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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内 容 摘 要 

20 世纪的 后 10 年，在全体劳动者的辛勤工作之下，福建省的经济

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半边天”，女性劳动力

的人力资本状况，特别是影响她们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因素显然是值得研究

的。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当中 为重要的是其受教育的水平、教育活动的参

与程度。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所有教育水平及其背后的原因基本上可以

代表他的人力资本的水平和形成这一水平的主要原因。 

本文利用福建省 2000 年的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现代统计分析方

法，结合相关的理论，从福建省妇女的受教育情况出发，描述福建省女性

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探析影响该水平的因素，以期为福建省女性人

力资本水平今后的进一步提升有所助益。 

研究发现，福建省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虽然较以往有了较大的

提高，但是相比男性的人力资本水平仍明显落后，同时地区不平衡依然存

在。通过模型的分析，本文得出两个主要的影响女性接受教育的影响因素：

其一，母亲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其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 大影响因素；其

二，女性劳动力所处的职业是其接受成人教育的 大影响因素。 

 

 

 

关键词：福建妇女；人力资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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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1990’s, people in Fujian provinc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The women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progression. The 

working women are playing a one-half role in creating wealth. So the women’s 

human capital and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ir level and ability should be 

studied. Because the level of one’s education and his or her attendance of the 

education activit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his or her human capital, 

namely, the level of a woman’s education can represent that of her human 

capital to some extend, the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he former are those that 

affected the latter.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the survey made in 2000 

in Fujian province, I described the status of the women’s education and 

analyzed the factors of this status. 

After the description and th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two main factors: 

first,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a mother of a woman in the main factor that 

affects her children  compulsory education mainly; second, a women’s 

occup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makes her receive the adult 

educ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 Women in Fujian; Human capi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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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  几个概念范畴的设定 

女性劳动力，按照国际通用人口年龄分类标准，劳动力人口是从 15

岁到 64 岁的人口。本文也将采用这一年龄的划分来界定福建省女性的劳

动力人口。 

人力资本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某种教育的参与状况。

这样设定“人力资本”的范畴是从理论和实际操作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首先，教育上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当代西方经济学认为，

资本有两种形式，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的

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构成了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

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

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形成了人力资本。人们可以花时间和费用以获得或者

增强后天技能，也就是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或者是提升人力资本。教育投

资作为人们在后天获得知识、技能、文化水平的主要方式成为人力资本投

资的主要部分，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抽样调查难于对被调查者受教育状况之外的其它人力资本投资

进行客观的测量。被调查者的保健和人口流动的投资比较难于衡量，所以

调查设计者在调查中没有设计相应的问题。虽然，调查表中，有个别的问

题触及到了保健方面的信息，但不够全面，因而难于采用。在以往一些模

型参与的人力资本研究中，常由教育上的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替代变

量。 

因此，本文只以每一位接受调查者的受教育水平或者其某一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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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情况来反映该调查者的人力资本状况，并在建立模型时以之作为代

表人力资本的变量。 

1.2  福建省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及问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教育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活

动，在生产力系统中处于“母体”的地位，而在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又是

一切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的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近

代的马歇尔等，他们都认为，在各种的资本投资中，对人本身的投资是

有价值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T·W·舒尔茨

（T·W·Schultz）通过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开始观注人的知识、能力和

技术水平的提高。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舒尔茨发表很有创建的《人

力资本的投资》。他认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也就是人

口的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

要得多。同时，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比一般物质资本增长的速度快得多,

从长期看,教育投资比物质投资更有效益。因此，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

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物质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人口的素

质、技能和知识水平。 

由于人口质量主要是人在后天获得知识、技能、文化水平等，人们可

以花时间和费用以获得或者增强后天技能，也就是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或

者是提升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教育活动是使隐藏在人

体内部的能力得以增长的一种生产性活动。作为一种投资,教育增加了无

形的积累,它隐藏在人的体内,会对将来做出贡献。 

此外，许多理论和实践经验已经证明,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可

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实现兼顾公平的经济增长。（毛慧红，200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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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由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致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必然伴随

收入差距扩大的“库兹涅茨效应”。20世纪亚洲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例

如中国的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证明了这一点。（Bourguignon ，1999）

因而从微观角度可以看出， 在发展中的社会里，教育可以帮助每一个社

会经济成员。 

由此，福建省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现状及其原因的分析，不但对于

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和女性群体经济实力的提高是重要的，同时对于每一位

女性劳动力的个人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有重要意义。 

其次，在现代西方妇女研究的理论中，对于女性的地位的决定因素，

实力派学说认为是妇女的教育水平。20世纪以来关于妇女地位的激烈研讨

终形成三个不同理论思路的学说，包括实力派学说、文化派学说和经济

派学说的。实力派学说把实力差别看成是实力分配不一的结果，而教育便

是一种在性别地位的竞争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实力。教育实力制约论认

为，性别地位平等是可以实现的，教育程度在实力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Wollstonecraft （1792）在其《女权辩》一书中指出，妇女有能力与

男性达到平等的地位，但目前女性相对太低的教育程度使她们在理性化，

理解与决策事情过程中处于不利的位置。这就使女性在竞争中不可避免的

失利。1987年Keller发表评论认为：西方70年代许多经验研究证实，女性

在劳动分工中的弱势与其相对较低的教育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 (孙戎，

1997)此外，福建女性的教育水平除了在理论上是其社会地位的重要一方

面外，在现实中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比男性教育更有“可持续发展”的意

义。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的：“有证据表明,一个国家为未来的增长和

进步所进行的 好投资,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对女孩实施教育。受过良好教

育的妇女更懂得医疗保健与个人卫生的重要性。”（世界银行，1991） 

作为东南沿海省份的福建，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现状如何？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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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上个世纪 后十年是否给福建省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带来了怎样

的变化？ 以下，本文将通过 2000 年福建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结合

相关的理论方法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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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调查与资料 

本文所采用的调查原始数据来自“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

查”。本章将根据相关的政府文件（全国妇联，国家统计局，2000）和具

体的实施情况对这一抽样调查的内容、方法、对象、抽样方法、实施以及

终所获取的原始数据进行简介。 

2.1 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2.1.1 调查的内容 

为与 1990 年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更好

地反映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背景下妇女地位的变化，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

位调查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在 1990 年调查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修订完成，并

注意吸收借鉴国内外妇女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和指标，注意与国家

妇女发展目标的衔接。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指标体系除了包括

人口的基本特征，还包括教育、经济、政治、生活方式、性别观念和性别

态度等八个方面的内容。为更深刻地揭示社会结构变迁对妇女整体和不同

女性群体地位变迁的实际影响，科学解释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

妇女地位的关系，第二期调查要在综合和分侧面调查研究妇女社会地位的

同时，进行典型女性群体的调查研究，选定的四个女性群体是国有企业女

工，有过流动经历的农村女性，高层女企业管理者及女企业主，少数民族

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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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调查的方法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采用抽样问卷调查方法进行数据收集。

调查问卷分为个人调查表和社区（村、居委会）调查表两类。本文中只使

用个人调查问卷得出的数据。个人调查问卷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主

调查表，采用调查员入户访谈方式完成，内容包括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的各个方面，目的是从 18 岁至 64 岁男女公民的亲身经历、行为、态度中

了解 1990 年以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现状和变化。调查的标准时点为

2000 年 12 月 1 日。 

    在个人调查问卷中设置附卷与个人问卷，是该调查中对收集典型人群

调查研究数据所采取两种方式之一。 

2.2 调查的对象和抽样的方法 

2.2.1 调查的对象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个人问卷调查的调查对象总体定义为：

调查标准时点上（2000 年 12 月 1 日）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居住在家庭户

内的 18 岁及以上，64 岁及以下的中国公民。家庭户及户内人口的确定以

已在本地居住或预期居住 6 个月以上为标准。设计样本中两性人口各占一

半。 

2.2.2 调查所采用的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抽样分为基于全国估计的基本方案和基于省、区、市估计的

省级追加方案两种。为满足福建省对本地区妇女社会地位单独分析、比较

的需要，此次调查福建省在全国样本的基础上增抽追加样本， 终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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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数达 2112 人的省级样本。 基本方案和追加方案抽样方法相同，样

本兼容。 

    基本方案和追加方案均采用分域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法。首

先，按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所有区县分层，使用放回的与人口成比

例的概率（PPS）抽样方法在城市域和农村域各抽出 202 个区县（城乡共

404 个）作为全国样本的初级抽样单位。在全国样本的基础上，城乡各补

充抽选到 22 个区县（城乡共 44 个）作为省级追加方案的初级抽样单位。

然后在每个样本区县（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省级追加样本，以下同此）内

抽选 3 个街道（乡、镇）作为二级抽样单位，在每个样本街道（乡、镇）

内抽选 2 个居（村）委会作为三级抽样单位， 后在每个样本居（村）委

会内按随机等距方法抽出 8 个家庭户作为基本抽样单位，在每个被抽中的

样本户采用特定随机方法确定一名符合条件的成员为具体调查对象。 

福建省调查涉及 36 个县、市、区, 全国样本 526 人, 占全国样本总

数的 2.7 % , 省级追加样本 1 583 人, 占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

追加样本总数的 5.5 %。调查工作持续 3 个月, 共收回个人主问卷 2 112 

份,回收率达 100 %。除部分问卷出现漏填和某些项目置空不回答以外, 问

卷填答的数据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为保证抽样质量，居（村）委会以上单位的抽选（无论是全国样本还

是省级样本）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统一进行，家庭户及户内成员的抽选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按实施细则抽选。个人问卷

典型人群调查附卷的调查对象为，经过甄别选定的符合条件的个人问卷填

答者，以及通过在相应人群中补充抽样选定的被访者。 

2.3 调查的实施 

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领导下，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负责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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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研究设计等各项前期准备，样本区县调查指导员

的培训，全国样本调查的组织实施，数据汇总。福建省各样本区县省妇联

负责各级抽样框资料的收集，区县级调查指导员、调查员的选调，入户调

查的组织实施及调查质量控制，还成立有关专家、学者参加的省级课题组，

负责数据汇总分析。 

2.3.1 调查员的选调和培训     

每个样本区县确定调查指导员 1－2 名，负责问卷调查的指导、检

查与监督。调查指导员由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社会调查经验，

工作认真负责的干部担任。个人调查问卷及附卷的入户访谈工作由调查

员负责。调查员由调查指导员兼任，或者由每样本街道、乡、镇选调 1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工作认真负责的干部担任。全国妇联妇女研

究所、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社科司以及福建省妇联各级调查员进行了培训

和指导。 

2.3.2 调查的质量控制 

调查员对填写的每一份调查表格在当天进行认真复核，并在发现差

错、疑问或漏填时及时回访查实；同时，指导员对调查员送交的调查表全

部进行检验。福建省妇联抽验全部问卷的 20％，对抽查中发现的差错，

尤其是系统性误差，进行了全部核查纠正。调查过程中，全国妇联妇女

研究所对全部问卷的 10％进行抽验复核。经复核，换户、换人调查率

都比较低。在全国级 11 个县（市）528 个样本中，换户的只有 22 户，

换户率为 4.1%；在 1584 个省级补充样本中，换户 59 户，换户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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