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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所

以可以通过估算人力资本回报率水平增进对劳动力市场机制以及投资回报效率

的了解。台湾属海岛型经济体，资源相对匮乏，依托人力资本的巨大贡献曾一

度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近年来岛内经济低迷，薪资停滞，失业率上涨，

青年“勤贫族”涌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因此在现阶段借由对人力资本回

报率的研究，进而对台湾经济现状加以分析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中在重新构建涵盖教育与健康的投资函数的基础上推导出预期最优和

最低人力资本回报率，并将其与劳动力市场实际人力资本回报率进行比较，借

助台湾“人力运用调查”数据，利用两层线性模型对 1980、1990、1995、2009、

2014五个观察年份中影响台湾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地区性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台湾地区实际人力资本回报率低于预期最优回报率水平，略高

于预期最低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工资率扭曲。在地区性因素中，由于女性劳

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较容易且所从事的工作要求较低，则地区女性比例并未产

生显著影响。年轻人主动以闲暇替代工作及其与年长者的互补性生产要素关系，

使年长者更易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受地区教育投资良性循环的影响，地

区教育发展水平为最稳定的正向影响因素。地区第三产业从业者比例和地区中

小企业从业者比例为影响程度最高的负向因素，表明人力资本回报率主要受需

求冲击的影响。健康因素则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2009年中医疗卫生因素具有

显著影响，而 2014 年中年医疗资源因素更为显著，且结果具有稳健性。研究结

果也将有助于进一步阐释台湾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成因。 

 

 

 

 

 

关键词： 人力资本；地区性因素；多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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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an 

increase labors’ income effectively, and it also helps to study the labor market 

mechanism and investment returns efficiency comprehensively. Taiwan is an island 

economy with scarce resources, however the factor of human capital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growth miralce. In recent years, the unstability of 

society is serious because of the “Diligent but Poor” generations, decresing 

economic growth, income staggnation,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rate etc.. It is 

essential to analyse Taiwan economy via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will establish a new investment function to deduce the optimal 

expected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which will be compared with the real ones. Using 

the data from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through the two-level linear model, 

we observe the regional determinats of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of Taiwan in the 

year of 1980, 1990, 1995, 2009, 2014.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real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are below the optimal 

expected ones but over the minimal ones, which have distorted the attainment of 

income. Among the regional factors, female labors are more easy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are required lower, so the regional women ratio is not significant. The young are 

eager to replace work with leisure as well as the complim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old, which makes the old paid more. Due to sustainable cycle of education 

investment, the regional educaiton level is the most stable positive factors, while the 

regional propotion of employees in the third industry and in small-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are the most profound negetive factors, which implies the demand shocks 

are dominant. Health factors have significant time differences as medical treatment 

factos are significant in 2009 but in 2014 medical resource factors are more valid. 

Both results are robust. These results also will help to explain the status or reasons of 

labor migration in Taiwan based on regional factors.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regional factors; multi-leve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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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人力资本的观念最早出现于 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论述中，他在分析劳动价值如何被创造的过程中，将“技艺”①列为除

土地、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第四个特别重要的生产要素。1776年亚当·斯

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也强调学习对于劳动者薪

资的影响及对个人和社会价值的提升，其指出：“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

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

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

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以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

和工具同样看作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

笔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②。虽然在此过程中对个人的投资逐渐被视

为是一种资本性行为③，但因为在研究中通常忽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行为

的差异性，致使两者的不同作用机制并未凸显。20 世纪 50、60 年代，新古典

经济增长理论（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借助对美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

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其理论框架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但却较早地系统阐释了人力资本的核心内涵（T.W.Schultz,1961），并为实证研

究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分析基础（ Mincer,1958； Becker,1962）。舒尔茨

（T.W.Schultz,1961）对人力资本概念做出的最初界定，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非

物质资本，其蕴含于劳动者主体之中并能为劳动者带来永久性预期收入。在一

定时期内，人力资本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劳动熟练程度以

及健康状况，并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而投资

的本身意义就在于增加资本量。舒尔茨提出的初始概念一方面将劳动力的异质

                                                        
① “技艺”这一概念亦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之中，他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三类，即 episteme（理论知识）、phroesis（实践

知识或实践智慧）以及 techne（技艺或制作的知识），并且指出“技艺”的获取是依靠师徒间的代代相传，因而更贴近当代广

义上人力资本的范畴。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 257-258页。 
③ 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除奴隶外的个人是不可以被当作资本品的，因而一国的国民不应该被视为财富，财富只会因人而存在。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