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贸易开放度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中

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学者们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人力资本

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许和连等(2006)发现，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

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

在差异；彭国华(2007)应用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发现国际贸易对人力资本不同构成部分具有

不同影响，其对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有积极作用，而对仅受过基础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本

有抑制作用。总体上看，首先，现有研究多侧重人力资本对对外贸易、经济增长的影响，专

门探讨对外贸易对于中国人力资本影响的研究很少。其次，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受到历史、

政治、经济体制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并不统一，具有典型的城乡分割特征，使

得劳动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否会影响对外贸易对人力资本积

累的作用？对于不同的劳动者而言，对外贸易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又具有何种差异性？但已有

研究并未对此进行充分的诠释。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借助地区和行业数据，并没有从微观角

度分析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鉴于此，本文采用 2007 年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CHIP)，在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形下，从城市层面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城镇劳动者、

农村劳动者教育投资、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本文采用2007年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在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形下，

从城市层面，分析了对外贸易对中国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贸易

不利于中国城镇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尤其不利于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

投资；对外贸易也不利于中国农村劳动者，尤其是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但

能够促进农村劳动者，尤其是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此外，本文的稳健

性分析表明，出口加工贸易有利于城镇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而一般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其相

反。  

三、主要结论 

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充分认清其对中国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利影响。

为此，我们应积极促进贸易结构升级，为“技术溢出型”外资创造更加有利条件，减少对“人

口红利”的过度依赖，改革财政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加大财政对教育、职

业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保证人力资

本投资收益的实现。总之，应不断提高中国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减少其人力资本投



资的成本，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 

四、汇报点评 

 从结论来看，该文研究表明，对外贸易不利于中国城镇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尤其

不利于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外贸易也不利于中国农村劳动者尤其是

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但能够促进农村劳动者尤其是技能水平较高的农村劳

动者进行职业培训。这让我们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有了一个较为

具体清晰的认识，对改善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现状有一定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