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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角下未成年人生命价值动态计算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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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生命价值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国内外学者鲜见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 

的关注。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对未成年人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人力资本法的基础上，运 

用投入产出法对其生命价值进行量化，提出未成年人生命价值动态计算模型。研究发现，年 

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监护人收入与未成年人生命价值正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对未 

成年人生命价值的影响远大于健康状况，且6岁和 18岁是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跳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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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lllic Calculation and Study of The Value of Minors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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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Technology，Bering 100029，China) 

Abstract：The value of life has always been a hot research in academic．Th e scholars have always 

focus on the value of adults，but pay very little attention to minors．Th is paper studies the value of 

actual minors in economic perspective，uses human capital and input—output method to quantify the 

value of minors． It finds that the value of minors is related by age，educational level，health 

condition and income of guardian，and impact of educational level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health，6一 

year—old and 18一year—old are the inflection point in the value of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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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价值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主要的评估方法有意愿支付法和人力资本法。意愿支 

付法给定一个假定情景，请被访者对货币和风险进行直接权衡来估算生命价值 。人力资本法用收 

入损失估计，将未来工资的总和贴现后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 。在发展中国家运用意愿支付法进行 

生命价值评估的条件并不成熟，因此，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应用人力资本法估算生命价值。 

从具体的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研究大多关注于成年人生命价值，而很少涉及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 

收稿日期：2011一O3—09；修订日期：2011一o5—27 

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ZG2007-6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QN0923)。 

作者简介：张建文 (1969一 )，山西夏县人，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化工安全管理。 

· 90 · 

万方数据



此外，由于研究视角和范围的不同，现有文献的研究没有涉及事实上的未成年人。我国0～18岁青少年约 

有3．6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7％，而且随着教育周期加长，越来越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成为事实上的 

未成年人 (没有经济收入)①且具有巨大的潜在人力资本价值。因此，无论从绝对数量上来说还是从百分 

比来说，事实上的未成年人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有必要对其生命价值进行专门的研究。 

本文关注事实上的未成年人，从经济学视角，将事实上的未成年人定义为没有经济收入、需要监 

护人提供经济资助的人群，即指从出生到未参加工作这一阶段的群体。在此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得 

出影响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因素，在人力资本法的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进行 

量化，提出未成年人生命价值动态评估模型，最后通过案例进行验证。 

一

、 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计算方法 

1．理论依据 

人力资本的形成是投入成本的函数，教育投入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投入成本函数的两个变量，是 

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力资本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少，未成年人的人 

力资本存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学习、生产中不断积累形成的，积累速度也受到人的健康、精力及 

体力的影响。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存量由少到多逐渐增加，生命价值随之增大。 

投入产出法是综合研究各个具体部门间数量关系的理论。“投入”是指产品生产所耗用的各种生 

产费用，“产出”是指生产出来的产品及其分配使用的方向和数量。但这些投资究竟会有多少产出， 

因系统不同比例也有所不同 J。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在这段时间只投资而无收益或少收益， 

但他们可以被视为一个潜在的人力资本拥有者，前期的投入越多，潜在的劳动能力就越强，为社会、 

家庭创造的价值就越多。 

2．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影响因素 

年龄是影响生命价值的重要因素。处于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各项投入是不同 

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投入增加，这些投入会形成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了未成年人创造价值的能力， 

最终增加生命价值。 

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是可以通过教育获得提升的。教育水平越高，预期的收益也越大。家庭对其 

教育投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增大，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也增加。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命价值有重要影响。健康的体魄是家庭注入未成年人身上 

的重要附加价值，对未成年人而言是累积增长的，健康状况越好，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就越高。身体 

健康状况可以根据个人医疗保险纪录进行判定。 

监护人个人收入是生命价值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最直接地反映着一个人创造价值的能力，一般情况下 

收入越高生命价值越大。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在其成长与能力形成的过程中，家庭监护人对其 

注入的附加价值都将增加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监护人收入越高，对其可能的投资就 

越多。在本文中监护人的收入可以通过纳税额进行衡量 (取未成年人家庭收入的平均值)，这种收入的衡 

量方法具有相对的公正性，且可以体现国家、地区间的差异，因此，计算结果更为准确。对于没有达到国 

家规定的纳税起征点的家庭，其收人可以参照统计年鉴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 

3．未成年人生命价值计算模型 

灰色系统着重研究内涵不明确、外延明确的对象。由于生命价值的内涵不明确，故可看做一个灰 

色系统来进行研究。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监护人收入与未成年人生命 

价值正相关，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影响着未成年人日后可能创造的价值。另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基 

本生活保障的投入，转移到未成年人身上形成最基本的附加价值，这些投人与监护人的收人水平正相 

①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已达瓶 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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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建立如下模型： 

= ∑ [(1+ ) al +(1+ ) bI 卢 ]+∑I
，

V

一 ，
c(1+ ) (1) 

为生命价值教育系数和健康系数；N为未成年人年龄； 为折现率；li为监护人收入平均 

值；a、b、C为监护人收人中教育投入、健康投入和生活费用支出所占比例。 

4．模型参数评估 

研究灰色系统的关键是将其白化，白化值在实际应用中都是将不确定性因素进行量化的一种辅助 

工具。依据投入产出理论及灰色局势决策相关理论，将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看做灰色系统，将年龄作为 

事件，教育水平、健康程度分别作为对策组成矩阵，分别对年龄、教育水平，年龄、健康程度进行综 

合白化，得到生命价值教育系数和健康系数。计算过程如图1所示。 

本文参考 2008年统计年鉴 ]，将教育水平划分为未受正规教育、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本科教 

育、研究生教育四个阶段，根据其受教育期间的投入作为受教育水平的白化值，取各年龄段的中间值 

为本年龄段的白化值，将健康投入作为健康状况的白化值 (见表1、表2、表3)。 

l教育白化值 年龄白化值 健康白化值 

I l I l 
上 J- 

有 
年龄、教育白化值 年龄、健康白化值 

效 l 
企 r 

生 

计算比例系数 R R rh 

- _ __ _ -_ — -  

l 

计算生命价值分配系数 h 

计算得出未成年人生命价值 

图 1 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计算过程 

表 1 教育水平白化值 ；6-／年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4]，表2，表 3同。 

表 2 年龄白化值 Z7／年 

将年龄、教育综合白化，即：U =a x b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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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国人平均寿命为76岁，用有效余生反映未成年人可能的产出年 

限。不同年龄段的有效余生表示为M =76一a 。 

根据灰色局势决策的上限效果，得出比例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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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85 0．127 0．205 0．289 

0．162 0．390 0．584 0．941 1．331 

0．282 0．678 1．016 1．637 2．315 

0．339 0．813 1．220 1．965 2．778 

0．38l 0．915 1．372 2．210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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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得到 把有效余生 作为主对角线元素构成 

得到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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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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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970 8．959 

=  

41．837 62．756 

二、未成年人生命价值模型的动态实证研究 

未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投入是不断增加的，生命价值也是在不断变化。本文从时间变动 

和多因素分析的动态评估生命价值来分析，处于不同环境中的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投入各 

不相同，因此，从年龄、个人受教育情况、健康 

因素和监护人收入水平等诸方面进行区分，能更 

准确地评价生命价值。 

1．1—26岁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 

本文以收入未达到国家规定纳税起征点的那 

部分家庭进行案例研究 (这部分人口在我国所 

占比重达到70％以上，具有代表性)。各家庭中 

的教育投入、健康投入和生活费用占收入比重分 

别为 13％、7％和 10％ (参见 2008年中国统计 

年鉴)，折现率取3％。假设未成年人身体健康， 

各个年龄段都接受正常教育，通过本模型分别计 

算出从 1～26岁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 (见表4)。 

2．不同教育程度下的生命价值 

以24岁青年为例，在他们身体都为健康的 

状况下，受到的教育程度不同，其生命价值也不 

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 

生命价值越大 (见表5)。 

3．不同健康状况下的生命价值 

以24岁青年为例，在他们都接受正规教育 

的前提下，健康状况不同，生命价值也不同。在 

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健康状况越好，生命价 

值越大 (见表6)。 

4．监护人不同收入下的生命价值 

表4 未成年人生命价值 元 

表 5 不同教育程度下的生命价值 元 

受教育程度 生命价值 

未受正规教育 

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 

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 

表6 不同健康状况下的生命价值 元 

健康状况 生命价值 

健康 

患轻疾 

患重疾 

3363294 

3162446 

30991O6 

袁 7 监护人不同收入下的生命价值 元 

收入状况 生命价值 

未达法定纳税额 

达到纳税额 

高于纳税额 10％ 

172607 

254699 

280169 

· 93· 

4 9 汀 B 

Ⅲ 9 5 

∞ 

1  3  8  4  

∞ 卯 ∞ 
4 勰 

万方数据



 

以5岁儿童为例，在他们都未接受到正规教育、身体同为健康的状况下，监护人的收入不同，生 

命价值也不同。现将监护人收入定为未达国家法定纳税额、恰好达到纳税额和高于纳税额的 10％， 

分别计算生命价值，结果见表7。 

三、结论 

本文从经济视角研究未成年人，将未成年人定义为没有经济收入、需要监护人经济资助的人群， 

即指从出生到未参加工作这一阶段的群体。通过理论分析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监护人收入 

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影响关系，并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从整体上看，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呈线性增长趋势。本文考虑了未成年人日后潜在的人力 

资本价值和创造的价值，研究结果可能与国内同类研究相比相对偏大，但远小于发达国家，且更接近 

于国内现实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赔偿 。 

其次，在年龄、健康状况和监护人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就 

越大。不同年龄的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投入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所增加的，并且教育程度的变化 

点，也是生命价值的明显变化点。通过实证研究发现，6岁和 l8岁是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跳跃点， 

这是因为未成年人6岁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投入增加，自身的潜在价值增加。此 

外，1 8岁后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时期的经费远远大于以往所受教育，即生命价值加速增长。 

再次，就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影响而言，在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 

下，健康状况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影响远不如受教育程度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影响大。从人力资 

本角度讲，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最主要的因素，而健康是未成年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两者对提高人力 

资本的作用不同，因此，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影响也就不同。 

最后，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不变的情况下，监护人的收入水平对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 

影响体现在对未成年人投人的多少。监护人收入越高，对未成年人的投入越多，其生命价值就越大。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家庭对其教育、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投入，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因素是可以 

累积的，形成了未成年人生命价值的附加值，增加了未成年人的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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