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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与近代上海职工工资差异
*1 

—— 基于1920 ～ 40年代上海企业的实证分析 

曾 凡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0433) 

【内容摘要】:近代中国工资及工资变化的差异普遍存在, 在引致工资差异的诸多原因中, 人力资本因其主观能

动性而具有突出的地位。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是现代人力资本论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以上世纪20 ～ 40年

代上海企业资料为基础, 对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程度、在职培训、工作经历等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

证分析, 并最终得出人力资本水平深刻影响工资收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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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工资和工资变化的差异普遍存在, 在近代中国亦是如此。在近代中国, 职员工资称为薪俸、薪水或薪金, 工役工

资称为工钱, 各单位基本上实行以职位和技能为基础、规定基本工资的等级工资制度。在等级工资制下, 基本工资及其变化的

差异广泛存在于不同行业、企业、职业、国籍、性别等的劳动者之间。 

关于工资差异和工资变化差异的原因, 当代劳动经济学将之归结为工作差异、劳动者差异和劳动市场不完全, 其中由教育

程度、年龄等表现的人力资本差异被特别列出
①
 , 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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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 -11 -20 

①[ 美] 坎贝尔· 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 第208 -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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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是现代人力资本论研究的一大课题, 然而在以上引致工资差异和工资变动差异的诸原因中, 若

想明确地判断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 需要在市场是完全的、工作是同质的、劳动者是偏好一致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而基于企

业的考察, 因为职工所处的环境、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一致, 在假定劳动者偏好与人力资本差异一致的情形下, 可以大致建立起

人力资本和工资之间的单独联系。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即是用近代上海企业的有关资料来分析人力资本与工资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 由于近代上海具有全国工商业中心的地位及占优势地位的人力资本, 而且教育程度、年龄、工作经历、企业工

龄、在职培训经历等是反映人力资本水平最为重要的指示, 因此本文将以20世纪20 ～ 4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上

海分行、申新纺织总公司、中国旅行社、永安百货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有关资料为基础, 分析教育程度、年龄、工作经历、企业

工龄、在职培训经历等对近代工资及工资变动的影响。 

一、教育程度、年龄、工作经历与近代上海企业职工工资差异 

(一)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数据的分析 

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行行员履历及职务调动记录
①
 , 记载了行员的性别、籍贯、年龄、学历、进行前后工作经历、

进行日期、进行后职位薪给变动等内容, 是研究年龄、企业工龄、教育程度等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的极好资料。 

根据该资料, 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共有行员353人, 除5人年龄不详外, 其余年龄最大者62岁, 最小者18岁, 平均年龄

31岁。将全行行员依年龄分为5组, 如表1。从表中可见, 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年龄集中在18 ～ 37岁之间, 18 ～ 37

岁行员占全行行员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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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学历记载五花八门, 除小学、中学、大学等常规名称外, 私塾、书院、学堂、书馆、公学、

女学、夜校、职校等名目繁杂且肄业者众多。查近代自1901年夏清廷下旨废除八股、仿照西方的模式改建学堂以来, 曾先后颁

行过“壬寅”、“癸卯” 、“壬子葵丑”和“壬戌”四种学制。1913年8月实行的“壬子葵丑学制”和1922 ～ 23年实行的“壬

戌学制”均为3段4 级(初小、高小、中学、大学), 其中“壬戌学制”规定小学6年, 中学6年, 大学4 ～ 6年。
②2
 今据该学制, 对

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学历进行整理并按教育程度分组, 将小学、私塾等列入1 ～ 6年组,中学、职校、商校、书院、书

馆、学幕、女校、公学、大学预科等列入7 ～ 12年组, 大学、学院、研究院、高等学堂等列入13年以上组, 各组人数统计如表

2。即学历不详者除外, 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受过7年以上教育者达90%以上, 其中受13年以上教育者占已知学历总人数

的23.3%。 

 

1.按教育程度划分的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年龄-月薪曲线。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月薪最高1200元, 最低20

元, 平均106.67元, 依年龄和教育程度分组计算的各组平均月薪如表3。 

 

表3数据显示:(1)在18 ～ 44岁间, 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类教育程度行员的平均月薪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各组增

长速度与受教育程度成正比;45 ～ 57岁, 受1 ～ 6年教育者月薪由高点走低, 受7年以上教育者月薪继续升高, 其中受13年以

上教育者升速显著。(2)除38 ～ 44岁受7 ～ 12年和13年以上教育的行员平均月薪外, 其它不论处于哪个年龄段, 月薪均与受

                                                        
2
 ①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行行员履历及职务调动记录》, 1937年, 全宗号Q275 -1 -127。 

②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第五典,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12页。 

 



 

 4 

教育程度成正比。受13年以上教育的行员在38 ～ 44岁年龄段与同年龄段受7 ～ 12年教育者平均月薪相比反而稍逊一筹, 反映

了教育之外由其它方式生成的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依表3数据绘制的年龄-月薪曲线图清楚地反映了上述趋势及差异, 

如图2。 

 

事实上, 年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是通过工龄起作用的, 尤其是本企业工龄。按教育程度划分的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

员年龄-月薪曲线图中, 受13年以上教育之行员, 在38 ～ 44岁年龄段与同年龄段受7 ～ 12年教育者平均月薪相比, 反而稍逊

一筹, 其原因很大可能上在于受7 ～ 12年教育者先于受13年以上教育者进入企业, 因而前者的企业工作年限较同龄的后者为

长。 

对193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进行年数进行统计表明, 行员进行年数最长达22年, 最短1年
①3
 , 平均进行年数为6.72年, 

行员进行年数分布如图3。 

将进行年数分为1 ～ 5、6 ～ 10、11 ～ 15、16 ～ 20、20以上5个组, 结合教育程度分组, 计算而得的各组平均月薪如

表4。 

依表 4数据绘制进行年数-月薪曲线图, 如图 4。 

                                                        
3
 ①不足 1年者按 1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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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可见:(1)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同教育程度行员的平均月薪均随进行年数的增长而增长, 只是各组增长速度不

一;进行年数在15年以内, 受7 ～ 12年教育的行员平均月薪增长最快;进行年数在16 ～ 20年时, 受1 ～ 6年教育的行员平均

月薪的增长速度接近受7 ～ 12年教育的行员;进行年数在20年以上时, 受13年以上教育的行员平均月薪增长速度陡升。(2)除进

行年数在16 ～ 20年间受7 ～ 12年教育者平均月薪反超受13年以下教育者的平均月薪外, 其它进行年数相同的情况下, 教育

程度越高, 平均月薪越高。(3)与按教育程度划分的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年龄-月薪曲线比较, 两者趋势近似。 

年龄-月薪曲线与进行年龄-月薪曲线近似并不偶然。因为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进行时年龄集中在30岁以内, 进行

时年龄在15 ～ 29者占行员总数的85%以上, 平均进行年龄为24.23岁。也就是说, 对于多数行员, 工龄即是企业工龄, 年龄越

大, 工龄越长, 月薪越高。受7年以上教育行员的平均月薪随年龄和进行年数而增长的现象, 反映了以干中学、在职培训等方式

即工作经历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工资收入决定中的作用。 

2.教育程度、年龄、工作经历与进行月薪。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当前月薪。一方面取决月薪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

则取决于进行薪给。对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进行薪给的考查表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程度、年龄和工作经历不仅

影响着月薪增长速度, 同样也影响着进行薪给的决定。 

(1)教育程度与进行薪给 

为消除进行薪给随时间变化的影响, 将1937 年以上的上海商储蓄银行以1927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两时期不同教育程度行

员平均进行月薪计算如表5。表中数据显示, 1915 ～ 27年, 行员平均进行月薪与教育程度成正比, 13年以上教育程度者所定平

均进行月薪几乎是1 ～ 6 年教育程度者进行月薪的3倍。1928 ～ 37年, 教育程度在13年以上者与1 ～ 6年者平均进行月薪的

差距缩小,而教育程度为7 -12年者平均进行月薪反而低于1 ～ 6年者, 原因在于1928 ～ 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练习生只在教

育程度为7 ～ 12年者中挑选, 进行为练习生者, 进行月薪比受1 ～ 6年教育者还低, 这一现象在其它方面也有反映, 将在下

文一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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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龄与进行薪给 

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进行时年龄最小为15岁, 最大为47岁。进行年龄与进行薪给在1927年前后的情况, 如表6。表

中数据显示:1915 ～ 27年, 行员平均进行月薪随年龄的升高而升高, 20 ～ 39岁进行者平均进行薪给是15 ～ 19岁进行者平均

进行薪给的5 ～ 6倍, 40 ～ 47岁进行者平均进行薪给则是15 ～ 19岁进行者的近十倍。1928 ～ 37年, 平均进行薪给年龄间

的差距缩小, 但仍很明显。20 ～ 39岁进行者平均进行薪给是15 ～ 19岁进行者平均进行薪给的1.8 ～ 2.7倍, 40 ～47岁进行

者平均进行薪给则是15 ～ 19岁进行者的近4.8倍。 

 

(3)工作经历与进行薪给 

进行年龄与进行薪给之间的密切关系, 透露出工作经历的重要性。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行行员履历及职务调动记录

中有行员进行前有无工作经历的记载。依教育程度分类整理该记载, 计算得到有无工作经历行员平均进行薪给对比表, 如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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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数据显示了有无工作经历对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薪给决定的重要性。1915 ～ 1927年, 没有工作经历受过7年以

上教育的行员平均进行薪给少于有工作经历只受过1 ～ 6年教育的行员。1928 ～ 1937年, 没有工作经历受过7 ～ 12年以上教

育的行员平均进行薪给少于有工作经历只受过1 ～ 6年教育的行员;没有工作经历受过13年以上教育的行员平均进行薪给仅略

高于有工作经历只受过1 ～ 6年教育的行员。 

上述基于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行行员履历及职务调动记录的分析表明, 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程度、年龄和工龄

对于工资收入决定的重要影响。一般而言, 工资收入与教育程度正相关。同龄的条件下, 教育程度越高, 初始工资越高, 教育

程度越高, 工资的平均增速愈快。年龄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又一反映, 较长的年龄代表着较长的工龄。相同教育程度的条件下, 年

龄越大, 企业初始工资越高。然而,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教育程度者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并未遵循同样的关系。28 ～ 37岁

以前, 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与教育程度正相关。28 ～ 37 岁之间, 教育程度为7 ～ 12年者平均月薪增速加快, 超过了教育程

度为13年以上者;到38 ～ 44间, 教育程度为7 ～ 12年者平均月薪增速减缓, 受13年以上教育者平均月薪骤升, 而受1 ～ 6年

教育者平均月薪则由高点走低。 

(二)1930 ～ 40年代其它上海企业职员的分析 

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外其它企业, 教育、年龄、工龄与工资收入之间是否具有同样的关系呢?基于1949 ～ 1950年中国旅

行社全社职员名册
①
 、1933年申新纺织公司职员录

②
 、1939 ～ 1940年上海永安公司各部职员成绩报告总表

③4
等的考察可以得出

大概的结论。 

                                                        
4
 ①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旅行社职员名册》, 1949-1950年, 全宗号Q368-1-489-1。 

②上海市档案馆藏《申新纺织公司职员录》, 1933年, 全宗号Q193-1-1018。 

③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永安公司各部职员成绩报告总表》, 1939-1940 年, 全宗号 Q225-2-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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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9 ～ 1950年中国旅行社。1949 ～ 1950年中国旅行社全社职员名册记录了全社362名职员年龄、本企业工龄、学历、

底薪、简历等信息。362名职员, 年龄在23 ～ 63岁之间, 平均年龄37.77岁;本企业工龄在1 ～ 29年之间, 平均工龄11.38年;

有大学学历者82人, 中学学历者271人, 小学学历者9人。 

按学历和年龄、学历和工龄分类统计的职员平均月薪如表8和资料来源:据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旅行社职员名册》(1949 ～ 

1950年, 全宗号Q368 -1 -489 -1)整理计算。 

表9。根据两表绘制的年龄-月薪和工龄月薪曲线图见图5 和图6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图中也显示了月薪随学历、年龄和

工龄增长的显著趋势, 只是该趋势有以下几处转折:1)23 ～ 39岁年龄段大学学历社员平均月薪增长速度反不及中学学历同龄

社员, 导致30 ～ 39岁年龄段大学学历社员平均月薪略小于中学学历的同龄社员。2)30 ～ 39岁后, 大学学历社员平均月薪增

长速度徒升, 将中学学历社员远远抛在后面。3)50 ～ 63岁年龄段中学学历社员平均月薪由高点(40 ～ 49岁)下折。4)大学学

历社员企业工龄达20 ～ 29年时, 平均月薪止升转降。5)小学学历社员企业工龄达11 ～ 15年后其平均月薪由升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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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949 ～ 1950年中国旅行社社员年龄-月薪曲线、工龄-月薪曲线与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年龄-月薪曲线、工龄-

月薪曲线相比较, 两者相同之处有三:1)两者均有月薪随学历、年龄和工龄增长的显著趋势;2)学历不同, 平均月薪最高点所处

的年龄段和工龄段不一致。一般而言, 学历越低, 平均月薪最高点所处的年龄段和工龄段越靠前。3)年龄-月薪曲线和工龄月薪

曲线近似但不相同。 

职级与工资高度相关, 对1950年中国旅行社沪社58职员, 按高级职员(副经理、襄理、主任)、普通职员(办事员、外勤员、

业务员、接线员、职员)、助员和初级助员分等, 也可以看出企业工龄与工资的关系。所有58名职员中, 工作年限最长26年, 最

短者为3年, 平均工作年限为10年。工作年限在10年以上者28人, 其中除3名助员外, 其余全是高级和普通职员;工作年限在3 ～ 

9的30人中, 除一名主任和2名办事员外, 其余全是助员和初级助员。
①5 

                                                        
5
 ①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旅行社职员名册》, 1949-1950年, 全宗号 Q368-1-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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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3年申新纺织公司和1948年永安纺织第一厂。工厂的情形如何呢? 1933年申新纺织公司职员录提供了考察年龄和工龄

与工资收入的信息。该职员录共计职员259名, 记录了职员年龄、职务、就职年月和最近月俸。职员年龄在17 ～ 65岁之间, 平

均年龄28.76岁;本企业工龄在1 ～ 8年间, 平均企业工龄2.33年。按年龄和企业工龄分组计算的平均月薪如表10和资料来源:据

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旅行社职员名册》(1949 ～ 1950年, 全宗号Q368 -1 -489 -1)整理计算。 

 

以上两表同样显示了月薪随年龄和工龄增长的趋势, 同时也显示了月薪在年老时从高点下降的现象。 

1948年永安纺织第二厂职员统计也显示了工龄在职位(因而在工资)决定中的重要性。除门卫、茶役、司机、厨司外,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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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厂共92名职员, 其中厂长、主任、工程师、各科科长共计22 名。此22名高中级职员中, 3名工作年限在2 ～ 3年, 11名工

作年限在11 ～ 19年, 7名在20年以上, 最高者达26年之久, 总平均工作年限在15年以上。其它70名下层职员, 包括各科科员、

各科班长、工账员、医师、护士、女抄身、什务员等, 平均在厂工作年限6年。其中20年以上的有4 名, 10 ～ 17年的14名, 4 ～ 

6年者4名。其余为1 ～ 3年者, 其中2年最多, 有39位。
①6
 

3.1939 ～ 1940年永安百货有限公司。再来看看百货公司的情形。1939 ～ 1940年上海永安公司各部职员成绩报告总表记

录了各部职员服务年限、薪金和绩效, 其中管理、部长、文房、匹头、糖果5部共有职员172人, 服务年限最长达31年, 平均服

务年限为10.46年。根据服务年限分组计算的各组平均月薪也显示了月薪与服务年限正相关的规律, 如表12。 

 

综合以上对上海各类企业的分析可知:工资收入与教育年限、年龄和工龄密切相关, 教育年限、年龄和工龄不仅影响着起薪, 

而且影响着各阶段薪水的增长速度。对上述中国旅行社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表明, 职员底薪(W)与教育程度(X)和企业工龄(Y)有以

下关系: 

W =1.5865X+11.0733Y 

R2 =0.6957 (12.4476)(1.7766) 

这说明, 教育程度和企业工龄至少可以解释职员底薪的70%。 

(三)教育、年龄、工作经历与近代上海企业工人工资 

近代上海工人间存在着最为细致的工资差别。据《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1929年)整理而成的印刷业男工平均小时

工资率分组表(表13), 反映了技能在工人工资决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6
 ①上海市档案馆藏“永安纺织公司第一厂职员统计” , 1949年, 全宗号 Q197-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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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技能非从正规教育中得来, 因为工人的学历一般很低, 那些为时一两年的教育最多也只是让他们能够勉强读写。工

人的技能基本上是来自于干中学, 相比较学历, 年龄和工龄在工人工资决定中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1928年上海各纺织工厂年龄别标准工资表(表14)显示了工人年龄与工资之间的相关性。该表把男女工人工资按年龄分为10

岁以下、15岁以下、20岁以下和20岁以上四档, 工人工资呈现出随年龄递增的明显特征。此外, 此表还说明了工人工资在某一

年龄段之后不再上升, 以及纺织工人年龄偏低的事实。1924年对一日资纱厂工人年龄的调查表明, 该厂各部平均年龄在12 ～ 

25 岁间。① 纱厂除外一般工人的年龄, 据南京金陵大学卜克教授1921 ～ 25年的调查, 50以下者占工人总数的90.7%。② 也

就是说, 相对于职员, 工人从业年龄和退职年龄较低。 

 

工龄对于工人工资收入有重要意义, 1925年上海某纺织工厂勤绩赏金说明了这一点, 如表 15。 

 

那么, 工人学历对于工人工资的决定是否全然没有意义? 年龄大者一般工龄较长, 年龄是否因为其与工龄的这一关系才在

工人工资决定中起作用的呢? 很遗憾没能找到上海行业或企业的有关资料来说明这一问题, 然而可喜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

会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沈阳冷铸车辆试验厂工人名单对于说明近代工人年龄、学历、职历及工资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③7
 

                                                        
7
 ①王清彬等编《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 北平社会调查所1928年版, 第一编第365页。 

②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 1934年, 表七, 全宗号Y4-1-792。 

③上海市档案馆藏《钢铁企业档案沈阳冷铸车辆试验厂、兴亚厂职工名单》, 第一卷第18-22页, 全宗号Q4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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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厂工人名单记录了40名工人的年龄、学历、职历、现职及日工资。这些工人均于1948年到工, 年龄在18 ～ 43岁, 除3人

外其余均为小学学历, 教育程度在0 ～ 12年不等。到职前曾分别做过警士、工役、杂工、帮工、技工和领班, 现任职位分别是

工役、临时工、杂工、帮工、技工和领班。将警士、工役、临时工、杂工、帮工、技工和领班职位分等并分别以0 ～ 6为其赋

值, 然后对日工资(W)和 

年龄(X)、教育程度(Y)、职历等级(Z)进行回归, 可得出以下三个关系式: 

 

即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解释了该厂工人日工资的约96%。其中职历对于该厂工人工资的决定最为重

要, 学历和年龄对于工人工资决定的影响则较为轻微。 

二、在职培训与近代上海企业职工工资差异 

教育程度不仅影响职员进入企业后工资的增速, 而且影响其进入企业时的起薪。一般而言, 在同一时段进入同一企业, 且

处于相同年龄段的职员, 教育程度越高, 其起薪越高, 工资增速越快。上述对1930 ～ 40年代上海企业职员的考察, 虽然反映

了这一大致趋势, 却有以下几处明显的反复。 

就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当年工资而言:38 ～ 44岁年龄段行员的平均工资, 7 ～ 12年教育程度者超出13年以上教

育程度者9.5%;进行年数为1 ～ 5年行员的平均工资, 教育程度为1～ 6年者超过了7 ～ 12年者;进行年数为16 ～ 10年行员的

平均工资, 7 ～ 12年教育程度者超过了13年以上教育程度者。就193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进行工资而言:对1949 ～ 50年中

国旅行社社员工资的分析也有这样的现象, 如处于30 ～ 39岁年龄段社员的平均工资, 中学学历者较大学学历者高约9%。这些

现象貌似反常, 事实上却显示了在职培训对工资的影响。 

首先, 民国时期在新型经济机构以练习生的方式培训新进职员的制度非常盛行, 练习生学历以中学生为主。为使练习生养

成“业务上普通之智识与技能”, 各机构在招考练习生时均对报考资格进行了限定。如1920年《大陆银行练习生服务规则》规

定, 练习生报考资格为:年龄16 ～ 22岁, 高小毕业或具有相当学力, 曾习商业、文理清顺兼通珠算或笔算者。
①
 而后, 报考学

历要求提高, 但仅限于中学毕业者。据1935年《浙江兴业银行招考练习生简则》, 该行练习生投考资格为:“高中毕业(凡在大

学肄业一学期以上者即不合本届考试资格)或高中三年级肄业年龄在21岁以下之男性”。
②
 1935年《盐业银行招考练习办事员及

练习生简章》亦有类似的规定, 其练习生投考资格仅限于:“年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 具有初中毕业资格者”。
③
 
8
这就是说, 至

                                                        
8
 ①上海市档案馆藏《大陆银行练习生服务规约》, 1920年, 全宗号Q266-1-39-117。 

②上海市档案馆藏《浙江兴业银行招考练习生简则》, 1935年, 全宗号Q268-1-23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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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1930年代银行界练习生学历已经是以中学生为主了。这一点明确无误地反映在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记录中。该行

353名行员中, 练习生出身者58人, 占行员总数的16.4%, 其中1927年及以前进行者9人, 1927年后进行者49人。此58名年龄在

18 ～ 46岁间练习生出身的行员, 除1人教育程度为小学外, 其余教育程度全是7 ～ 12年, 练习生出身、教育程度为7 ～ 12年

的行员占教育程度为7 ～ 12年行员的25.4%。 

练习生绝大多数是中学生这一特征与工资差别有什么关系呢? 据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在职培训形成的人力资本分一般和专

用性人力资本两类, 由于员工流动的不确定性,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越高, 受益机构付出的培训费用占培训总成本的比例越

大。比如, 一企业进行员工培训形成的人力资本仅适用于本企业, 即培训形成的人力资本为完全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 则员工

不会为此种培训付费, 培训成本由企业独自承担。再比如, 该企业进行员工培训形成的人力资本适用于所有企业, 即培训形成

的人力资本为完全一般性人力资本, 则企业不会为此种培训付费, 培训成本由员工独自承担。在现实培训中, 人力资本专用性

和一般性的划分只能是相对而言, 完全的专用和一般性人力资本是没有的。 

就近代练习生培训而言, 练习生所接受的“业务上普通之智识与技能”训练, 介于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之

间, 可称为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 因而按照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其培训总费用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承担的方式, 据1920年

《大陆银行练习生服务规则》规定:练习生服务期限定为三年, 膳宿由本行供给;练习生月薪(随年限)分三级, 分别为2元、4元

和6元。也就是说, 企业负担练习生膳宿及其它培训支出, 而练习生则以在服务期间接受低薪间接为培训付费,因为1920年大陆

银行最低级职员(助员)的月薪也在10 ～ 14元之间。
①9
 

练习生须为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培训付费, 这正是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教育程度为7 ～ 12年者平均进行月薪低

于1 ～ 6年者的原因。对该行1937年年龄在21 ～ 26岁、教育程度为7～ 12年的行员进行考察表明:练习生出身者45人, 其平均

进行月薪为20.22元;非练习生出身者46人, 其平均进行月薪为32.80。而练习生出身的行员在培训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最终会为

他们带来收益, 对上述两个群体1937年月薪的比较表明, 前45人平均为53.78, 后46位平均为51.60。 

除了银行练习生外, 百货公司及工业部门练习生也是如此, 从前述1946 ～ 47年六大百货公司职工待遇比较表中可见, 百

货公司练习生之工资远不如工役工资。在永安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职员工资规定表中, 练习生工资仅为普通科员工资最低者

工资的一半。职员外, 工人也有“练习生”, 他们称为学徒。学徒也要牺牲工资为培训付费。据1927年8月印刷业月工资比较表

中中华书局的资料, 其绘石、落石及彩印轮印部门一般工人、满师学徒、未满师学徒的工资如表16。 

                                                                                                                                                                                              

③上海市档案馆藏《盐业银行招考练习办事员及练习生简章》, 1935年, 全宗号 Q277-1-37-234。 

9
 ①上海市档案馆藏“大陆银行俸薪工食表”, 1920年 6月, 全宗号 Q266-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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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8 ～ 44岁年龄段和1949 ～ 50年中国旅行社30 ～ 39岁年龄段职员中出现的中学学历者

平均工资高于大学学历者的现象, 除了上述中学生通过在职培训增补了人力资本之外, 大学学历者和中学学历者还有一个非常

值得注意的区别, 也就是在理论上, 同一年龄段的职员相比, 中学学历者往往较大学学历者在职时间长。实际也是如此, 1937 

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8 ～ 27、28 ～ 37、38 ～ 44岁三个年龄段的行员, 教育程度为7 ～ 12年者平均在职年限均较教育程度

在13年以上者为长, 其中38 ～ 44岁组差别最大, 约为4年, 如表17。 

 

而在职年限更表现出依学历而递减的特征, 如表 18。 

 

在职年限表现出依学历而递减的特征是正规教育年限和企业职员流动性小的共同产物。而在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8 ～ 

44岁年龄段职员中和1949 ～ 50年中国旅行社30 ～ 39岁年龄段职员中出现的中学学历者较大学学历者平均工资高的现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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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和表7), 除了中学学历者较大学学历者在职年限长, 工作经历暂时弥补了教育程度的不足外, 笔者认为

中学学历者因正规教育程度低, 因而在企业在个人都有采取其它方式增进人力资本的动机, 比如个人在工作中更加尽心尽力及

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社会培训, 企业提供给低学历员工更多的在职培训机会等, 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学学历者较大学学历者

平均工资高的现象仅分别出现在两企业的30 ～ 39岁和38 ～ 44岁年龄段可为这一理由提供佐证。由于年轻时进行人力资本投

资, 成本低收益期长,因而对于教育程度较低者而言, 他们通过非正规教育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往往集中在年轻时。非正规教育

比正规教育成本低, 也具有见效快, 收益期短的特征, 因而其人力资本积累到30 ～ 44岁时收益最为旺盛, 即该年龄段是教育

程度较低者工资增速最快的时期。这一特征在前表中皆有明显反映。 

三、结  论 

综上可见, 教育程度、年龄、工作经历、在职培训经历等体现人力资本水平的因素对于职工工资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职员而言, 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年龄-收入曲线的起点, 影响曲线的升速和折点的位置。即教育程度较高者不仅起薪较高, 

一般而言工资升速也较快, 而且经教育积累的人力资本还显然改变了在盛年后工资下折或增长减缓的趋势。除教育程度外, 职

员工资还受年龄、企业工龄和工作经历的影响。其中, 年龄大小和有无工作经历影响职员起薪, 而企业工龄在年龄-收入曲线出

现折点之前与工资的升速成正比。 

就教育程度很低的工人而言, 工作经历和技能对于工资的决定意义重大, 学历的影响则非常轻微。 

反映正规教育和干中学的年龄、工龄、学历和工作经历外, 在职培训对于职工工资走势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人力资本

收益的后续性和职工流动的不确定性, 对于非企业完全专用性人力资本, 企业在职培训支出常常由企业和受培训的员工共同承

担。受培训员工承担部分培训成本的通常方式是, 在训期内接受非正常低水平工资。对于接受在职培训的新进者而言, 其起薪

较不接受在职培训的新进者要低。但是在职培训过程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培训期结束之后会逐渐为受训者带来超过未接受培训

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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