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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效应探析

张永丽，刘富强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文章利用在西部地区8个样本村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对比分析了农村外出打工者外出前后自

身变化，说明了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

动者本身人力资本的形成存在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当前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发挥流动对人力资本的正面作用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现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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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the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on the Human Capital Formulation

ZHANG Yong—li，LIU Fu—qiang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X)70，China)

Abstract：Using the investigation material of 8 poverty viHages in western area of China，this paper

compared the changes of before and after going out for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It also indicated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stock from the labor force flowing to the labor for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w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ha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Under the

conditions of relatively limited human capital in rural areas，the positive impact played a vital role of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of rural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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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力生产、健康、教育、培训、就业迁

移等方面的支出及其在劳动力身上的有效凝

结，都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自从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

模向城市流动，不仅对农村的收入结构与经济

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也对流动者自身人

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产生较大影响。针对这一

问题，国内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诸多研

究。侯风云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认为当前

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对其人力资本形成

有着积极影响¨·。侯力从区域人力资本平衡

角度，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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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与优化配置，虽然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

区在人力资本方面产生巨大的差距，并影响欠

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有利于提高欠

发达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o；任新民

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正表现出人力资本化的

趋势，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1。

刘文则从人力资本的产权制度、-投资制度等方

面入手，认为合理的制度安排能为人力资本的

形成提供诸多保障，同时也为微观主体的人力

资本投资提供激励和动机¨1。

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关注到了劳动

力流动作为～种投资方式对流动者人力资本水

平的影响，并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

力流动对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形成的积极影

响，但由于受调查资料、研究对象等因素的影

响，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对诸如流动者的

技术积累、流动对教育的替代等问题尚未进行

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仅以感性描述和

调查报告的形式为主，缺少规范的实证研究。

为进一步分析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劳动者本

身人力资本形成带来的影响，本课题组于2007

年底到2008年初，组织西北师范大学“三农”

问题研究社的成员和区域经济学的部分研究生，

在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等地进行了第二次

社会调查。调查随机选取了劳动力流动比较普

遍的8个外出者样本村，通过随机抽样在每村

选取了50户农户，并以面对面访谈形式完成问

卷350份，有效问卷306份，有外出劳动力的

农户241户，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65户；调

查涉及306个样本农户的1426人，910个劳动

力，其中纯打工者331人，农业兼打工者104

人，打工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47．80％。

该研究主要利用这次调查所获取的资料数据，

通过对外出户与非外出户、外出流动人员外出

前后自身技能素质、从业竞争力等方面的对比

分析和实证分析，考察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动

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一、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基本特征及人力资

本状况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流动劳动力呈现出某

些共同的特征和趋势，如年轻化、男性和未婚

·28·

者居多、受教育水平相对整个农村劳动力来说

比较高等¨“1；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

趋势，比如流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进一步得到提

高，女性流动者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年轻一代

流动者流动的稳定性在不断增强等17]；2007

年金融危机以来相当部分农民工的“回流”

现象更是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本调查显示，就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村外

出流动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非外出劳动

者，外出劳动者的文盲比例比非外出劳动者低

17．90％，且外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

非外出劳动力多2．77年；就年龄结构来看，

外出流动人员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而且男性

的平均年龄要远大于女性，在本次调查的435

个样本中，外出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5．09岁，

其中男性为34．1岁，女性为26．4岁，40岁

以下的人员占62．45％；就性别特征来看，外

出流动者以男性为主，占外出者比例的78％，

几乎是女性的4倍；就婚姻状况而言，已婚外

出者要高于未婚者，这主要是由人口的年龄结

构所引起的。从就业的行业分布特点来看，大

部分外出流动者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与餐

饮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等部门，主要从事

建筑工人、服务员、零工等职业，少数从事有

一定技术性或管理层职业的流动劳动者多是具

有多年外出经历或接受过较高教育的外出者；

从整体收入水平看，外出打工者的收入明显高

于非外出者，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依然较低。同

时，从收入的年龄结构来看，外出流动者收入

与年龄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

收入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在达到一定

年龄阶段后开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见

表1、表2、表3)。

二、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

积极影响

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相互

交织的过程，流动者需不断积累经验，最终使

人力资本趋向成熟。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况下

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外出流动过程中的职业培

训、“干中学”等因素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不

可估量的，不仅因为流人城市后，增加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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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外出流动者和非外出流动者的特征比较 表3 外出流动者从事行业情况 ％

非外出劳动力外出劳动力

表2外出流动者的基本特征

注：已婚男性所占比例为70L卵％，已婚女性所占比例为

37．12％；男性平均年龄为鲺12岁。女性平均年龄为施4l岁。

者发挥人力资本潜在优势的机会，而且流动本

身也形成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学术界普遍认

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能够增加我

国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收入¨。。。

本调查显示，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

成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投

资提出一定要求

调查表明，影响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最重

要的因素是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劳动力从低生

产率、低收入的传统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高

工资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必须具备一定

的人力资本，才能满足流入产业部门的要求。

本调查资料显示，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外

出劳动者人均年收入为6898元，相比而言，

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外出者的人均年收入

为9417元；外出前受到培训的外出者人均月

收入为1212．07元，高于未接受培训的外出者

人均月收入的1138．8元；同时，收入与外出

流动者年龄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关系，究

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劳动者

在务工过程中个人的阅历、知识、经验等El益

丰富，人力资本存量逐渐增加，其收入也相应

得到提高。但是，与年轻劳动者相比，老年劳

动者在体力、观念以及知识更新速度等方面都

处于劣势，因此等达到一定年龄后，他们的收

入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

或者接受过培训的流动劳动力对行业角色变换

的适应速度快，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找到报

酬较高的工作。

表4样本数据外出者培训状况及影响

2．新型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方式

——“干中学”

阿罗提出的“干中学”概念中，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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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具有外部性，即知识的溢出效应，认为

“干中学”会引起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应提高，

这在我国农村流动劳动者身上也得到了体现。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外出前接受过相关

职业培训的流动者只占20．63％，40％的流动

者外出务工遵循的是“零工一小工一大工

(技工)”这样“边干边学”的路线。调查还

发现，外出者的务工时间与其技能水平成正

比。样本显示，在外出前有技术专长的外出流

动者中，大多是25岁以上有过外出经历的流

动者，25岁以下的只占20．34％。在外出者外

出后自身变化的选项中，虽然只有22．5％的

外出者明确表示在外出打工过程中“学到了

新技术”，但从外出者务工经历来看，大多数

有外出经历的劳动者都实现了“零工一小工

一大工(技工)”的转变。而且，厂商等相关

组织即是“干中学”的平台，流动劳动者无

需支付直接成本，所以“干中学”成本与收

益的对比对人力资本积累决策的约束较松，在

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行业中尤为如此。

3．流动收入减轻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

投资的支付约束

人力资本投资依赖于收入水平的高低，而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难

以替代的方式，本调查数据显示，有劳动力流

动的家庭人均收入为3264．76元，而没有劳动

力流动的家庭人均收人为2875．39元，而且打

工收入是前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后者主要依赖

农业和非农经营收入，并且受地方社会经济条

件的限制，非农经营者及其经营收入都十分有

限，可见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户

的主要收入来源。对外出劳动者外出后的生活

状况调查显示，有76．36％的外出者表示“收

入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从我国农村目前的教育情况看，教育的机

会成本很高；从农村的生活水平看，农村医疗

卫生条件差，娱乐设施贫乏，而外出流动劳动

者通过进城务工增加收入，可以极大提高健

康、教育、相关培训的支付能力以减轻人力资

本投资的支付约束。对有外出人员的样本户调

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家

6476．92元，这部分现金大多用于改善家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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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比较发现，外出户家

庭的人均生活消费和人均健康消费都高于非外

出户的水平。

另外，一方面相对于闭塞的农村，城市人

口集中，信息较多而且传播较快，有利于进城

流动人员及时了解职业或者岗位要求，进而有

目的、有方向地择业或参加相关职业培训；另

一方面相对于农村，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比较成

熟，农村外出劳动者搜寻工作、变迁职业等的

择业成本较低，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积累。

4．流动过程促进流动者思想观念的更新

研究饥荒和贫困问题的阿玛蒂亚·森认

为，贫困的根源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

失¨⋯，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表现为过早死亡、

严重的营养不良、慢性流行病、大量的文盲以

及其他方面的失败等。现今社会的贫困已不再

单纯指经济贫困，它的内涵被丰富了，其中重

要的一个方面是人文贫困。人文贫困既是收入

贫困的结果，又是收入贫困的原因，人文贫困

不仅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形成，对农村发展的

影响也是根本性的。如果不解决人文贫困，农

村的可持续发展就受到极大挑战。

优化人的知识结构对缓解人文贫困具有决

定作用，而知识体系又受到个体所生活的周边

环境的强烈影响。我国农村的封闭、落后导致

农民普遍文化知识水平偏低，创造和获取技

术、信息的能力不足，限制了农民综合素质和

自主脱贫能力的提高。目前，进城打工者多为

农村劳动力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那部分人

群，因而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较强。进城

后，农村流动劳动者追求现代化的强烈心理极

容易受到城市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示范效

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农村劳动者的外出就业

不仅提高了他们对城市生产、生活的适应能

力，更重要的是，流动过程中各种新鲜经历增

强了农民的现代化意识，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

传统思维定式。

调查样本显示，在435名外出者样本中，

对于打工后自身的变化，有62．81％的外出者

表示“思想观念更加开放”，有32．13％认为

“增长了见识”，有9．03％选择“有新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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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这表明流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在流

动打工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外

出流动对缓解“人文贫困”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流动者人力资本形

成的消解

劳动力流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

人力资本的形成，但是长期以来“二元社会

经济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分隔，不仅对劳

动力市场的合理竞争和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带来

极大影响，而且使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受到影响，对流动过程中劳

动者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1．城市就业的边缘化，不利于流动劳动

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增加了劳动者在不同劳

动力市场之间流动的成本，降低了农村劳动者

进入城市正规部门的可能性，使农村流动劳动

者向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与餐饮业、建筑业、

社会服务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集中，这

些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对劳动者的文化程

度要求不高，但工作量大，用工时间长，使得

流动者没有足够精力再去学习其他的技能或接

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于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

环。流动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导致他们进入城

市就业的难度加大，被迫选择从事低技术含量

的体力工作，限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于是流

动者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变得更少，进入城市就

业的难度更大。对样本村的调查资料也显示，

只有22．5％的外出劳动者“学到新技术”，大

多数外出劳动者的工作只是简单的重复性劳

动，这非常不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形成。

从样本村的调查数据看，91．74％的外出

劳动者的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大多数外出

者的收入水平相对低于城市职工。据专家估

计，国企职工比农民工的工资高32％，如果

包括他们所有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物质

福利，这一数字差距将高达127％。显然，这

不利于流动劳动者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也

难以保护自身已形成的人力资本。

2．城市生活的边缘化，不利于流动劳动

者人力资本的有机整合

虽然农村到城镇的移民数量在逐年增加，

但制度性的迁移障碍仍然存在。在严格的城乡

户籍制度约束下，流动劳动者即便进入城市，

也处于一种“进而不融”的尴尬状态，城市

对这部分“非正规”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存在

各种歧视，将其排斥在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

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之外，农民工被迫成为游离

于城市和农村的双重边缘人。

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调查显示，在城市打

工的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基本上

没有和本地居民形成共同的生活圈；而且

50％以上农民工工作之余的主要休闲方式仅为

看电视、睡觉、看书看报等，几乎没有其他娱

乐活动。根据我们对样本村外出人员的访谈，

在外出过程中，没有一人去过务工城市的中高

档大商场，生活用品一般在地摊或者小卖部购

买；生病一般是自己买药或者去邻近的社区小

卫生所；工作闲暇之余基本上看电视，打牌

等。这种虽处在同一城市，生活却分割开来的

状态，极大地阻碍了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

合，著名的北京“浙江村”就是一个佐证。

3．流动的不稳定性提高了流动成本，减

少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机会

首先，农村流动劳动力处于城市的边缘，

常常遭受不公平待遇和歧视，在经济结构调整

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就业地位，失业的风险远远

高于城镇居民。他们改换工种的次数频繁，有

的失业者甚至只能通过暂时打零工的形式维持

生活，而且在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付出

必要的搜寻成本。从短期看，更多的岗位更换

有利于劳动者在“干中学”中积累职业技能

和经验，但从长期考虑，这不利于劳动者人力

资本的形成。一方面，劳动者在变换工作过程

中。可能中断对正在适应中的技能的学习或者

荒废其已有的技能；另一方面，适应新岗位需

要一定的时间，这中间也浪费了一部分人力资

本。其次，职业的不稳定性容易导致流动劳动

者为寻找新工作而四处奔波，加重了他们在交

通、住宿等方面的负担；而一旦找到新工作，

很有可能需要从原居住地搬迁到离新工作地点

较近的区域居住，增加了他们的搬迁成本，特

别是夫妻双方工作地点不一致的情况，往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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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一方放弃现职工作为沉重代价，家庭人力

资本流失严重。另外，外出流动劳动者中短期

或者季节性外出务工人员占很大一部分，“候

鸟式”的流动方式，使他们周期性地来回于

城乡之间，不仅增加了他们的迁移成本，又耗

费着他们的时间成本。再次，外出流动劳动者

在工作时间上也不固定。有的用工企业为了追

逐利润，强迫员-r_jm班加点，扰乱了他们正常

的生活安排；而且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容易引发疾病，严重威胁着农民工的健康。总

之，流动的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

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极大减少了进城流动

人员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样本数据显

示，435名外出者样本中，一年中平均外出时

间只有9个月，且一年内换过2次或2次以上

工作的占40．86％，这表明流动劳动者的工作

稳定性比较差。

4．流动的低龄化使流动对教育产生了很

强的替代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虽然在增加收入等方

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与个人继续接受

教育相矛盾，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替代效

应。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适应性就业在短期

内迅速改善了家庭贫困状况；另一方面，从长

期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劳动者在劳

动力市场上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将逐渐萎缩

而最终被新生代所取代，其后代也很容易因父

代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利境况而丧失较好基础能

力的培养机会，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

流动对教育的替代效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流动人口的低龄化现象。外出流动者低龄化实

际上是一种适学人口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反

映。调查数据显示，就小学教育来看，流动户

和非流动户子女的就学率都为100％；就初中

教育来看，流动户子女就学率为98．54％，非

流动户为99．31％，流动户低于非流动户0．77

个百分点。就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率来

看，流动户与非流动户之间有略微差别。较大

的差别出现在17岁以上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

育阶段，外出户17—19岁阶段高中适学子女

的就学率为83．78％，非外出户为86．67％，

外出户低于非外出户2．89个百分点；20岁及

·32·

以上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则差别更大，外出户为

42．16％，远远低于非外出户的83．33％。而

外出户23岁以下年龄段人口的流动比率为

36．15％，非外出户为17．86％。由此可见，

在流动户与非流动户子女就学率之间出现这种

差距的原因特别明显，那就是流动的低龄化对

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有明显的替代效应，也就

是说在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主要有两种选择：要

么外出打工，要么在校读书。如果说这种替代

在初中阶段已经出现的话，那么在高中和高等

教育阶段则十分明显。

四、基本结论与建议

首先，劳动力流动对劳动者人力资本形成

的影响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大量流动劳动

力的存在，迫使流动劳动者为增强其自身竞争

力而不断提高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要求，并通过

在“干中学”的形式逐渐积累技能和经验，

减轻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支付约束。同时，在这

一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积极的现代价值理念又

可以反过来影响劳动者的决策行为，促进人力

资本的高效形成；另一方面，流动过程中也存

在某些制约劳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不利因素，

包括外部和内部的。外部影响如城市就业和生

活的边缘化，容易降低流动者发挥人力资本优

势的信心；内部影响主要表现为流动的不稳定

性和流动对教育的替代效应，它们增加了流动

者的个人负担，同时也阻碍人力资本的有效

形成。

其次，劳动力流动对流动者自身人力资本

水平的提升还不够充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

力流动规模庞大，在数量上形成了强势，但在

质量上却缺乏明显的优势。流动劳动者本应在

流动过程中不断地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学习，

迅速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然而，地域、

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因素，限制了流动者个人

的快速发展，也限制了流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

充分发挥。

再次，流动劳动者尚未充分认识主动积累

自身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流动过程中，劳动

者经常为达到工作的应聘条件，被动地提高自

身劳动素质，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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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力资本

积累的迟滞不仅容易使劳动者失去较好的就业

机会，就长期来看，也不利于保障个人就业的

稳定性，不能适应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此，为打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约束，促

成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有效提升，应尽快合理

地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政策

性障碍，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

业政策，给予农村外出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平

等竞争的权力，逐步扩大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

覆盖面，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加

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鼓励农村家庭对教育的

投资，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他们未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抗风险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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