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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华

（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当前我国农民自身增收能力较弱，收入增长缺乏稳定性，根本原因在于低水平人力资本投资约
束下的低水平就业能力限制了其收入增长的空间。根据在重庆市的调研资料分析表明：农民收入的增长来

源于农民就业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受制于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特别是教育投资水平；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又影响到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

农民非农收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教育—就业岗位

胜任能力—收入”是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路径中的核心传导机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升

农民就业能力，是农民稳定增收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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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经

济发展的基础，是农业发展的关键。农民收入的持

续稳定增长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

的稳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扩大内需、稳

定宏观经济的必要条件，更是真正实现全社会和谐

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营制度的变

革、农业税的取消、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推行及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

入呈不断增长的态势，从 １９８２年的 ２０７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年的８８９６元。但这些因素对未来农民收入增
长的贡献潜力有限，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

形成，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依然较弱。如何通过提

高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构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

机制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决定农民收入能否持

续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和积累，正

如舒尔茨所说，“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的生产要

素并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

和知识的增进。”因此，提高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

水平对提高农民自身的增收能力以及构筑农民收

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

学者对人力资本投入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非

常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一是研究单一因素（如教育投资、健康投资、迁

徙投资等）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５７）
构建了一个把个人收入分配与个人教育投资联系

的模型，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个人获得收入能

力的有效路径。孙敬水（２００６）等利用 Ｍｉｎｃｅ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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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教育对农民收入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宋英杰（２０１０）利用 Ａｓｃｈａｕｅｒ的方法从总体
和分地区角度探讨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增收的

关系及地区差异，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民收入增加

的贡献高于物资资本和政府支持，但不同地区受教

育程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差异明显。蔡窻和都阳

（２００３）认为迁移投资可以缓解农村贫困，改善农村
收入分配状况。张车伟（２００３）、魏众（２００４）认为健
康投资对农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影响。

二是综合研究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

的动态关系。李成谷（２００６）综合研究了教育和健
康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认为教育和健康投

资不足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郭志义

（２００７）在舒尔茨人力资本学说的基础上利用 ＶＥＣ
模型综合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

动态关系，认为农民教育与健康投资显著促进农民

收入增长，迁移投资可以促进教育与健康投资，教

育投资可以降低迁移成本。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不管是基于单一因素还

是综合因素，大都只是从人力资本与农民增收之间

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

响及人力资本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没有

分析人力资本投资是如何影响农民收入的。那么

人力资本投资究竟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其主

要影响路径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在农民面临日益

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就业能力提升成为农民收入增

加的主要途径，而农民就业能力的提升又受人力资

本投资的约束。因此，本文以农民就业能力为研究

切入点，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民增收

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而揭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

效机制。

二、人力资本投资、就业与农民收入增长

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就业能力的影响

根据Ｋｕｚｎｅｔｓ、Ｓｃｈｕｌｔｚ等人对人力资本投资内容
的扩展，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定义为教育

投资、健康投资、迁移投资。农民的教育投资主要

指农民所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非正规

的技能学习，这种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投资不仅影

响农民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其进行最

优就业抉择的能力，甚至会影响其完成工作获得收

入的能力。Ｓｕｍｎｅｒ（１９８１）考察了人力资本对非农

就业选择的影响，指出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了农民

获得就业转移的机会。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８）提出教育可以
提高劳动者的资源配置能力，而这种配置能力比生

产功能对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影响程度更大。农民

健康投资主要包括维持或提高健康水平的医疗保

障和保健投资（Ｍｕｓｈｋｉｎ，１９６２），这种维持农民身心
健康的投资是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的保障。迁移

投资是指农民为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实现技能价值

而进行的投资，包括自身进行的交通、通信等寻找

新的就业机会的投资，也包括政府及社会组织创造

或提供新就业机会的投资。不管是农民自身的迁

移投资还是政府及社会组织的有关投资，都会影响

农民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

２．就业能力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

农民的就业能力包括非农及农业内就业能力。

非农就业能力指农民实现农业外就业的能力，可概

括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就业决策的能力和

就业岗位胜任的能力。农业内就业能力指农民实

现农业内就业的能力，包含获得农业内就业机会的

能力、有效配置自有资源实现收入最大化的能力以

及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产出增加收入的能力。

农民实现就业是获得收入的基础，在农民职业选择

的过程中，在技术、健康状况、年龄、性别等就业约

束条件下，进入不同的行业实现就业，进而产生收

入的差异。农民能否进行最优的就业决策以其获

取就业机会的能力为基础，并直接影响农民获得的

收入。农民在就业选择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地域、

行业、职业组合选择，不同的地域、行业及职业组合

选择将会产生不同的收入。农民胜任就业岗位的

程度决定其收入的增长空间，在同一行业或同一工

作岗位，因具备不同的工作完成能力也会产生差异

化的收入。

　　３．就业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
入的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使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提
高智力及体能水平，提升自身获取就业机会的能

力、就业决策能力以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进而实

现收入的持续增长。首先，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

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的途径扩大。具备较好智力

及体能条件的农民不仅可以实现农业内就业，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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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农业外就业；不仅能够自主经营，也可以受

雇于他人；不仅能够突破农村劳动力市场的约束，

而且还可以适应非农市场的复杂环境；从而打破传

统的收入单一途径的格局，扩大收入增加的途径。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

的潜力扩大。不论是非农就业还是农业内就业的

农民，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可以具备某一或

某些行业的工作技能，而且具备根据内外部环境的

变化优化配置自身资源的能力，通过干中学提升行

业技能，提高工作效率，获得更大的收入增长空间。

最后，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使农民收入增加

的稳定性增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就业能力，

还可使农民在就业及其他市场中具备更强的抗风

险能力，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保障。

４．农民收入增长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农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来源于从事农业生产

获得的收入，包括自主经营获得的收入、换工或雇

工获得的收入；另一方面来源于非农就业收入，即

在农村或城市从事非农业获得的收入。在农村职

业选择两极分化的背景下，非农收入对农民收入增

长的贡献起决定性作用。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或

有所增加时，基于一定的人力资本的认知，农民会

根据收入约束的改变调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

水平。非农收入的增加，一方面降低了人力投资的

收入约束，另一方面在非农就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对

人力投资的积极认识。因此收入的增长会通过直

接和间接效应影响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水平。

如图１所示，根据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
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可以得到如下

命题：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升农民就业能力实现农

民收入增加，并促进农民增收良性循环机制的形

成。下文将采用实地调查数据对此进行检验。

图１　人力资本投资、就业能力与农民收入增长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的说明

１．样本数据与变量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２０１３年暑假及寒假
期间在重庆市四个区县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此

次调研涉及重庆市九龙坡区、忠县、丰都、垫江四个

区县，每个调查区县选择一个典型镇，共回收５１０份
问卷，其中有效问卷４７４份，样本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１所示。

表１　调查样本地区分布

合计 九龙坡区 忠县 丰都 垫江

户数／户 ４７４ ６０ １５６ ４８ ２１０

所占比例／％ １００ １２．７ ３２．９ １０．１ ４４．３

（１）人力资本投资变量
教育投资变量（ｘ１）：调查地区农民的教育投资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接受的正规的学历教

育，二是地方政府或企业免费提供的或农民自费参

与的职业培训。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来综合衡

量教育投资水平。由于农民接受的职业培训都是

比较短时间的非正规教育，其代表的教育投资水平

低于正规的学历教育，因此可以将农民的人力资本

投资水平进行如下分级：只受过初中以下教育的农

民的教育投资水平设定为低级，受过初中教育且受

过职业培训、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农民设定为中

级，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且受过职业培训、受过大

学及以上教育的农民设定为高级。

健康投资变量（ｘ２）：调查地区农民的健康投资
表现为多个方面：一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二是健

康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三是食用保健品，四是定期

体检。由于所调查地区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为

１００％，因此本文从健康知识的学习和积累、食用保
健品、定期体检三个方面衡量农民的健康投资水

平。从调查情况来看，各种形式的健康投资在农民

间的差距不大，为了量化的方便，假定不同形式的

健康投资代表的健康投资水平相同，根据健康投资

种类的多少可以计算出农民健康投资指数：将具有

两种以上健康投资形式的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设

定为高等，将具有一种健康投资形式的农民的健康

投资水平设定为中等，将三种健康投资形式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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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设定为低等。

迁移投资变量（ｘ３）：调查地区农民的迁移投资
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而进行的投入，二是政府或企业向农民提供就业帮

助所进行的投入。因此，本文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

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由于调查区政府和企业提

供的就业帮助仅限于提供就业信息，所以农民主动

寻找就业机会的迁移投资水平要高于政府或企业

对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既主动寻找就业机会、又

接受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

水平设定为高等，主动寻找就业机会、未接受政府

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设定

为中等，未主动寻找就业机会但接受政府或企业提

供就业帮助的农民、未主动寻找就业机会又未接受

政府或企业提供就业帮助的农民的迁移投资水平

设定为低等。

（２）就业能力变量
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ｍ１）：在调查区内从事农

业取决于农民自愿，几乎没有外在的约束条件，而

外出务工有较强的约束条件，因此以是否能够实现

外出务工及是否获得满意的工作来衡量农民获取

就业机会的能力：能够外出务工并能获得满意工作

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高等，能够外出务工但必须降

低要求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中等，不能实现外出务

工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低等。

就业决策能力（ｍ２）：就业决策能力指农民优化
配置自身就业资源的能力，农民所拥有的就业资源

主要是自身劳动力，因此以农民劳动力的闲置程度

来衡量其就业决策能力：无闲置劳动力的农民的能

力设定为高等，劳动力部分闲置的农民的能力设定

为中等，劳动力完全闲置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低等。

就业岗位胜任能力（ｍ３）：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指
对岗位工作完成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岗位胜任能

力越强其获得的报酬就越高，因此本文以同一岗位

获得报酬的多少来衡量农民的岗位胜任能力：同一

岗位报酬高于平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高等，

同一岗位报酬接近平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定为

中等，同一岗位报酬低于平均水平的农民的能力设

定为低等。

（３）收入水平变量
非农收入（ｙ１）：将农民实际获得的年非农收入

划分为５个等级，代表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
农业收入（ｙ２）：将农民实际获得的年务农收入

划分为５个等级，代表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

表２　模型变量说明

变量 赋值内容

人力资本

投资变量

教育投资（ｘ１） 高等＝２，中等＝１，低等＝０

健康投资（ｘ２） 高等＝２，中等＝１，低等＝０

迁移投资（ｘ３） 高等＝２，中等＝１，低等＝０

就业能力

变量

获得就业机会的能力（ｍ１） 高等＝２，中等＝１，低等＝０

就业决策的能力（ｍ２） 高等＝２，中等＝１，低等＝０

就业岗位胜任的能力（ｍ３） 高等＝２，中等＝１，低等＝０

收入水平变量
非农收入（ｙ１）

农业收入（ｙ２）

５０００元以下＝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１，１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元＝２，１５００１～
２００００元＝３，２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元＝４，２５０００元以上＝５

２．实证模型选择

本文参考温忠麟（２００４）及刘竞哲（２００８）提供

的方法构建人力资本、就业能力、农民收入之间的

关系模型：

　　

ｙ１＝ｂｊｘｊ＋ｅ１
ｍｉ＝ａｉｊｘｊ＋εｉ
ｙ１＝ｄ１ｊｘｊ＋Ｂｉｍｉ＋ω１

{ 　　ａｎｄ　　

ｙ２＝ｃｊｘｊ＋ｅ２
ｍｉ＝ａｉｊｘｊ＋εｉ
ｙ２＝ｄ２ｊｘｊ＋Ｃｉｍｉ＋ω２

{ 　　ｉ，ｊ＝１，２，３

ｘｊ＝αｊｙ１＋βｊｙ２＋υ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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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式中，ｂｊ、ｃｊ分别为各类人力资本投资对非农
收入及农业收入的影响系数，αｊ、βｊ分别为非农收入
及农业收入对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系数，ａｉｊ分别
为人力投资各变量对各就业能力变量的影响系数。

如果ｂｊ、ａｉｊ、ｂｉｊ、Ｂｉ或 ｃｊ、ａｉｊ、ｃｉｊ、Ｃｉ都显著说明能力变
量作为人力资本影响非农收入或农业收入的中介

变量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如果 ｂｊ、ａｉｊ、Ｂｉ显著而 ｂｉｊ不
显著或者ｂｊ、ａｉｊ、Ｃｉ显著而 ｃｉｊ不显著，说明能力变量
作为人力资本影响非农收入或农业收入的中介变

量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如果 ａｉｊ、Ｂｉ中有任一不显著

而其他都显著，或者 ａｉｊ、Ｃｉ中有任一不显著而其他
都显著，则需要通过 Ｓｏｂｅｌ检验来验证能力变量的
中介作用。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７．１软件分别估计人力资本投
资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就业能力对人

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中介作用。为消除共

线性，将相关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模型估计结果

如表３。

表３　模型估计结果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ｘ１ ｘ２ ｘ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人力资本

投资影响

农民收入

非农

收入

农业

收入

ｙ１

ｍ１

ｍ２

ｍ３

ｙ１

ｙ２

ｍ１

ｍ２

ｍ３

ｙ２

０．７５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８９

０．２７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１

０．４４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１４

ｘ１ ｘ２ ｘ３ ｍ１ ｍ２ ｍ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７２ １．２６ ０．８９

ｘ１ ｘ２ ｘ３

１．１８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３４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５９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１２

ｘ１ ｘ２ ｘ３ ｍ１ ｍ２ ｍ３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８ －１．３６ １．８３ ０．８５

农民收入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

ｙ１ ｙ２

ｘ１ ０．１６９ ０．０９３ ０．１４／０．１１

ｘ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０．０１

ｘ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０．０１

　注：为１％水平上显著，为５％水平上显著。

　　１．人力资本投资及就业能力对农民收入
的影响

　　第一，教育投资及健康投资对农民的非农收入
影响较大，而迁移投资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不明显。

尤其是教育投资，其影响系数达到０．７５，意味着教育
投资增加一级，将会使非农收入提升０．７５级。农民
在非农就业的过程中其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状况直

接决定了其就业机会的获取及正确的就业决策。

尤其是教育投资，不仅对就业机会的获取、正确就

业决策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对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

影响也非常显著。如表３所示，教育投资对就业机
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就业岗位胜任能力的

影响系数分别达到０．２７、０．１３、０．４４。农民以就业决
策能力及岗位胜任能力为依托，并具备一定的就业

机会的获取能力，才能突破传统的以继承为主的就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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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式，才能提高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同时，在

具备一定就业机会获取能力的基础上，只有具备一

定的就业决策能力和岗位胜任能力，农民才能优化

配置自身所具备的劳动力资源，最大化获得非农就

业收入。而迁移投资尽管对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及

就业决策能力有显著影响，但是由于农村迁移投资

差异化较小，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

第二，教育投资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影响较大，

而健康投资及迁移投资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不明显。

教育投资的影响系数达到１．１８，意味着教育投资增
加一级，将会使农业收入提升１．１８级。尽管大多数
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较低，但是由于多种

农业形态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大多受过相对较好的教

育，拉大了与传统农业经营者教育投资的差异。教

育投资通过提升从事农业劳动者的决策能力（农业

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岗位胜任能力（农业生产经营

技术的吸收和掌握能力）来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增

加农民收入。尽管务农劳动者健康意思逐渐增强，

但由于健康投资形式单一，总体水平较低，个体之

间差异化程度较小，使其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小。

第三，作为教育及健康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

的中介变量，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

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对非农收入的影响显著。其中，

就业岗位胜任能力影响最大，其影响系数达到１．２６，
意味着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提升一级，将会使非农收

入提升 １．２６级。就业能力的提升来自于人力资本

的积累，通过各种形式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劳动

者的智力及体力水平，扩展就业信息获得的途径，

从而提高就业质量和收入。从表３的结果可知，非
农就业能力的提升，教育投资的贡献作用最大；而

农民总体健康投资及迁移投资水平较低，且差异化

不明显，使其对就业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

第四，作为教育投资影响农民农业收入的中介

变量，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就业决策能力及就业岗

位胜任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就

业岗位胜任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

达到１．８３），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对农业收入影响较
小，而就业决策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为负。主要

是由于从事农业面临较弱的竞争，劳动者的准入条

件较为宽松，使就业机会获取能力对农业收入的影

响较为微弱；同时，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多为被动选

择，如果在放松就业约束的条件下，理性的就业决

策结果是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因此就业决策能力

对农业收入的影响为负作用。

２．就业能力的中介作用

根据表４可判定，各就业能力变量对教育投资
及健康投资影响农民非农收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也就是说，教育和健康投资是完全通过全方位就业

能力的提升来提高非农收入的，表明就业能力提升

在农民非农收入增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

表４　就业能力在人力资本影响非农收入系统中的中介作用

步骤 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论

Ｓｔｅｐｔ１

Ｓｔｅｐｔ２

Ｓｔｅｐｔ３

ｙ１＝ｂ１ｘ１＋ｂ２ｘ２＋ｂ２ｘ２＋ｅ１

ｍ１＝ａ１１ｘ１＋ａ１２ｘ２＋ａ１３ｘ３＋ε１
ｍ２＝ａ２１ｘ１＋ａ２２ｘ２＋ａ２３ｘ３＋ε２
ｍ３＝ａ３１ｘ１＋ａ３２ｘ２＋ａ３３ｘ３＋ε３

ｙ１＝ｄ１１ｘ１＋ｄ１２ｘ２＋ｄ１３ｘ３＋Ｂ１ｍ１＋Ｂ２ｍ２＋Ｂ３ｍ３＋ω１

ｂ１、ｂ２显著

ａ１１、ａ１２、

ａ２１、ａ２２、

ａ３１、ａ３２显著

ｄ１ｊ均不显著Ｂｉ均显著

完全中介

作用

　　根据表５可判定，各就业能力变量对教育投资
影响农民农业收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

教育投资部分通过就业能力的提升来提高农业收

入。根据温忠麟（２００４）提供的计算中介作用的方

法，可计算出教育投资提升农民农业收入的总效应

中有７３％是通过提升就业能力实现的，表明在增加
农民农业收入的方面，就业能力的提升也具有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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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就业能力在人力资本影响农业收入系统中的中介作用

步骤 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论

Ｓｔｅｐｔ１

Ｓｔｅｐｔ２

Ｓｔｅｐｔ３

ｙ２＝ｃ１ｘ１＋ｃ２ｘ２＋ｃ２ｘ２＋ｅ１

ｍ１＝ａ１１ｘ１＋ａ１２ｘ２＋ａ１３ｘ３＋ε１
ｍ２＝ａ２１ｘ１＋ａ２２ｘ２＋ａ２３ｘ３＋ε２
ｍ３＝ａ２１ｘ１＋ａ２２ｘ２＋ａ２３ｘ３＋ε３

ｙ２＝ｄ２１ｘ１＋ｄ２２ｘ２＋ｄ２３ｘ３＋Ｃ１ｍ１＋Ｃ２ｍ２＋Ｃ３ｍ３＋ω２

ｃ１显著

ａ１１、ａ２１、

ａ３１、显著

ｄ２１及Ｃｉ均显著

部分中介

作用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投资以三大就业能力为完
全中介对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产生影响，也以三大就

业能力为部分中介对农民的农业收入产生影响；在

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路径中，以“教育—

就业岗位胜任能力—收入”为核心传导机制。

３．农民收入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从农民收入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来看：非农

及农业收入对教育投资的影响显著（均在 ５％的显
著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并且非农收入对教育投

入的影响程度大于农业收入；农业收入对迁移及健

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非农收入对迁移投资的影响

显著，但影响力不大，对健康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由此可知，在低水平的人力投资背景下，收入差异

对人力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的差异上。

收入是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束条件，收入水平的

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

收入水平越高农民用于人力投资的约束就越弱，收

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

农民在迁移投资途径单一、健康投资观念陈旧的约

束下，收入的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就集

中表现在教育投资上，即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

教育投资水平的提高，而对迁移投资与健康投资的

影响微弱。非农收入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大于农业收入的影响，一方面说明非农就业的农民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动性强于农业就业的农民；

另一方面说明在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都

较低的情况下，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受收入的

约束较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民就业能力与农

民收入增长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角度，探求促使农

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农民收入

的增长来源于农民就业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就业岗

位胜任能力的提高；而农民的就业能力受制于其人

力资本投资水平，特别是教育投资水平；同时，农民

收入水平的高低又影响到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因此，提高农民的教育投资水平（尤其是职业教育

水平）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提高农民的迁

移投资水平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提高农民

的健康投资水平是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保障。根

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力度，改善教育

投资结构。在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硬件及软

件投资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投

资，引导农民接受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的专业职业

教育，将农民逐渐培养成为具有一定专业技术能力

的现代农民。

第二，完善农民迁移投资的综合环境，搭建农

民迁移的信息平台。在加大对农村信息网络、道路

交通等硬件投资的基础上，构建农民了解外界就业

信息的综合信息平台，为农民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供方便。

第三，提供全方位健康投资的政策保障。在提

高农村医疗、保健等硬件及软件投资的前提下，为

农民提供进行低成本健康投资的政策保障和条件，

使农民即使在有限收入约束下也可以进行高水平

的健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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