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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提升教育质和量  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社会科学院  蔡昉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优先发展教育和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政

策举措。决胜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必须优先发展

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并且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延长人口红利。 

    以资源均等化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领域，其回报率既体现在公平性上，也表现为教育资源投入特

别是资金投入的效益和效率。正如任何投资领域一样，在投入资源既定的前提下，如果资源配置

不均等不平衡，教育的公平性必然降低，同时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受到损害。因此，不断加大公共

资源对教育的投入固然重要，提升投入的均等化水平更有助于提高有限资源的产出，也有助于挖

掘教育发展潜力的巨大空间。由于教育领域具有较大外部性，教育产出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因

此，合理配置资源不仅与增加投入规模同等重要，而且两者都是政府的责任。 

    从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出发，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要求，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这抓住

了实现教育资源和机会均等化的关键。 

    首先，2020年要使农村贫困人口按现行扶贫标准全部脱贫，需要把扶贫与扶智结合起来，才

能既实现脱贫目标又巩固成果，进而把脱贫后的农村人口提升为中等收入群体。 

    其次，由于与人力资本培养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通过义务教育领域的均等化，可以保持和加快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 

    最后，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非农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推动力，而劳动力素质提升

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要求农村教育水平显著提升。 

    以结构深化提升教育的量与质 

    迄今为止，我国实现了教育的跨越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较高且增长速度快，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显著改善了劳

动力的整体人力资本存量。然而，随着 2010年 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新成长劳动力增

速明显放缓，城市就业增长主要依靠农村转移劳动力供给。继而，农村 16-19岁年龄人口 （即初

中和高中毕业生）也于 2014 年达到峰值，农村转移劳动力增速进一步下降。相应地，全国新成

长劳动力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总量增速放缓，劳动力存量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开始放慢。 

    在分解经济增长因素的各种模型中，劳动者受教育年限都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代理变量。

以往的实证研究也显示，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作出了显著贡献。

因此，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也成为一个在人口红利下降后经济增速下行的因素。 

    然而，按照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判断，以及

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要求，人力资本应该在经济增长动力中作

出更大贡献。因此，人力资本培养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攻关期，需要从教育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两

个方向努力跨越关口。 

    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保持教育数量的扩大趋势，需要通过教育深化来延长教育链条。教

育是一个具有社会效益的领域，因此，政府在其发展中承担较大的支出责任。近期研究表明，对

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普及高中进而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学

前教育则对于终身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的作用，具有最显著的社会收益率。可见，延长教育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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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应该从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两端入手，保持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持续提高。党的十九

大要求，通过各项政策保证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

贯彻落实这个要求，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而最过硬的举措莫过于树立和实现十五年义务教育目

标。 

    教育质量的提升也是教育深化的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教育质量相当于经济领域的效率概

念。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固然靠各行各业的努力，但是主要源泉却来自于资源的重新

配置。借鉴这个成功经验，教育质量提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对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显著

改善那些资源配置不充分的地区、学校和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更重要的是，资源重新配置可以

使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得以同时提高。 

    以技能培训延长人口红利 

    技能培训作为一种继续教育手段，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必须发挥其不可或缺的职能。

针对我国发展面临的特殊挑战，即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人口抚养比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

从劳动力供给、养老资源可持续性，以及解决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匹配等几个角度看，都迫切需

要加强对在职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力度。 

    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所要求的必然举措，中央已经确定了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

针。由于人口抚养比提高、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养老金缺口也将加快积累，延长劳动者的就业

年限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矛盾。当前的制约因素在于，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具有较低人力

资本禀赋，现有技能并非市场和企业所需，潜在的失业风险使得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不愿意接

受延迟退休年龄的安排。新一代劳动力成长起来后固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远水不解近渴，

必须从劳动者存量的技能培训入手，创造条件让已经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群体有能力、有意愿

延长就业年限。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加快进行，无论是原有劳

动力还是新成长劳动力，现有技能终究要更新换代。而且，为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过快上涨现

象，资本替代劳动、机器（人） 替代工人的速度已经加快。2013 年以来，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工

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劳动者必须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禀赋，才能一方面同机器人展开有效竞争与合

作，另一方面开拓更宽更广的就业岗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

业的要求。推动这项工作，应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

则。 

    首先，产业结构变化和相应的就业岗位自动化、人工智能化是必然趋势，也是符合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需要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既要求按照市场信号进行劳动力

资源的重新配置，也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特别是与产业结构变化方向相符的技能培训。 

    其次，职业技能培训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要求培训的供给和组织形式多元化并形成竞争；

同时，鉴于技能培训对于转方式、调结构和换动力具有至关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其作为公共产

品对待，最大限度承担责任，尽可能充分地投入公共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