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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关键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赋予人力资本新内涵，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要从教

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这两方面共同推进。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

本水平不断提升、结构持续改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提高，而城市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

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在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

人力资本和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但通过技能培训来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在

不同行业间存在差异。为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需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充分发挥政

府在技能培训中的作用，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统筹推进振兴乡村教育和教育振兴

乡村工作，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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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４０多年来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迅速增长

且比重大幅度提高、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为主要特征的快速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①。但是，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势减弱，为了实现“十四五”时期及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方式。从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角度来看，在新形势下，要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需要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径②，而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是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③。
人力资本概念最早由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１）和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４）提出④。人力资本既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直

接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要素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⑤。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做出了重要贡献⑥。现有研究主要对中国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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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及其变化发展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已由世界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本大国、人力资源强国①。然而，目

前对于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及其变化还缺少深入研究。
为此，基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赋予人力资本的新内涵②，本文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的变

动进行了 全 面 深 入 的 分 析 讨 论，运 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中 国 人 口 普 查 和１％抽 样 调 查 数 据 以 及２０１３年 和

２０１９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 称ＣＳＳ）数 据，分 别 测 量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的 教

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并剖析其变化情况。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 在 以 下 两 方 面：其 一，
在人力资本的度量方面，本文结合人力资本 间 接 测 量 和 直 接 测 量 方 法，分 别 测 量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的 教 育

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以更好地反 映 在 新 一 轮 信 息 技 术 变 革 和 产 业 升 级 的 新 形 势 下，劳 动 年

龄人口的人力资本状况及变动情况。其二，从 研 究 视 角 来 看，本 文 利 用 宏 观 数 据 和 微 观 数 据 共 同 衡 量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力资本决策提供了 宏 观 层 面 和 微 观 层 面 的

双重依据。

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及其变化

劳动年龄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③。中国已经跨越了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点，
目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总体规模下降的阶段。中国１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２８１１万人一直

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９４０７２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６６．６％增加到６９．８％；但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逐年减少，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不断下降，２０１９年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到８９６４０万人，比重降

至６４．０％④。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明显趋向老化。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１６—３４岁人口占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５２．２６％下降到４４．４９％，３５—５９
岁人口占比则从４７．７４％上升到５５．５１％。

在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数量和结构双重变动的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也在发生快

速变化。本部分运用中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５年全国１％抽样调查数据，测

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的水平、结构、存量及变化，并参照国际比

较，进一步分析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的发展趋势。
（一）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的水平变化

１．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整体平均受教育年限在不断增加，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

力资本的水平在不断提高。２０００年，我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８．５０年，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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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了９．６６年，２０１５年达到１０．２３年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１８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已经提高到１０．６３年。而且，根据测算，男性和女性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呈

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分别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９６年、８．００年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０．４６年、９．９９年，且二者之间的

差距不断缩小，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９６年缩小为２０１５年的０．４７年。

２．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年龄段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５年，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各年龄段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呈现上升趋势，但

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渐降低（见图１）。２０００年，我国１６—２４岁人口、２５—

４４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９．５９年、８．７６年，而４５—５９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６．９１年；

２０１５年时，１６—２４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上升到１２．２８年，２５—４４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上

升到１０．５５年，接近２０１０年时１６—２４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但４５—５９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仍

较低，仅为８．６７年，还未达到２０００年时１６—２４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表明中年及年长（４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与青壮年劳动者之间有着较大差距。

图１　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分年龄段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分别根据中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５年的数据根据

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３．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城、镇、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城、镇、乡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相

同（见表１）。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３４年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１．８８年，共

增加１．５４年；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２０００年的９．２９年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０．２３年，共增加

０．９４年；乡村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的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由２０００年 的７．５１年 上 升 到２０１５年 的８．７７年，共 增 加

１．２６年。但是，城市与乡村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很大，且逐年扩大，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３
年扩大到了２０１５年的３．１１年。２０１５年乡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８．７７年）还没有达到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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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 式 为（２０００年 除 外）：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未 上 过 学 的 劳 动 年

龄人口×０＋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年龄人口×６＋初中文 化 程 度 的 劳 动 年 龄 人 口×９＋高 中 文 化 程 度 的 劳 动 年 龄

人口×１２＋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 年 龄 人 口×１６）／１６—５９岁 总 劳 动 年 龄 人 口。２０００年 中 国 第 五 次 人 口 普

查，可获得参加过扫盲班的人口信息，而扫盲班的受教育年限一般认为是２年，该年的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 学 的 劳 动 年 龄 人 口×０＋参 加 过 扫 盲 班 的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２＋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年龄人口×６＋初中文化程度 的 劳 动 年 龄 人 口×９＋高 中 文 化 程 度 的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１２＋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年龄人口×１６）／１６—５９岁总劳动年龄人口。下同。



年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１０．３４年）。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城乡之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仍

然相当大。
表１　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分城、镇、乡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单位：年

年份 全国 城市 镇 乡村 城乡差距

２０００　 ８．５０　 １０．３４　 ９．２９　 ７．５１　 ２．８３

２００５　 ８．７１　 １０．４７　 ９．２１　 ７．５３　 ２．９４

２０１０　 ９．６６　 １１．３３　 ９．９１　 ８．３６　 ２．９７

２０１５　 １０．２３　 １１．８８　 １０．２３　 ８．７７　 ３．１１

（二）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的结构变化

１．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结构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得到了显著改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

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见图２）。大专及以上文化的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比

例由２０００年的５．１２％上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１７．９０％，平均每年上升约０．９个百分点；同时，初中及以下文化

人口比例由２０００年的７３．５２％下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５９．３１％。

图２　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结构及分年龄段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２．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年龄段的受教育结构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各年龄段接受过高等教育的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

程度越来越小（见图２）。具体来看，１６—２４岁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的比例从２０００年的６．５１％上

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４．０３％；２５—４４岁人口中该比例从５．５０％上升到１９．７３％；而４５—５９岁人口中该比例仅

从２．９９％增加到６．６８％，远低于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在１６—２４岁人口中的占比。同时，随着年龄的增

长，各年龄段的初中及以下文化人口的比例下降的程度越来越小。这说明４５—５９岁人口的受教育结构

与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距。

３．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城、镇、乡的受教育结构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城市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的人口比例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４．３６％
提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３．３８％；镇劳动年龄人口中该比例从６．６％增加到１６．２％；乡村劳动年龄人口中该比

例从２０００年的仅占０．７５％上升到２０１５年的５．２１％（见表２）。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比

例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从２０００年的相差１３．６１个百分点扩大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８．１７个百分点。以上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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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在城、镇、乡之间分布仍旧不均衡，城乡间差距很大。
表２　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结构的分城、镇、乡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单位：％

年份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５年

未上过学

初中及

以下 高中

大专及

以上
未上过学

初中及

以下 高中

大专及

以上

城市 １．８７　 ５３．９５　 ２９．８２　 １４．３６　 ０．７１　 ３８．９０　 ２７．０１　 ３３．３８

镇 ３．３１　 ６５．７５　 ２４．３４　 ６．６０　 １．７２　 ５９．９６　 ２２．１１　 １６．２０

乡村 ７．３１　 ８３．８５　 ８．１０　 ０．７５　 ３．６２　 ７６．９９　 １４．１８　 ５．２１

（三）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变化

１．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

为了全面反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的整体情况，本文将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教

育型人力资本存量表示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之积。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 口 的 教 育 型 人 力 资 本 存 量 快 速 增 加，从２０００年 的６８．６２年·亿 人，增 加 为

２０１５年的９３．２８年·亿 人。劳 动 年 龄 人 口 教 育 型 人 力 资 本 的 不 断 提 升，有 效 推 动 了 中 国 经 济 的 快 速

增长。

２．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年龄段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各年龄段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均有增加：１６—２４岁从１６．９９年·亿人增加

到１９．８９年·亿人，２５—４４岁从３８．１３年·亿人增加到４６．９５年·亿人，４５—５９岁从１３．４９年·亿人增

加到２６．４６年·亿人。
进一步，本文测算了各年龄段人口对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 贡 献 度。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４５—５９岁人口、１６—２４岁人口是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主要推动

力，其贡献度分别为４４．８％、２１．３％；但从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由于１６—２４岁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减

少，其贡献度变为负值，４５—５９岁和２５—４４岁人口成为拉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

的主要动力，其贡献度分别为８４．６％和８０．１％①。

３．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城、镇、乡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

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城市和 镇 的１６—５９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的 教 育 型 人 力 资 本 存 量 均 有 增 加，分 别 从

２１．７９年·亿人、１０．４４年·亿人增加到３８．７４年·亿人、２２．２３年·亿人，而乡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

人力资本存量则从３６．３８年·亿人减少到３２．３２年·亿人。
进一步，根据测算发现，城市劳动年龄人口是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

的最主要推动力。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的贡献

度高达８９．５％；与此同时，由于乡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持续减少，乡村劳动年龄人口的

贡献度一直为负。
（四）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的国际比较

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与国际发达水平相比，还有较大提

升空间。
首先，从劳动年龄人口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

４７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３期（总第２８５期）

①

②

因文章篇幅有限，文中只报告了各年龄段人口对１６—５９岁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教 育 型 人 力 资 本 存 量 增 长 的 贡 献 度，如

读者对详细计算方法感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本文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衡量代表性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采取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的定义，即１５岁以上人口

为劳动年龄人口，而衡量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时仍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年龄区间，即１６—５９岁。



行发布的数据，美国、德国、法 国、英 国、日 本 等 发 达 国 家１５岁 及 以 上 人 口 的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从１９７０—

２０１０年持续增长，２０１０年时均已经远高于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９．６６年）。而

２０１８年，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１０．６３年，才与美国１９７０年１５岁及以上

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１０．７８年）接近，与法国２０１０年１５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１０．６８年）基
本相同。因而，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仍需继续不断增长。

其次，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结构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的比例还低于

发达国家水平。根据前文测算，２０１５年，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中 大 专 及 以 上 文 化 人 口 的 比 例 为

１７．９％。这与日本２００５年１５岁及以上完成大学及以上教育人口的比例相同，但仅接近美国１９８５年１５
岁及以上完成大学及以上教育人口的比例（１８．５％），离美国２０１０年的水平（２６．８％）还有较大差距①。参

照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中国未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需要不断提高，才能适应未来经

济转型、产业升级的需求。

最后，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２０２０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５４．４％，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德国、法国和

英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为８８．１７％、７０．２５％、６５．６３％和６０．００％，同在亚洲地区的韩国

高达９４．３５％。这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及其变化

基于间接测量人力资本的方法，用受教育年限等传统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存在着 一 定 的 局 限 性②。

于是，基于技能的人力资本研究，主张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能力、素质，特别是对那些能够适应新的技

术发展和具有创新性质的技能、能力和态度进行直接测量以反映人力资本状况③。因此，在测量教育型人

力资本的基础上，本文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进行了直接测量。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对技能型

人力资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会更加重视专业技能、

高技术含量技能以及通用型技能和专用型技能组合在未来工作中的使用④。互联网技术是人工智能、机

器人、新一代通信技术等新型技术 的 基 础，互 联 网 技 能 是 影 响 劳 动 者 人 力 资 本 培 育 和 提 升 的 重 要 因 素。

而工作专业技能直接反映劳动者的素质，也体现了不同岗位对工作技能的特定需求。

因此，本部分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数据对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和工作专业技能

两类技能型人力资本进行直接测量，并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参加技能培训的情况，综合反映在人工智能、生

物科技等新兴科技带来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新形势下，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状况及其变化

情况。
（一）数据来源及技能型人力资本变量说明

１．数据来源

本文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进行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这是一

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主要对全国公众的劳

动就业、家庭、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长期调查。ＣＳＳ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混合抽样的入

户访问方式，其研究结果符合统计推论的科学要求，可推断全国１８—６９周岁的住户人口的基本情况。

本文采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９年的ＣＳＳ调查数据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进行比较分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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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布的历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

李海峥、梁赟玲、Ｂａｒｂａｒａ　Ｆｒａｕｍｅｎｉ、刘 智 强、王 小 军：《中 国 人 力 资 本 测 度 与 指 数 构 建》，《经 济 研 究》，２０１０年 第８
期；曹浩文、杜育红：《人力资本视角下的技能：定义、分类与测量》，《现代教育管理》，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高文书、谢倩芸：《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本需求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周灵灵：《“十四五”时期提升技能型人力资本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样本分析时仅保留年龄为１８周岁到５９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群体，２０１３年样本数为８１６１人，２０１９年样本

数为７９９２人。

２．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变量说明

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通过三个维度来衡量。第一个维

度主要考察是否掌握互联网技能。这一指标用虚拟变量表示，被访者如果平时使用互联网，则认为掌握

互联网技能，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第二个维度主要考察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水平。本文利用ＣＳＳ调查问卷中关于使用互联网进

行各种活动的频率的问题，构建了互联网使用频率指数①。该指数分值越高，表示使用互联网技能进行各

种活动的平均频率越高，也就是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第三个维度主要考察使用互联网技能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与构建互联网使用频率指数的思

路一致，我们构建了使用互联网进行提升人力资本相关活动，如浏览新闻、查找资料、学习教育等的频率

指数。该指数分值越高，表示使用互联网技能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越高。另外，还通过加入网上与

提升人力资本相关社交群的人均个数来衡量使用互联网技能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由于受到调查

问卷内容的限制，该指标仅适用于ＣＳＳ２０１９的样本。加入同事群、行业群、同行群、协会群（如商会、农村

合作组织、专业学会、行业协会等）等网上社交群，可以认为是增加了与技能同质、人力资本相似的其他个

体进行交流的机会，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一个途径。因而，加入的此类网上社交群的个数越多，越有利于人

力资本提高。
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这一变量主要针对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考察其工作专业技能

型人力资本的水平。将被访者的工 作 性 质 按 照 需 要 专 业 技 能 的 高 低 程 度 分 为 三 类：工 作 需 要 高 专 业 技

能、工作需要一些专业技能和工作不需要专业技能。劳动者正在从事的工作需要的专业技能越高，可以

认为是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参加技能培训情况。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参加技能培训情况主要反映其提升工作专业技

能的可能程度。这一指标用虚拟变量表示，被访者如果参加过单位提供的提高技能方面的培训，则认为

提升工作专业技能的可能性较高，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二）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

ＣＳＳ２０１３中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 人 口 共８１６１人，其 中４３．９５％为 男 性，５６．０５％为 女 性，平 均 年 龄 为

４１．１４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９．２２年，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为１４．４５％。ＣＳＳ２０１９中１８—５９岁劳动

年龄人口 共７９９２人，其 中４１．５９％为 男 性，５８．４１％为 女 性，平 均 年 龄 为４１．４６岁，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为

１０．０５年，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为２２．５５％。与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９年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

型人力资本明显提升。针对ＣＳＳ２０１３和ＣＳＳ２０１９样本分析其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及变化情况如下。

１．掌握互联网技能的情况

从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掌握互联网技能的比例有大幅度提升，使用互联网的劳动

年龄人口比例显著增加，从仅占３７．３３％增加到７６．４４％，提高了约３９个百分点（见表３）。
分年龄段来看，各年龄段人口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均有明显提高，特别是２５—４４岁人口使用互联网的

比例从２０１３年的４７．０２％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９０．１９％。另外，１８—２４岁人口使用互联网的比例高于２５—

４４岁和４５—５９岁两个年龄段，不过，各年龄段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见表３）。
从户口类别来看，非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掌握互联网技能的比例要高于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

不过农业户口劳动年龄 人 口 掌 握 互 联 网 技 能 的 比 例 快 速 提 升，从２０１３年 的２６．３８％提 高 到２０１９年 的

７０．８６％，缩小了与非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差距。从居住地来看，城镇劳动年龄人口掌握互联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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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构建互联网使用频率指数的具体步骤是先对被访者上 网 进 行 每 一 种 活 动 的 频 率 按 照 高 低 程 度 赋 值，频 率 最 高 赋

值为５，最低赋值为０；然后将得分进行加总，再除以活动的种类数，得到的平均分即为互联网使用频率指数。



的比例要高于乡村，不过，乡村掌握互联网技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７．４８％大幅度提高到

２０１９年的６４．６６％，明显缩小了与城镇居住人口的差距。这两方面的数据表明，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

互联网技能的掌握有着较为明显的城乡差异，但是差距有缩小趋势。
表３　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掌握情况（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９年） 单位：％

　年份和分类

年龄

２０１３

全体
按户口 按居住地

非农业 农业 城镇 乡村

２０１９

全体
按户口 按居住地

非农业 农业 城镇 乡村

１８—５９岁 ３７．３３　 ６０．３２　 ２６．３８　 ５１．８５　 １７．４８　 ７６．４４　 ８８．６８　 ７０．８６　８４．７９　６４．６６

１８—２４岁 ８５．０２　 ９４．２７　 ８０．７８　 ９３．５３　 ６８．９９　 ９８．８２　 ９９．３６　 ９８．５３　９９．２０　９８．０６

２５—４４岁 ４７．０２　 ７３．００　 ３３．９０　 ６０．７７　 ２３．２０　 ９０．１９　 ９５．９４　 ８７．５２　９３．４７　８４．０９

４５—５９岁 １５．３１　 ３６．８７　 ５．７０　 ２６．３０　 ４．４５　 ５９．００　 ７８．８２　 ５０．６２　８４．７９　４７．１８

２．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情况

与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９年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有很大提高，表现为

使用互联网技能进行各种活动的平均频率从２．０９提高到２．５４（见表４）。

分年龄段来看，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不断下降，１８—２４岁人口

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最高，而４５—５９岁人口最低。而且，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９年，１８—２４岁人口

与４５—５９岁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增大，从２０１３年的相差１．０２增加到相差１．０９，说明

１８—２４岁人口使用互联网进行各种活动的频率增加程度比４５—５９岁人口大。

同时，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在城乡间有着明显差异，且差距逐渐增

大。具体来看，非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要高于农业户口劳动年龄人口，且二

者之间的差距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３６扩大到２０１９年的０．５６。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居住地来看，城镇的互联网

技能型人力资本也高于乡村，二者之间的差距从２０１３年的０．４４扩大到２０１９年的０．５７。
表４　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９年）

　年份和分类

年龄

２０１３

全体
按户口 按居住地

非农业 农业 城镇 乡村

２０１９

全体
按户口 按居住地

非农业 农业 城镇 乡村

１８—５９岁 ２．０９　 ２．２６　 １．９０　 ２．１８　 １．７４　 ２．５４　 ２．９０　 ２．３４　 ２．７４　 ２．１７

１８—２４岁 ２．５３　 ２．９５　 ２．３１　 ２．６９　 ２．１４　 ３．１０　 ３．３１　 ２．９９　 ３．２５　 ２．７９

２５—４４岁 ２．０９　 ２．３４　 １．８２　 ２．１８　 １．６５　 ２．７７　 ３．２０　 ２．５４　 ２．９６　 ２．３９

４５—５９岁 １．５１　 １．６６　 １．０７　 １．５９　 １．０７　 ２．０１　 ２．４１　 １．７５　 ２．２０　 １．７１

３．使用互联网技能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

根据ＣＳＳ数据计算，与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９年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使用互联网进行提升人力资本

相关活动的频率有所下降，从２．９３减少为２．６１，主要原因是２５—４４岁和４５—５９岁这两个年龄段下降较

多。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使用互联网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较低，而且呈现下降趋势

对于ＣＳＳ２０１９的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２０１９年其加入网上与提升人力资本相关的社交群的个数

人均为０．７６，而加入网上各种社交群的个数人均为４．０２，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更多地加入了其他网上社

交群，如亲友群、同学群、同乡群。
（三）从事非农工作的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专业技能

ＣＳＳ２０１３中，７６．６５％的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其中的６４．９６％从事非农工作，从事非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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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劳 动 年 龄 人 口 平 均 受 教 育 年 限 为１０．５３年，大 专 及 以 上 文 化 人 口 占 比 为２３．０４％。ＣＳＳ２０１９中，

６９．２６％的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其中的７０．７４％从事非农工作，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１１．１６年，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占比为３０．２７％。针对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

本文重点关注其工作专业技能和参加技能培训的情况，并分行业展示工作专业技能和技能培训的变化。

１．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专业技能

与２０１３年相比，２０１９年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高，呈
正向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工作性质属于需要高专业技能的占比从２１．４１％上升到２６．５５％，工作需要一

些专业技能的占比从２６．６４％上升到３８．８６％，成为占比最高的工作类型，而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占比

从最高的５１．９５％下降到３４．６％（见表５）。

２．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分行业的工作专业技能

分行业来看，各行业的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 资 本 整 体 有 所 提 高，但 各 行

业变化不一（见表５）。具 体 来 看，与２０１３年 相 比，２０１９年 除 信 息 传 输、软 件 和 信 息 技 术 服 务 业，金 融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 行 业 外，其 他

各行业的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不需要专业技能的比例下降；除金融业、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 务

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外，其他各行业 工 作 需 要 一 些 专 业 技 能 的 比 例 均 有 较 明 显 增 加；但 仅 有

十个行业工作需要高专业技能的比例增加，且 增 加 幅 度 较 少，其 中 居 民 服 务、修 理 和 其 他 服 务 业、采 矿

业的工作 需 要 高 专 业 技 能 的 比 例 增 加 最 多，分 别 从２０１３年 的５．４８％、１１．４９％提 高 到２０１９年 的

２７．９４％、３０．２３％。
表５　分行业的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变化（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９年） 单位：％

　　　　　　　　 指标和年份

行业门类　　　　　

工作不需要专业技能 工作需要一些专业技能 工作需要高专业技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总计 ５１．９５　 ３４．６０　 ２６．６４　 ３８．８６　 ２１．４１　 ２６．５５

农、林、牧、渔业 ６５．２２　 ５６．７６　 ２３．１９　 ３２．４３　 １１．５９　 １０．８１

采矿业 ６５．５２　 ３９．５３　 ２２．９９　 ３０．２３　 １１．４９　 ３０．２３

制造业 ５２．４９　 ３８．４６　 ３１．０５　 ４４．３０　 １６．４５　 １７．２４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２．２０　 １６．３９　 ３８．９８　 ４９．１８　 ２８．８１　 ３４．４３

建筑业 ７２．８０　 ３６．６４　 １８．１３　 ４２．７９　 ９．０７　 ２０．５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５．５３　 ５０．０８　 ２５．９３　 ３８．９７　 ８．５４　 １０．９５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４．０２　 ３４．６４　 ３０．６２　 ３７．９９　 ２５．３６　 ２７．３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６９．２６　 ４４．６２　 ２０．７８　 ３９．２３　 ９．９６　 １６．１５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７．１４　 １５．７１　 ３０．９５　 ３２．８６　 ６１．９０　 ５１．４３

金融业 ３．８５　 １６．４７　 ５２．５６　 ４０．００　 ４３．５９　 ４３．５３

房地产业 ５２．０８　 ３９．７８　 ２５．００　 ３５．４８　 ２２．９２　 ２４．７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３２．０５ — ４１．０３ — ２６．９２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２２　 ２０．００　 ７７．７８　 ６０．０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３．７５　 ４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４．００　 ３１．２５　 １６．００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７６．０３　 ３４．３１　 １８．４９　 ３７．７５　 ５．４８　 ２７．９４

教育 ８．５０　 １０．５７　 ２８．７４　 ２７．６４　 ６２．７５　 ６１．７９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３．６２　 １３．５７　 ２８．４５　 ２１．４３　 ３７．９３　 ６５．００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７．１４　 ２０．７５　 ４０．００　 ４５．２８　 ４２．８６　 ３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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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和年份

行业门类　　　　　

工作不需要专业技能 工作需要一些专业技能 工作需要高专业技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９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６．５５　 ２７．９６　 ３２．３０　 ４４．６８　 ４１．１５　 ２７．３６

其他行业 ７５．８３ — １５．１７ — ９．００ —

　　数据来源：根据ＣＳＳ２０１３和ＣＳＳ２０１９数据计算。２０１７年国家发布了新版《国民经济行业 分 类》国 家 标 准，为 了 保 证 数

据的可比性，本文中２０１３年行业参照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相应调整。

３．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技能培训情况

经测算，从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从事非农工作的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参加过单位提供的提高技能培训

的比例从３８．６９％上升到４４．０７％，增加５个百分点左右。分行业来看，除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

织等六个行业外，在其他各行业工作的劳动 年 龄 人 口 提 升 工 作 专 业 技 能 型 人 力 资 本 的 可 能 程 度 均 有 提

高。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劳动者参加过单位提供的提高技能方面培训的比例增加最多，

从２０１３年的４．９２％提高到２０１９年的３２．７１％，增加了２７．７９个百分点。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口普查和１％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

资本水平和结构变化，并进一步利用大型微观抽样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３年和ＣＳＳ２０１９年的数据测量了劳动年

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及其变化，全面、综合地反映了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变动情况，主要得

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升，教育型人力资本结构

持续改善，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提高。４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乡村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的水

平和结构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对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的贡献度来看，

城市人口是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第二，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

本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表现为使用互联网技能的比例和频率不断增加，不过使用互联网技能提高人力

资本的可能程度较低，呈现下降趋势。４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乡村劳动年龄人口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

本相对较低。第三，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和积累均有所提高，

但劳动者的工作专业技能和通过技能培训来提升人力资本的可能程度存在行业差异性。

具体而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分别有几个代表性的变化特征，

可能会影响未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整体人 力 资 本 的 积 累 和 提 升，还 会 影 响 未 来 劳 动 力 素 质 的 水 平 和 结

构，需要引起重视。

一方面，从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变化趋势来看，第一个变化特征是中年及

年长（４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均明显低于青壮年（１６—

２４岁）劳动年龄人口。由于４５—５９岁这个年龄段很多的劳动力没有享受到中高等教育发展带来的福利，

加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相对较早，可能没有继续接受教育，于是，４５—５９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

低，且增长较慢。而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且增长迅速，这可能是因为１６—２４
岁人口连续受教育年限较长，加上中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特别是１９９９年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扩大后，大

专及以上文化人口的比例显著提高。于是，就造成了中年及年长劳动年龄人口与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之

间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双重差距。

第二个变化特征是４５—５９岁人口是中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主要推

动力，而１６—２４岁人口对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的贡献度已成为负值。这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结

构日趋老化是密切相关的。１６—２４岁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减少且下降速度较快，虽然其平均受教育年

９７谢倩芸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变动研究



限不断增加，但依然带来了１６—２４岁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减少。而中年及年长（４５—５９岁）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不断加大，加上其平均受教育年限慢速增加，于是４５—５９岁人口的教育型人力

资本存量仍在提高中。但是，随 着 我 国 劳 动 年 龄 人 口 结 构 的 加 速 老 化，中 老 年 劳 动 者 占 比 将 不 断 加 大，

４５—５９岁人口较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会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的持续增长。
第三个变化特征是城市与乡村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的水平和结构分布严重不均衡。乡村

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专及以上文化的人口比例均远低于城市，而且城乡间差距呈逐年扩

大的趋势。城乡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造成了乡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

本水平起点较低、结构不合理，大多数乡村劳动力仅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而且，乡村劳动年龄人口教

育型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减少，其对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度一直为负。如果继续按照这种趋势

发展，不仅会影响乡村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增长，也会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整体人力资

本的积累和提升。
另一方面，从中国１８—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变化趋势来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变化特

征如下：第一，４５—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在各年龄段人口中处于最低水平，虽然其

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和频率在不断提高，但与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型人力资本还存在差距。
这可能是因为４５—５９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者接触互联网的时间相对较晚，使用互联网的需求相对较少，
再加上本身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因而使他们的互联网技能起点较低，同时，在继续提升互联

网技能型人力资本上也受到了限制。
第二，乡村劳动年龄 人 口 掌 握 互 联 网 技 能 的 比 例 和 使 用 互 联 网 的 频 率 均 低 于 城 市，特 别 是 乡 村 的

４５—５９岁人口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和频率还需要提高。这与互联网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是相关

的。但随着互联网覆盖率的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推进，乡村劳动年龄人口的互联网技能在不断提升，逐

步在缩小与城市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差距。
第三，不同行业劳动年龄人口在工作专业技能人力资本的提升速度上存在差异性。农、林、牧、渔业、

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的劳动者

工作专业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有下降趋势。而制造业是未来人力资本需求的重点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是信息产业、数字经济等新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①，这些行业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若不

能持续积累，可能会影响未来不同行业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整体提升和均衡发展。
第四，不同行业非农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参加技能培训的比例及其变化均有所不同。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等行业的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的比例增加相对较多，而农、林、牧、渔业、制造

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该比例减少相对较多。这说明工作专业技能人力资本提升可能程度存

在行业差异性。
在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的关键因素，应当通过提

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实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提升，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据本文得到的结论，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改善教育型人力资本结构，扩大教育型人

力资本存量。应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健全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经费投入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和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保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持续增长；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高

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大力提升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
第二，着力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对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关注和投入。要提

高对劳动者技能重要性的认同度，将使用信息技术（如互联网）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阅读、数学等能力一样

纳入基本技能范畴；充分发挥政府在技能型人力资本培育中的指导、统筹和督促作用，加大政府对技能培

０８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３期（总第２８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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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投入；建立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技能型人力资本培训体系，进行有效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培育：义务教育

和高中阶段教育可以普及使用互联网等基本技能训练，高等教育加大专业技能的培养力度，职业教育可

以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特定、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应更多地提供针对具体工作、岗位需求的技

能的在职培训。
第三，针对各行业劳动年龄人口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注重重点产业劳动者的技能

培养。针对新增劳动力，高等教育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如先进制造

业、生产服务业等，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扩大相关行业急需人才的工作专业技能培养；针对不同行业

的现有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需求分析，面向各行业的特定技能需求开展针对性培训，拓宽职业技能培训

的途径，扩大培训的覆盖面，增强培训的有效性，实现各行业劳动者的技能型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
第四，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采取不同措施提升其教育型人力资本水平和技能型人力资

本水平，推动劳动年龄人口人力资本整体持续提升。对于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继续扩大高等教育招生

规模，提高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加速提升其受教育年限，减缓其教育型人力资本存量的下降趋势；对

于中年及年长劳动年龄人口，可以通过继续教育提升其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提供基础技能培训和终身

学习机会提高其技能、能力和素质。
第五，不断推进劳动年龄人口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在城乡间的均衡发展。应大力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振兴乡村教育和

教育振兴乡村工作；健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优先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贯彻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

略，全面建成数字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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