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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本报告旨在估算和描述中国人力资本分布及发展动态。我们运用大

量数据和不同方法对中国国家和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进行了综合系统

的度量并构建了多项人力资本指数。 

除了传统基于教育的度量方法外，我们采用并改进国际上广泛应用

的 Jorgenson-Fraumeni 收入计算法（以下简称 J-F 方法），对中国人力

资本的存量进行估算。与传统度量方法（如教育程度）相比，J-F 方法

可以更加全面综合地反映人力资本的状况。 

由于相关数据缺乏，J-F 方法不能直接运用于中国。我们根据人力

资本理论，将微观调查数据及省级层面数据和 Mincer 方程相结合，改

进了 J-F方法，大大增加了该方法运用于中国数据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在本报告中，我们计算了 1985-2017年中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基于 J-F方法的人力资本存量，包括

分性别和分城乡的人力资本总量及相应的人均人力资本等。同时我们也

提供了传统上基于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本报告中关于劳动力

是指男性 16-59岁及女性 16-54岁人口，并且不包含在校生。但我们也

计算了劳动力中包含在校生的各种结果，存放在数据库中。 

为了与人力资本进行对比，我们也计算了同时期国家层面和省级层

面的物质资本的存量。并建立了跨省生活成本比较指数（即购买力平价

指数），以便于基于货币价值的人力资本跨省比较。 

我们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其它相应数据，包括在计算过程中收

集的原始数据和处理过的中间数据，构建成中国国家及省级层面的人力

资本数据库，以利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我们将数据库无偿提供给公

众使用。用户可以在以下网站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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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umancapital.cufe.edu.cn/rlzbzsxm.htm 

 

2019中国人力资本报告的主要结果： 

（如无特殊说明，以下数值均按 1985年货币价值计算。其中年均增长

率的计算方法为先计算各年简单增长率，再取年平均，以反映增长率的

年度变化。） 

一）传统的基于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 

1. 2017 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是 37.8 岁。平均年龄最高的

前五个省份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庆、湖南；平均年龄最低的

五个省份是广东、贵州、海南、新疆、西藏。 

2. 2017 年，全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10.2 年。平均教育

程度最高的前五个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平均教

育程度最低的五个省份是甘肃、云南、贵州、青海、西藏。 

3. 2017 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是

37.5%；其中，农村的占比为 20.5%，城市的占比为 50.3%。 

4. 2017 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是

17.6%；其中，农村的占比是 5.5%，而城市的占比是 26.7%。 

二）基于 J-F方法计算的综合人力资本 

5. 2017 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为 1934.3 万亿元，其

中，城镇为 1587.4万亿元，农村为 346.9万亿元，分别占人力资本

总值的 82.1%和 17.9%。 

6. 2017年，中国人均人力资本按当年价值计算为 172.1万元，其中城

镇为 234.9万元，农村为 77.4万元；男性为 217.5万元，女性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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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7. 2017年人力资本总量排名前五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为山

东、江苏、河南、广东及浙江；后五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

别为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及西藏。 

8. 2017年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前五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为上

海、北京、天津、浙江及江苏；排名后五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分别为黑龙江、西藏、云南、甘肃及青海。 

9. 2017年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前五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

别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及江苏；排名后五位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分别为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及西藏； 

10. 1985-2017年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 10.4倍，人力资本总量的

年均增长率为 7.7%。近十年（2008-2017年），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

增长率为 7.4%。 

11. 1985-2017年间，农村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3.7%，而城镇

为 10.3%。近十年（2008-2017年），农村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

率为 3.7%，而城镇为 8.4%。  

12. 1992 年之前，农村的人力资本总量高于城镇；自 1992 年起，城镇

的人力资本总量一直高于农村。 

13. 1985-2017 年间，人均人力资本从 1985 年 39,780 元增加到了 2017

年的 345,790元，年均增长率为 7.1%。近十年（2008-2017年），人

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 7.1%。 

14. 1985-2017年间，农村人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为 5.4%，而城镇为

6.4%。近十年（2008-2017年），农村人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为 6.2%，



 IV 
 

而城镇为 5.7%。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人力资本 

15. 2017 年，香港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是 39.1 岁，台湾劳动力人口

的平均年龄是 38.2岁。 

16. 2017 年，香港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12.4 年，台湾劳动

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13.6年。 

17. 2017 年，香港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是 76.5%，

台湾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是 87.9%。 

18. 2017 年，香港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是 43.0%，

台湾劳动力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是 54.5%。 

19. 1985-2017年间，按 J-F方法计算的人力资本，香港的人力资本总量

的年均增长率为 4.2%，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 3.6%。近十

年（2008-2017年）来，香港的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4.0%，

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 4.2%。 

20. 1985-2017年间，按 J-F方法计算的人力资本，台湾的人力资本总量

的年均增长率为 1.7%，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 1.6%。近十

年（2008-2017 年），台湾的人力资本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5%，

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