000（五普）-2010（六普）

q传统的人口数量变化、人口迁
移等研究难以揭示社会经济发展
趋势。

q人力资本为认识人与经济关系
提供新视角，但需要空间阐释。

q人力资本测度是当前难点，尤
其是空间尺度测度，具有基础性
支撑作用。

Zhenshan Yang*, Dunford, M. City shrinkage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scalar processes of urban and Hukou population losses. Regional Studies, 2018, 52(8), 1111-1121.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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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 人力资本

p 区别于传统的人口和劳动力概念，人力资本是指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工作经验、健康状况构成的总和。

p 人力资本的形成是正规教育、干中学（实践和岗位培训）、医疗保健、就业迁移（人力资本的地域再分配）

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p 19世纪60年代以来，以Schultz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不断丰富人力资本理论，并认为提升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改
善劳动力健康状况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亚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投入。

在区域发展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从“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过程中，人力资本发
挥着重要作用。

2030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预测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1 ）

人
力
资
本

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
(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公报)

Ø Ø 2000年、2010年、2020年平均受教育
年限依次为7.2年、9.1年、9.9年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2. 人力资本空间性

人力资本的分布受地理环境、区位禀赋、政策制度等影响，具有空间性，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开展
相关研究，丰富人力资本理论，探究区域发展规律提供了新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渐转变，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及源泉，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日趋显现。特别是，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

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要素和劳动质量的载体，正确认识和深入分析其现状及区域发展

特征，不仅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结构，也影响到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人
力
资
本
的
空
间
性

p 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理解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等要素的总体水平。

p 国外经济地理学者在人力资本地域分布与区域发展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如人力资本积累与城市增长之间
的关系，人力资本地域分布及外部性，大学、高科技企业的分布与区域人力资本之间的耦合与驱动作用等。

p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在该领域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如全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异或集聚程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增
强，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的区位效应和城市规模差距扩大的

累积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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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研究视角 国内外代表学者 优点 局限 所需数据

收入法

将预期收益现值视为人力资
本的价值。人们未来收益的
多少取决于其目前所拥有的
人力资本的高低。

Jorgenson W. and 
Fraumeni B. M. ;李

海峥

充分体现了人力资本
作为“资本”所具备
的收益性特征和动态
性特征。

工资收益并不按照市
场和通胀率稳步增长；
不同年龄段劳动者的
就业率及工资报酬数
据难以获取。

年龄、性别、受
教育程度、居民
收入、就业率、
死亡率、人口平
均寿命。

成本法

将花费于人的支出总和视为
人力资本的价值。人们拥有
的知识和能力取决于后天为
获取这些知识、培养这些能
力所花费的投资。

John W. K.;

钱雪亚

符合人力资本投资和
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
概念和范畴。方法上
与现行的核算制度相
一致，适用于国内统
计体系。

假设性强，认为同样
的人力资本投入所增
加的人力资本是同质
同量的，从而忽视了
个体差异和环境影响。

教育支出、健康
支出（卫生固定
资产投资、卫生
事业费、医疗费）
等。

教育存
量法

正规教育形成的知识构成人
力资本核心内容。选取平均、
总量或相对数的教育指标作
为人力资本水平代理变量。

Psacharopoulos G. 
and Arriagada A. M. ;

蔡昉

简明扼要，易于观测
和统计，结果直观；
排除人为主观因素与
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
的影响。

角度单一，统计范围
较窄，不完全符合人
力资本定义；

受教育年限、入
学率、成人识字
率、劳动力数量
及相应学历等。

1. 常用人力资本测算方法比较

二 、研究综述



p 把教育人力资本直接等同于人力资本，忽略了健康、能力等重要
要素，未能全面体现人力资本内涵，容易造成对人力资本效应的
有偏估计；

p 从技术培训、健康改善、流动迁移等方面拓展人力资本水平的评
价维度，实现从单一教育指标到多指标综合的转变。

测度的片面性
或强假设性，
阻碍人力资本
理论服务于地

方建设

缺乏不同空间尺
度关联、系统性
的资料支撑

2. 人力资本测算方法述评

人力资本水平的空间测度是难点，空间尺度精细化是推动开展人力资本空间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内外人

力资本测算多在国家或一级行政区的尺度进行，较少在县（区）级尺度测算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地域分布的尺度效

应缺少关注。国内较权威的测算数据来自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每年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但由

于测算过程需要大量微观调查数据，很难向精细空间尺度延伸，制约了人力资本空间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成
本
法
和
收
入
法

以货币形式衡量，发展较为成熟，但难以在精细的空间尺度推广

p 需要居民收入、家庭投资性支出等大量微观调查数据；
p 价格波动、收益率、生活成本的差异使得在比较地区间人力资
本价值量时，还需考虑教育回报率、折现率、购买力平减指数

等问题。

教
育
指
标
法

数据可获性高，统计口径一致，测算结果可直接用于地区间横向比较

相互关联，共同制约着
研究方法和数据和选取实现多空间尺度测算的难点

二 、研究综述

人与空间关联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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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与方法

1. 研究区域与数据

要素层 指标层 变量名 单位 指标属性

正规教育

平均受教育年限 AYE 年 正向

文盲率 IR % 负向

高中学历人口数 NH 人 正向

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数 NU 人 正向

技能培训

专业技术人员数 NT 人 正向

从事金融保险行业人员数 NFI 人 正向

从事教育、文化、艺术行业人员数 NECA 人 正向

从事卫生、体育和社会保障行业人员数 NHSS 人 正向

健康水平 死亡率 DR ‰ 负向

丧失劳动能力者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 IWR % 负向

从人力资本定义中教育、技能、健康三要素出发，考虑到人口普查数据的权威性与系统性，以2000年
与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作为研究数据集，构建适用于省级、市级、县级共三级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指标评
价体系（表2）。研究区域为全国31个省级单位（不含港澳台地区）、333个市级单位（含地级市、自治州
、盟、地区、省直管市等）及2837个县级单位（含市辖区等）。

表1 区域总体人力资本水平多指标评价体系



2. 研究方法

通过将多张横截面数据表按时间纵向排列后进行经典主成分分析，不仅保证在原始信息丢失最少的
同时避免了信息冗余和赋权的主观性，也保证了分析结果在时间尺度上的统一性和可比较性。主成分分
析的主要步骤：
①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负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
②建立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③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及特征向量；
④根据方差贡献率和碎石图提取合适的主成分个数；
⑤根据因子载荷矩阵计算各个主成分分值；

⑥根据各主成分得分与对应的方差贡献率计算综合评价得分。

全
局
主
成
分
分
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度量地理现象间依赖程度，判断在空间上是否存在聚集性的分析方
法。采用Global Moran's I统计量反映空间自相关程度，采用Local Moran's I统计量并绘制LISA(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图以揭示每个区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空间关联类型。
研究中使用一阶rook邻接矩阵。中国东西部各行政单元间面积、人口密度相差较大，产业垂直分工和

水平分工并存，经济联系复杂，基于地理距离和最近邻关系，以及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在客观量化

空间单元间相互作用范围方面均存在争议。

E 
S 

D
 A

三、数据与方法



尺
度
方
差
分
析

2. 研究方法

尺度方差是测度尺度效应的常用方法，将研究对象的方差按照尺度等级或嵌套系统进行逐步分解，

不同尺度水平下方差的突变相对大小，可以反映不同尺度格局或过程变化对研究对象变异性贡献的相

对大小程度。本文研究尺度为省级(α)、市级(β)、县级 (γ)，参考陈培阳（2009，地理学报）等对直辖
市、省直管县的区划归并方法以保证行政单位嵌套结构的完整性，构建三级人力资本水平尺度方差统

计模型，各级尺度方差计算公式如表3所示：

尺度 自由度 平均方差估计 尺度方差公式

省级（α）

市级（ β）

县级（ γ）

表2 各级尺度平均方差估计和尺度方差公式

三、数据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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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时间 2000 2010

尺度/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
累计贡献率

（%）
特征值

贡献率

（%）
累计贡献率

（%）

省级
1 6.09 60.92 60.92 6.11 61.15 61.15
2 2.54 25.42 86.33 2.53 25.34 86.48

市级
1 5.85 58.46 58.46 5.86 58.61 58.61
2 2.60 25.99 84.45 2.53 25.26 83.87

县级
1 5.34 53.42 53.42 5.53 55.33 55.33
2 2.64 26.38 79.86 2.48 24.84 80.17

Ø 省、市、县三级尺度的KMO检验值分别为0.759，0.806
，0.809，共线性强；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前两个主因子
均能反映约80%的数据信息。

表3 2000与2010年主因子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

1. 人力资本水平评价结果

尺度 省级 市级 县级

变量 \ 主成分 主成
分1

主成
分2

主成
分1

主成
分2

主成
分1

主成
分2

平均受教育年限 / 0.85 / 0.83 / 0.85
文盲率 0.44 0.74 / 0.79 / 0.82
死亡率 / 0.83 / 0.79 / 0.71

丧失劳动能力者占
总劳动人口的比例

/ 0.48 / 0.49 / 0.50

高中学历人数 0.95 / 0.95 / 0.87 /
大学及以上学历人
数

0.89 / 0.95 / 0.93 /

专业技术人员数 0.98 / 0.99 / 0.98 /
从事金融保险行业
人数

0.94 / 0.97 / 0.93 /

从事教育、文化、
艺术行业人数

0.97 / 0.98 / 0.94 /

从事卫生、体育和
社会保障行业人数

0.96 / 0.98 / 0.95 /

表4 人力资本水平变量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主成分提取与分析

Ø 主成分1可命名为技能转化因子，反映了高等教育与技
能培训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协同作用，即学要有用武之
地；主成分2的因子载荷主要集中在基础教育和健康等
指标，因此命名为教育-健康因子。



p 各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位序相对稳定
省级单位：

研究期内广东、山东、江苏依次位列前三，

西藏自治区最低。

市级单位：

研究期内北京、上海、重庆依次位列前三；

2000年西藏那曲最低，2010年青海玉树最低

县级单位：

2000年前三：海淀区、朝阳区、浦东新区，

那曲市巴青县最低；

2010年前三：浦东新区、海淀区、朝阳区，

那曲市索县最低。

1. 人力资本水平评价结果 评价得分

图1 全国人力资本水平评价得分箱型图
p 区域差异扩大，人力资本水平极化现象明显
2010年各级尺度的数值分布更离散，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差异更大。此外，在市级和县级尺度上存在较多离群点

且高值离群点的数量增多，表明市级和县级尺度的人力资本水平极化更明显。

四、研究结果



1. 人力资本水平评价结果 尺度方差统计

Ø 县级尺度的方差贡献率仍然远高于其他空间尺度，保持在70%以上，在县级尺度测算并开展人力资本研究
更具现实意义。

Ø 2000至2010年各级尺度方差均增长，增幅呈现“省级>市级>县级”的关系

Ø 县域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空间单元，在经济活动组织上具有滞后性和地方性，省级或市级单位人力资本
水平总体上升的同时，部分县级单位可能呈现相反的趋势。有必要在县级尺度探究人力资本地域分布差

异，识别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甚至负增长的地区，更加科学地指导区域经济发展。

年份 2000 2010
尺度 尺度方差 尺度方差贡献率 尺度方差 尺度方差贡献率

省级 4.66 3.55% 14.85 4.86%
市级 22.86 17.40% 60.88 19.93%
县级 103.83 79.05% 229.73 75.21%

表5 2000年与2010年不同尺度下人力资本水平的尺度方差分析

四、研究结果

p 研究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人力资本水平差异越大



2. 人力资本水平的空间格局 地域分布规律

p “东高西低”，随着尺度下降，高水平地区呈块状或点状分布

Ø 高水平地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长江中游、成渝等人口密集的城市群地区，以及在东北、
西北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镇。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以及受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支持的东北、西北

地区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密度较高，工业经济起步较早，在提高劳动力知识、技能及健康水平，积累人力资本过

程中具备先发优势。

Ø 市级和县级尺度下，省会城市（及其辖区）、交通枢纽城市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拥有区域内更好的科
技教育以及医疗卫生资源，人力资本投资强度高于周边地区，因此形成高水平地区点状分布的特征。

图2 不同尺度下2010年区域总体人力资本水平分布

四、研究结果



2. 人力资本水平的空间格局 空间集聚程度

p 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县级尺度下空间集聚程度最高

空间关联类型
省级 市级 县级

#$ %& #$ %& #$ %&
H-H集聚 0 0.0% 10 2.8% 229 8.1%
H-L集聚 1 3.2% 7 1.9% 29 1.0%
L-H集聚 1 3.2% 6 1.7% 16 0.6%
L-L集聚 4 12.9% 38 10.5% 445 15.7%

表7 2010年不同尺度空间关联单元数量统计

四、研究结果

p 局域空间关联类型以西部“低低集聚”为主，

Ø 各年份人力资本水平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大小：“县级>市级>省级”

Ø 地理相邻的县级单位具有更相近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的文化与身体素质、知
识与技能结构更易于趋同。

Ø 省级尺度：四川（H-L型）与山东（H-H型）作为两个人口大省，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社会发展水平使地
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相较于周边省份，L-H型的安徽和江西劳动力质量相对较低，落后的产业基础也阻碍了
技能转化水平的提高，高素质劳动力不断输出到长三角、珠三角；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广大的西部边

疆地区则形成低水平集聚区。

年份 省级 市级 县级

2000 0.249*** 0.251*** 0.529***

2010 0.229*** 0.246*** 0.528***

表6 不同尺度人力资本水平Moran’s I 指数

***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



2. 人力资本水平的空间格局 空间集聚程度

Ø 市级尺度：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高-高集聚”和西部省会城市“高-低集聚”特征显现。三大城
市群内部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人口与人才流动频繁，形成人力资本高水平集聚区；西宁、

兰州、成都等强省会城市的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就业机会等都在省内拥有绝对优势，是典型的H-L型城市；
L-H型城市（承德、张家口、资阳、湖州等）多位于城市群边缘或毗邻大城市，反映出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

Ø 县级尺度：形成多个L-L型县（区）连片分布的区域，除青藏高原、秦岭-大巴山地区、黄土高原、云贵高
原等自然地理环境较差的西部外，还有东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黑龙江北部、浙江-安徽-福建交界地区 。

图3 不同空间尺度下2010年区域总体人力资本水平LISA图

四、研究结果

p 随着尺度下降，“高高集聚”比重上升，局域空间关联类型的分布呈现复杂化



3. 人力资本水平的格局演变

Ø 省级：所有单位均提高, 增幅大于全国均值的有东部沿海六省以及湖南、四川。

Ø 市级：105个市级单位增长较快（占比31.5%），5个市级单位负增长：自贡、资阳、广安、广元、天门

Ø 县级：811个县级单位增长较快（占比28.6%），344个县级单位负增长（占比12.1%），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
新疆、四川、广西等地。

水平变化趋势

四、研究结果

图4不同空间尺度下2000-2010年人力资本水平变化

p 市级、县级尺度下局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出现负增长



3. 人力资本水平的格局演变

Ø 人力资本的形成、供给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适配程度不同。

县级尺度下教育-健康因子的Moran’s I下降了0.15；

县级尺度下技能转化因子的Moran’s I上升了0.07。

Ø 西部地区：教育-健康因子得分快速上升（780个县级单位）；技能转化
因子得分下降（1173个）。

基础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快速提高本地劳动力素质，但薄弱的经济与

产业基础使人力资本难以在本地发挥社会与经济效益，将制约人力资本

水平提高。

Ø 江浙、珠三角地区以及部分大城市市辖区：教育-健康因子得分下降，
同时技能转化因子得分快速上升。

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基础教育与健康投资的规模报酬递减，只有通过产业

吸引人口和人才在空间上集聚，让劳动者在就业和“干中学”过程中提

升经验和能力，进一步促进区域人力资本的积累。

水平变化趋势

四、研究结果

p 技能转化因子与教育-健康因子的空间集疏过程存在剧烈反差

图5 县域人力资本水平的主因子得分变化情况



图6 县级单位人力资本水平变化的类型统计

Ø 技能转化水平滞后型（171个，占比6.0%）：
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河南；

Ø 教育-健康水平滞后型（97个，占比3.4%）：主
要分布在四川、广西、贵州、甘肃等地区；

Ø 均滞后型（76个，占比2.7%）：黑龙江最多。

3. 人力资本水平的格局演变 县级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类型划分

p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提升区域总体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路径不同

上
升

Ø 双因子驱动型（1140个，占比40.2%）：技能
转化水平与教育-健康水平同步提升，人力资本
与区域发展相适配；

Ø 教育-健康因子驱动型（1001个，占比35.3%）
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对高级人力资本的需
求较低，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是提
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路径；

Ø 技能转化因子驱动型（352个，占比12.4%）：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人力资本需求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良好的就业环境和人才吸引政策是
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路径。

下
降

总
体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变
化
类
型

四、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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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结论：推动人力资本空间研究

l 不同于传统人力资本研究中仅关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本研究构建技能转化水平和教育-健康水平两个分量，
强调人力资本与空间发展的关系。

l 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尺度效应，县域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更大，空间极化现象更明显，研究人力资本与区
域发展亟需借鉴地理学的尺度综合思想，尽可能推进人力资本研究在空间尺度的细化；

l 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呈现“东高西低，高水平地区呈点状或块状分布”的空间格局；在各尺度上均具有显著
的空间正相关性，其中县级尺度的空间集聚程度最高，西部地区存在大范围“低-低”聚类的县级单位；

l 全国人力资本水平整体上升，但在市级、县级尺度存在负增长地区。鉴于不同地区技能转化水平与教育-健
康水平的变化情况存在剧烈反差，可将全国县级单位划分为不同类型，需采取针对性措施以减少人力资本

空间极化造成的区域失衡问题。

l 随着地方教育与卫生事业蓬勃建设，教育-健康水平由分布在中心城市及其市辖区的点状集聚模式，向县域
间均衡分布的模式转变。然而，技能转化水平受产业路径依赖和市场调节等影响，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区域

不平衡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改善，且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加强的趋势，例如，吸引高素质劳动力的智力密集型

服务业仍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各大城市。因此，具有较高学历、技能和身体素质的劳动力趋向于流入

劳动生产率更高、就业机会更多、劳动报酬更高的地区，造成人力资本的地域再分配和空间极化。

五、讨论与总结



五、讨论与总结

未来应针对性制定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降低人力资本空间极化对县域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u技能转化水平滞后型县级单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无法通过提供适配的岗位以发挥人力资本效益，人力资本外流
严重，因此需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加快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充分释放承接产业转移的潜能，促进本地劳动力的

知识和技能向社会收益转化；

u教育-健康水平滞后型县级单位具有较好的产业发展水平，但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强度，积极推动医疗教育服务
均等化和高质量化，提高本地劳动力素质，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机制，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实

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u均滞后型县级单位需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增强就业服务和
就业保障，大力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积极推动产业对接、人才对接，促进人力资本和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2. 政策建议



3.不足与展望

l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尚未公布，研究成果尚需普查资料及时更新；

l 未来研究中可以从空间视角开展更深入的机理、驱动机制分析，加深对人力资本与区域发展关系的认识。

五、讨论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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