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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村劳动力教育与农民增收的相关性分析 

许连君 

(浙江水利水电高等专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活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更高的贡献率。以浙江省为例，利用回归模型，

对农民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受教

育年限分别与农民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成正相关关系，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

资性收入的影响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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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但资源紧缺，持续的经济发展不能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

因此，其增长方式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方向转变。西方新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已证明，人力资本

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为可持续增长的另一个源泉。卢卡斯的基本观

点是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的积累所推动，因此所有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可以归结于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差异
［1］

。

R．J．巴洛对 98个国家在 1960年至 1985年间人均 GDP增长率的比较分析证明，教育投资的增长是人均 GDP增长的重要原因
［2］

。

那么，在浙江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中的真实意义是否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相类似呢?本文试图利用相关数据，

分析判断人力资本在浙江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期能得出一些有益于发展浙江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结论。 

1 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1．1农村劳动力现状分析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由 2001 年的

2170.1 万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2370.79 万人，增长 109.2%。图 1 显示，浙江省农村劳动力数量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员数量呈逐

年递减趋势，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由 2001 年的 45.4%下降到 2011 年的 26.01%。但当前浙江省的农业劳动力占乡村总就业人口

的比例仍高达 29.7%，而美国和英国的这一比例却仅为 2%。在劳动力转移方面，与 2001年相比，2011年浙江省农村总劳动力增

加了 200.71万人，同期农业劳动力则减少了 368万人，工业和建筑业分别增加 412.3万人和 58.3万人，其他行业吸纳了 98.46

万农村劳动力。在转移的浙江农村劳动力中，从年龄看，外出农民以青壮年为主；从文化层次看，外出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普遍高于农村一般水平，浙江农村劳动力目前仍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浙江农业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推广，不利于浙江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优化。相关研究也表明，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农民工产业转移的能

力
［3］

，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往能够在城市获得更高层级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
［4］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倾

向于留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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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人力资本的大小、高低也可反映在人力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上。一般按照农民收入的来源将农民收入分解成农民工资性

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农民转移性收入和农民财产性收入。近年来，浙江省农民收入呈持续快速地增长。图 2显示，2001—2011

年，浙江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 4582元上升至 13071元，增幅 185%；工资性收入由 2226元增至 6878元；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也

增长了 2872 元，但农业收入比重略有下降，从 2001 年的 36%下降到 2011 年的 27%，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比重不断下

降，这可能是受到浙江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产业化程度、自然条件、生产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农业生产经营的增

收难度加大，空间愈来愈小。相反，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增速明显提高，外出打工收入成

为非农收入的主要源泉，由此可以逐步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一大动力。 

 

2 浙江省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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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认为，人口的教育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受过教育的农民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其产出和收入要比没受过教

育的农民高很多。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存量与收入水平成正相关。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可以反映该

国或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状况。就浙江农村而言，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人力资本相关，农村经济发展可以部分地通过农

村劳动力的收入体现出来。因而本文运用 SPSS统计软件对浙江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农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2．1模型假设 

本文分别以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 Yi，浙江

省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解释变量 X，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i=α+βX+ε 

其中α、β为待定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解释变量 X为浙江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2．2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其中，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受教育年限分别按

照 6年、9年、12年、16年计算，而文盲则按照受教育年限 1年计算。表 1是 2001—2011年浙江省农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的相关数据。 

 

浙江农村人力资本的现状为农民文化水平增长缓慢，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低。2001年至 2011年，浙江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

教年限仅增加 0.76年。浙江省农村劳动力仍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按“六三学制”计算相当于初中三年级水平。 

2．3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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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对农民收入的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取 2001—2011 年浙江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数据，利用 SPSS 统计软件，对其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所示: 

Y1=－59406.145+8319.276X 

式中，相关系数 R=0.871；决定系数 R2=0.758；F=28.170；D．W=1.180。方程经检验达到极显著水平。 

模型结果表示，浙江省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其收入增长的影响呈正相关。当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每提高一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将增加 8319.276元。可以看出，加大浙江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投资，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

积极推动作用。 

2.3.2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所示: 

Y2=－33015.917+4575.417X 

式中相关系数 R=0.865；决定系数 R2=0.749；F=26.792；D．W=1.087。方程经检验达到极显著水平。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成正相



 

 5 

关，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将增加 4575.417元。资料显示，2011年农民工资性

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 52.6%，因此，对劳动力迁移的投资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高其从事非农业的机会，从而增加农

民的非农业收入。 

2.3.3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Y3=－19345.84+2780.8X 

式中相关系数 R=0.872；决定系数 R2=0.760；F=28.447；D．W=1.371。方程经检验达到极显著水平。 

结果表明，模型的 F 检验值是显著的，说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的参数值都能够在 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从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民人均家庭经营

性收入的影响为正相关，当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将增加 2780.8元。 

通过数据分析比较，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最显著。显然，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职业技能

的不断增强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行业，从而促使农民工资性收入得到有效增长。此外，农民的自身素质提高，也

会促进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先进科技的应用、前沿信息的获取以及经营管理方式的改进，这无疑也会进一步增加农民的家庭

经营收入。 

3 政策与建议 

上述人力资本投资对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分析表明，农村教育投资可以明显提高农民收入。世界银行以粮食来衡量

农业生产水平，对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表明，一个受过四年初等教育的农民比从未受过

教育的农民所生产的粮食产量高 8.7%
［7］

。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首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在保证农民基础教育投入的前提下，大力发展

农村职业教育。农民收入提高的有效路径之一就是劳动力的转移，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水平，

帮助农村劳动力有效地向非农行业转移，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而职业教育的突出特点就是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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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和高效，课程设置要突出实用性，使通过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能学有所用。 

其次要拓宽农民工资性收入来源，保障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积极发挥农村人力资本在提高农民收入中的作用。积极探索

浙江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机制，实施各项农民培训工程，从而使农民快速有效地掌握新技术、新方法，并及时有效地应用于农业

生产和经营中，提高投入产出率，增加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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