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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建设兵团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探1才’

秦伟平，汪全勇，石冠锋，刘文霞

(石河子大学，新疆石河子 832003)

    摘 要:依据人力资本理论，结合兵团农场实际情况，团场人力资本可以划分为普通型、技术专长型和经

营管理型三类，以此为基础，对兵团农场目前存在的正规教育、健康保健、农场技能培训和劳动力迁移等一般

人力资本投资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农场目前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和方式依旧存在值得商榷的地

方，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农场存在着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入的现象。根据团场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独特

性选择适合农场实际的人力资本组合投资模式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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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IysisofhumancaPitalinvestmentmodelofXinjiangFarming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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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艺heziUni优rs泣t夕，Xinjiangsh注hezi832003，China)

    Abstract:Accordi眼tohumancapitaltheoryandtherealityofXinjiangFarmingCorPs，humancaPitalofXinjiangFarming

Corpscanbeclassifiedintothreetypessuchasgeneraltype，technologicaltypeandbusinessmanagementtype.Basedonthis，

thispaperanalyzesanddiscussesgeneralhumancapitalinvestmentmodelintheasPectsofregu1areducation，healthandhealth

一care，farmingtechniquecultivation，labortransferand soon.PresenthumancaPitalinvestmentmethodandmodelarestill

worthdiscussingandtheproblemisthatthehumancapitalinvestmentishigherbutthereturnislowerinthecorps.Thecom-

binationinvestmentmodelwhichchoosesfavorableinvestmentmodelbasedontherealityofthecorPsaccordingtohumanre-

sourcesva1ueandspecialtyofdifferenthumancapitalscansolvethepresentprobleminhigherinvestmentinhumancapitalbut

lower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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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们纷纷揭示和论证了人力资本和经济

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领悟。现在，人们的目光已经集中到如

何形成和提升人力资本这一问题上，因此，结合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实际，对农场人力资

本投资模式作深人的分析，对促进兵团农场人力资

本的形成和积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兵团农场人力资本的类型划分

    兵团农场人力资本，从受教育程度和所从事的

工作性质、特点等角度分类，可划分为普通型、技术

专长型、经营管理型三类。这三类具有由低到高的

层次性，便于我们对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进行分

析和设计，有利于提升农场人力资本。

    1.普通型

    普通型农场人力资本是目前兵团农场人力资本

中等级最低，最一般的类型，主要是指身体健康，智

力健全，具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能从事一般性农

场作业的劳动力。这类人力资本的形成一方面是完

全或部分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具备了基本的知

识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式的传、帮、带，从

父辈那里获取一定的农场知识和作业技能，并且在

自身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农场技术。这类农场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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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体力的

要求较高，所以，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前提

下，男性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女性高得多。在兵团总

人口中仅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为81.84万，占总人

口的33.36%。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为76.02万，占

30.98%，尚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基本具备农场

生产技能的人口38.09万人，约占16%，三者共同构

成兵团普通型人力资本的主体，占兵团总人口的

8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普
通型人力资本应该力争向下面两种类型转化，否则，

此类人力资本有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

    2.技术专长型

    技术专长型农场人力资本是农场人力资本的

“中间型”，是今后大多数农场人力资本的发展方向

和基本类型。它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好，智力较高，具

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一般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从事技能性农场操作的劳动

力。这类农场人力资本经过了较高文化层次的培

养，具有扎实的知识文化基础，较强的学习能力，他们

中的许多人还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技能型农场人

力资本比一般型农场人力资本具备更大优势。在团

场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口约34.83万人，占14.20%。
    3.经营管理型

    经营管理型农场人力资本是农场人力资本的最

高层次，在农场人力资本中不占多数，但他们所起的

作用却不可小视，并且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也

很高。经营管理型农场人力资本是指身体素质好，

思维敏捷，逻辑性强，洞察能力强，具有大专以上(少

部分人学历较低)文化程度，熟悉农技知识及农村

人文知识，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具备管理能力，能在

农场中从事管理性工作的劳动力。这类农场人力资

本具有很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善于抓住机遇，能够把

握农产品市场的脉搏，能够管理农场企业。兵团农

场的各级管理人员基本可以归为此类。

    二、农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般模式

    在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归结起来有正规教

育、卫生保健、培训、迁移等，对这些模式进行定性和

定量分析，既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也可

以辅助农场劳动力作出理性的人力资本决策。

    1.正规教育的投资和收益分析

    正规教育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村家庭对家

庭成员(一般为子女)个体的投人，一种是政府或社

会对教育的投人，前者暂且称为“个人投资”，后者暂

且称为“社会投资”。正规教育的收益也分为个人收

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

精神收益包括教育可以使人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

人对职业的选择能力和满足程度大大提高，人对工

作、生活、艺术的鉴赏能力大大提高，人更具有责任

使命感，人更具有组织性与社会适应性，甚至更深刻

地认识人生的意义。经济收益主要是指个人未来较

高的经济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较高的经济收益，而

且受教育的人会合理的安排经济支出，会利用科学

文化知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从而

减少医疗费用。另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有更多

的机会更换职业，以取得更多的收人。社会收益主

要是指服务于社会的收益和个人不能独自享有的收

益部分，如教育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风气好转等。

    从社会投资角度来看，兵团在切实贯彻九年制

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重点改革

高中阶段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中

等成人教育。农牧团场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特

别是职工子女素质，他们知识水平普遍较高，整体素

质较好。但是这些子女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上

岗，造成农场人力资本的现实投人很低，严重影响了

农场经济的发展。

    从个人投资角度来看，农场人力资本在很大程

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体力的要求较高，青

年男子因进行正规教育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较

女子大，农村男子的增量投资收益率会低于女子的

增量投资收益率，由此推出的结论是对男子进行正

规教育投资的可能性比对女子进行正规教育投资的

可能性要小，但是现实生活中，因种种因素，如重男

轻女思想、男女的生理差异对学习的影响等，结果往

往是对男子进行正规教育的投资比对女子进行正规

教育的投资多。从而表现出个人投资的非理性。

    2.健康投资和收益分析

    健康投资也可叫做卫生、保健投资，是指一定时

期用于预防和治疗人体病变、维护和保持人们身心

健康所花费的所有支出。从内容上看，健康投资包

括花费在医药、医疗器械、设备及设施、医务人员服

务报酬支付，医疗科学技术研究和情报调查等方面

的直接费用;也包括用于公共卫生(包括环境、食品、

劳动等卫生工作)，地方病、寄生虫病、急慢性传染病

的大规模防治，以及卫生检疫和卫生宣传方面的间

接性费用。健康投资是一种可以为投资带来预期经

济收益的生产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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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时期，兵团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对兵团的

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居民

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到2004年，兵团居民人均期望

寿命为75.61岁，婴儿死亡率为12，69%。，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15.4%。，孕产妇死亡率0.72%。，各项综

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均超过了“十五”计划。

“十五”时期兵团卫生公共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

展，初步搭建起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

系、卫生监督体系和疫情网络体系构建，完成了兵

团、师、团三级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职能作用明显

发挥。

    3.农场技能培训的投资效果分析

    如果说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对农场人力资

本生产主要是一种间接影响，在于形成知识存量和

体能存量，那么，农场技能培训的投资往往直接形成

能力，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鲜明的层次性、显著的实

践性和明显的经济性。

    在职培训是克服目前农场职工，尤其是外来劳

务工素质下降的一个最快捷、最有效的措施。冬季

培训是农场长期以来狠抓的一项大规模的在职培训

活动，包括劳动局实施的“职业资格”培训、科委开展

的“科技之冬”活动以及教委进行的“扫盲”工作。这

些活动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对提高了农场人力资

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

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能培训

的整体性。最好是三家联合，统一指挥，以“技术等

级”培训为主要形式，以实用生产技能培训为主要内

容，开展培训。让职工在学技术、用技术中提高，在学

技术、用技术中脱盲，整体上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4.“迁移”的投资和收益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迁移新地后的净现值(即新地区

期望获得的收益现值减去迁移耗费的成本现值)超

过现在地区的收人现值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条

件之一。获得预期较大的收益是劳动力迁移的决定

性原因。

    兵团劳动力的迁移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就地转移

和异地转移两类。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主要表现为农

场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随着产业

结构的调整，1980年到2004年，从事农场的职工从

占职工总数的65.7%下降到20o1年的47，0%，到

2O04年刚刚恢复到50.5写;而从事工业、建筑业的

劳动力比重由22.6%下降到18.7%;从事第三产业

的劳动力比重由n.7%上升到30.8%。从事种植
    98

业的职工下降速度最快，由从业人员总数的64%下

降为43.5纬。
    农场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主要表现为农场高素质

职工的流失和内地农村地区富余闲散劳动力的涌人。

农牧农场35岁以下的青年职工不安心在农场，通过

各种途径向内地、城市、沿海地区流动。出现了大量

的外出“打工仔”，使农场、连队失去了“顶梁柱”。为了

尽快补充农场一线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各师、团、连三

级领导也在有计划地从河南、四川、青海等省引进移

民和大量的民工补充职工队伍。有的连队60%是新

职工，主要由他们来支撑连队地农场生产。

    收人个

n
0

A

迁移后的年限

              图1 迁移年限与收入关系图

    就劳动力个人而言，劳动力迁移是劳动者在预

期迁移收人与成本之间作出权衡选择的结果(图1)，

是一项理性的投资。一图1中的E。表示如果劳动力在

原居住地继续劳作以后收人趋势;El则是劳动力作

出迁移决策后预期将来收入，劳动力迁移决策以及

迁移的欲望的强烈程度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在C点以后El曲线的高度表示变换地区后

获得的收人量。如果迁移后的收人较大地增加，并

随着工龄的延长而提高，必然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

引力;反之，迁移后的收人较少会减弱劳动力的迁移

欲望。

    (2)迁移后的工作年限长短直接关系到个人总

收益量。劳动力个人在较低的工作年龄段就应该寻

找最能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作用的地区和职业。

    (3)图中的ABC点构成的经济损失计人迁移

成本。这一成本将对农民的迁移决策造成负面影

响，如果这一成本过大，农民将取消迁移决策。因

此，为降低成本，一般应在迁移之前作好工作安排，

以避免损失。

    就农场而言，劳动力引进则属于一种迫不得已

的非理性行为。据90年代中期的一次调查显示，在

短短几年中，自治区流向内地的科技人员达6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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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兵团占到4000余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农

牧农场走出去的。近些年来，这种情况越演越烈，

“老年职工盼退休，中年职工跳龙门，青年职工不上

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相当数量的职工

离开农场而去时，大批内地劳动力涌人，这些人大多

来自贫困山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农场生产上劳动力的不足，然而，有技

术、懂经营的人走了，没有技术、不懂经营的人来了，

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走了，较低文化素质的劳

动者来了，这不同质的一来一去，使兵团农场职工队

伍整体素质下降。

    三、几点启示

    1.高投资低投入

    对兵团这样一个农场人口众多、农场人口总体

素质偏低的经济体而言，提升农场人力资本可以促

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人都不

会怀疑，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农场人力资本，探讨农场

人力资本投资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但是，我们同

时不能忽略一个问题，投资的对象是谁?相对于地

方农村，目前农场人力资本的投资范围不可谓不广、

投资力度不可谓深，但与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相伴

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层次越来越高的人力资本流失。

导致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人的恶性循环。所

以，在进一步探讨农场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模式之

前，必须认真分析对不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后的现

实投人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继续导致农场

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人情况发生。

    2.投资模式的选择

    农场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存在多样性，投资模

式存在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投资者在作出人力资本

投资决策时应考虑“两性”，即投资的理性和多元性。

所谓理性，就是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前要进行理性

分析，不可盲目地跟随他人，要根据农场实际情况进

行可行性分析。既然是“投资”，就应该考虑到投资

的风险性，要大致计算投资成本和回报利润，其中投

资成本应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回报利润也并

不仅是货币收人，还应包括生活环境改善、个人家庭

的心理收益等等，所谓多元性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

渠道很多，要考虑到投资的多元化。正规教育、专业

技能培训、卫生保健、迁移等都是人力资本的形成途

径，一些人的学历层次不高却能获得较多的收益，正

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规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

较多。因此，笔者建议要根据兵团不同类型人力资

本的价值和独特性以及团场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进

行投资模式的组合(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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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力资本投资组合 独特性

图2 人力资本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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