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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人力资本存量与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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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理工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摘 要】：通过测量湖南省各市州农业人力资本存量，实证分析相关因素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程度，为农业

人力资本开发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各市州农业人力资本均呈上升趋势，在医疗、教育、经济与科技四

个因素中，科技因素影响最为显著，教育与医疗因素的影响也需要得到重视。因此，各市州政府应增加相关教育投

入，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培养科技人才；加快农村医疗服务建设，提高医疗人员素质；提高农业机械拥有量，使

科学技术更好地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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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虽然是传统的农业大省，但农业资源有限，农业人口数量众多，农业人口素质不高，“三农”问题已成为阻碍湖南

经济繁荣的关键要素。尽管惠农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各方面条件得到改善，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然较为落后，这种落后更多的

表现为人力资本上的落后。 

2020 年，湖南省委 1 号文件提出“推动农村义务教育与社会保障全覆盖，推进农村公共卫生文化服务建设以及实施高素质

农民等培训计划”，将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趋势与湖南乡村经济能否持久有

效地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通过评估湖南 14市州农业人力资本存量，探讨不同因素对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不仅对加

快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积累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理清各市州农业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为各市州农业人力资本优化提供思路。 

1 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存量是体现一个地区人力资本质量和数量的重要指标，但由于人力资本存在增值性、时效性以及差异性，使得其

计量难度大幅上升。目前常用的计量方法主要是教育法、收入法与永续盘存法：教育法一般在研究教育投资收益或建立经济增

长模型时运用，考虑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日趋上升，赵卫军等用动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区分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结构；

刘金涛等认为收入能客观反映人力资本水平是“收入法”核算人力资本的前提；“永续盘存法”所测量的人力资本价值表示的

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存量价值，而不是水平价值，张昭俊将其用来分析货币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收益的大小或对经济的贡献；此

外，钱雪亚通过对永续盘存法用于估算人力资本存量的合理性论证，得到永续盘存法架构下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方案。 

在探究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因素时，国内学者多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如张嫘、方天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构造因子分析模

型，总结出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所呈现的特点及影响其蕴蓄的主要因素，同时还为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具有建设性

的意见与思路；彭荣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衡量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出各地区人力资本散布存在地域差异，为本文提供了研

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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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计量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但对湖南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影

响效应机制还有待做出科学解释。本文借鉴钱雪亚对永续盘存法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关问题研究，初步估量了湖南省 14市州的

人力资本存量，并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的影响因素。 

2 农业人力资本存量测算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投资方式主要有五种：(1)医疗保健；(2)投资教育；(3)员工培

训；(4)择业就业；(5)人口迁移。舒尔茨的主张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到了启发性的效用。通过阅读人力资本现有文献，本文选

择从经济、教育、医疗和科技四个方面来探讨人力资本对农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经济因素的衡量指标为湖南省各市州 GDP；教育

因素的衡量指标为湖南省各市州国家教育投入；医疗因素的衡量指标为湖南省各市州医疗机构人员数；科技因素的衡量指标为

湖南省各市州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 

永续盘存法通过计量人力资本价值来反映人力资本投资的存量价值，而不是水平价值。借鉴岳书敬、刘朝明所使用的永续

盘存法，即各市州人数受教育年限总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各市州劳动力人数总和。考虑到相关数据的易获取性与直观性

特点，本文选择利用各市州在 2006年、2009年、2012年、2015年以及 2018年的农村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说明各市（州）

的人力资本情况。 

各市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根据《湖南省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划分为五类：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

专及以上，针对中国现有的教育制度，各类人员受教育年限分别按 0、6、9、12、16 年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其中 Hj表

示 J 市（州）人力资本，Hj1、Hj2、Hj3、Hj4、Hj5分别表示 J 市（州）未上过学教育人力资本、小学教育人力资本、初中教育人力

资本、高中教育人力资本、大专及以上人力资本总量。 

3 农业人力资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3.1数据来源 

本文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4—2018 年《湖南统计年鉴》、《湖南 14 市州地方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省第一次全国农业普

查资料综合提要》、《湖南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湖南省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为简便数据，本文选取 2006

年、2009 年、2012 年、2015 年以及 2018 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下文出现的人力资本存量数据由演算方法核

算所得，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上述统计年鉴。考虑到通货膨胀等情况，各市州 GDP 以及各市州国家教育投入均通过平减指数折算

为 2018年现值。 

3.2数据标准化处理 

考虑到各原始数据并未得到统一量纲，无法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数学变换，为消除变量间的量纲关系，对原始数据进行标

准处理才能得到标准化的评价指标，使得各类数据在每个维度上的取值范围相同。本文采用 SPSS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标准化方法：

Zero-meannormalization标准化，具体转化函数为： 。其中 X为原始样本数据，为所有样本数据的均值，为所有样本

数据的标准差。新样本数据集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与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标准正态分布正好符合。 

3.3主成分分析 

3.3.1主成分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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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借用降维的思想，通过线性变换，将被研究的多个相关变量转变成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以便于少数变

量尽可能更全面地反映原变量提供的主要信息。主成分分析法可以有效划分每个因素的权重，从而更为全面和实际地测量人力

资本的竞争力，是国内外学者官方采用的人力资本竞争力评价方法。对评价体系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的主要分析步骤为： 

(1）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消除变量水平和量纲的关系。 

（2）将数据标准化后，再借助 spss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3）求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其中所述根即主轴或方差，及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 

主成分分析的数学模型如下： 

 

其中， ，分别称为原变量， ，的第 1，第 2，…，第 m 主成分。 为第 i 个主成分和原来

的第 j 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称为载荷，从数学上可以证明，它们分别表示相关矩阵 m 个较大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

量。 

第 i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方差累计贡献率  

其中，λ 为各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p 为所有的主成分数，主成分分析的主要功能是降维，故而在实际运用中通常不会

存在 n个主成分，主成分个数 m通常小于 n。主成分个数 p由各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所决定，通常，选取使累计方差贡献

率达到 85%以上的 k个主成分即可，此时有：  

(4）明确主成分，并阐明主成分的涵义。 

3.3.2主成分分析检验与结果。 

为保证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数学变换，消除不同指标间的量纲影响，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借助 spss对数据进行

主成分分析后输出数据分析结果。 

(1）可行性检验。通过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方法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已知当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

著性值 P≤0.05,KMO 统计量 MSA>0.6，方可进行主成分分析。取样足够统计量 KMO值极小值（株洲市）为 0.676,P值极大值（岳

阳市）为 0.037，可知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2）主成分提取。运用 spss分析，获取主成分的总方差解释量，并且对变量进行主成分选择和提取是依照不同特征值大于

1且总方差贡献率大于且等于 85%的原则来进行的。Fa、Fb……Fn分别表示长沙市、株洲市……湘西自治州的主成分。其中益阳的

情况较为特殊，第 1主成分 Fh1的方差贡献率达到 90.156%，所以仅需提取一个主成分；其余 13个市（州）均需提取的两个主成

分使得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 85%。提取所得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较高，具有概括性和代表性，可解释原有指标的大部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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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分矩阵。通过计算主成分载荷量，可以获得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在该矩阵中，各数值是指各原变量与提取出来的每

个主成分之间的相关程度，数值的绝对值越大，主成分和各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以数据最具代表性的永州市为例，可以

看到第 1 主成分在农机拥有量方面的载荷最小，而在 GDP 方面的载荷最大，这主要反映了 GDP 对永州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较大；第 2主成分对 GDP、教育投入的载荷较小，为负值，而对农机拥有量方面的载荷较大，因此主成分 2主要代表农机拥有量

方面的农业人力资本存量。 

对主成分因子载荷量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在主成分 1 中，受 GDP 因素影响最大的市州有张家界市、常德市、郴

州市、永州市；受教育投入因素影响最大的市州有邵阳市、娄底市、怀化市；受医疗人员因素影响最大的市州有长沙市、湘潭

市、湘西自治州；受农机拥有量因素影响最大的市州有株洲市、衡阳市、岳阳市、益阳市。二是在主成分 2 中，受教育投入因

素影响最大的市州有湘潭市、岳阳市、常德市；受医疗人员因素影响最大的市州有株洲市、衡阳市、邵阳市、娄底市、郴州市、

怀化市；受农机拥有量因素影响最大的市州有长沙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永州市。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获取各市州人力资本存量，再通过建立人力资本影响因素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湖南省 14个

市州农村人力资本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近年来各市州人均受教育年限基本呈上升发展趋势，其中位于湖南省中部地

区的长沙市、永州市、娄底市、湘西自治州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增长率均超过 25%。截至 2018 年，长沙市、湘潭市、娄底市

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较高，农业人力资本存量在全省中居于领先地位；而地理位置处在湖南省西部的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州

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低，农业人力资本存量与其他市州相比呈落后状况。根据上文主成分分析可知，湖南省农业人力资本存量中

领先的长沙市、湘潭市以及娄底市受医疗、教育的影响因素最大；结合主成分 1 和主成分 2 中影响市州个数最多的因素为农机

拥有量的输出数据可知——科技因素对湖南省农业人力资本的影响最大。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4.1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因素对邵阳、娄底、怀化的影响较大，起到促进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积累的作用。普遍意义上来说，各市州都应增加公

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尤其是湖南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由于各市州存在较为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政府需要意识到平

衡教育资源的重要性，从而将资源因地制宜地投向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一方面，由于湖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财政投入较低。另一方面，湖南西部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可支出的教育经费比其他地区稍逊一筹。国家可在未来“十四

五”规划中强调落实全民义务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各地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由普及义务教育和逐步推进高等教育向

“大众教育”转变的基础上提高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 

4.2推进农村医疗服务建设，重视医疗人员培养 

改善农村医疗卫生问题能促进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农村医疗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体现为：第一，农村医疗投资偏低；

第二，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开发修建不完善，食品与环境安全健康问题较为严重；第三，农村卫生资源的分配缺乏正确指导，

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由此可见，各市州政府尤其是长沙、湘潭、湘西自治州等受医疗因素影响较大的市州，应加强对农村医疗

的重视，可以通过全力培养医疗专业人士、聘请专家带领地方医疗团队、完善医疗团队的基础设施的措施来提高农村医疗卫生

水平，进而可以实现湖南农村人力资本的增值。 

4.3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转型升级 

农业机械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人工劳动强度，农业机械化率的上升有利于农作物大规模生产，从而有助于提高农业

就业人员的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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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技术型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农业劳动者采用高新技术能力的高低反映了他们

文化科技素质的高低，所以重视农业劳动者的科技与机械水平的培养，增加其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增加技术型人才、机械化人

才储备，将有助于增强农业人力资本竞争力。结合上文的主成分分析法，农机拥有量即科技水平对株洲、衡阳、岳阳和益阳四

个市州的农业人力资本存量促进效果最为明显，因此湖南省政府，特别是上述四个市州的人民政府应加大农村农业机械与科技

投入，创设并完备农业机械化人才培养制度，提高农村机械化人员科技队伍。这是弥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竞争力不足、提高

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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