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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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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问题进行研究，以人力资本净流量为因变量，以专

业化人力资本存量、产业集聚水平、城市化率和人均GDP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方程，实证检验各

影响因素对当前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在剔除多重共线性和进行异方差修正的情

况下，实证结果表明：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率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具有负效应；产业

集聚水平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起正效应，但其效应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其他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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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low of human capital in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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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specif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flow of human capital，this article

builds a regression equation with net flows of human capital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professional

levels of human capital，industrial agglomeration，urbanization rate and GDP per capita as four inde-

pendent variables，and empirical tests of the effects of each factor on the current human capital flow in

Hebei province．In the case of removal of muhicollinearity and correction for heteroscedasticity，em—

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specialization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urbanization rate have the negative

effect on human capital flow in Hebei province，and the level of industry concentration has the posi—

tive effects on human capital flow in Hebei province，but its effect level is far behind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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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及其流动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落后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增

长最持久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培育、吸引和集聚大

量的人力资本为其所用。影响一圉或地区人力资

本流动的因素众多，国内外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消

费结构、城市化率、产业集聚度和政策环境等因素

上的差距都能造成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人力资

本流动¨-s]。长期以来，河北省的人力资本流动

呈现出持续扩大的净流出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河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当前理论界对

影响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具体因素及各因素对

其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都较少∞J。因

此，本文以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问

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整合和选取，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构建回归方程，实证检验专

业化人力资本存量、产业集聚水平、城市化率和人

均GDP等因素对河北省当前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

效应，以期给今后河北省制定人力资本集聚政策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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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1．1因变量

人力资本以劳动力为载体，但其流动数量不

仅包含了劳动力流动的数量，更蕴含了流动中劳

动力的质量。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存在质

量差异，且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速率

和效果，因而人力资本流动数量相比劳动力流动

数量更能反映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因此，

本文以人力资本净流量为因变量指标，测算河北

省人力资本的流动情况。为使得计算简便，本文

采用人口流动计算法求解人力资本净流量，计算

公式为：

Q=[(M—NH)／NH—V]X NH (1)

式中Q。一第i年人力资本净流量，万人·年；Ni一

第i年年末人口数量，万人；Vi一第i年的人口自然

增长率，％。

1．2自变量

影响人力资本流动的因素众多，从微观视角

而言主要受迁移成本收益率的影响，从宏观视角

而言还受国家人口迁移政策、区域间经济差距、城

市化率等因素的影响。在保证自变量指标数据量

化可得和客观真实的前提下，本文在对所有自变

量指标进行整合与取舍后，确定将专业化人力资

本存量、产业集聚水平、城市化率和人均GDP作为

影响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主要变量。

(1)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本文采用王金营

教授对人力资本归类的方法，将初中及以下学历

的人力资本归为基础人力资本，将高中及以上学

历(含职业院校学历)的人力资本归为专业化人力

资本。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对人力资本也表现出了强大的吸附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间人力资本的流

动及走向。如美国硅符和我国中关村都是依托当

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丰富专业化人力资本，进而

“虹吸”全同及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集聚形成。故

而本文将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反映影响河北

省人力资本流动的自变量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2

q 2三艇i，×h。 (2)

式中Ⅳ，一第t年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万人·年；

HE。一第t年第i学历水平劳动力总数，万人；h。一

第i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

出于统一历年对学历层次划分的需要，本文

确定江1，2，即表示只有高中学历(hi=12)和大

专以上学历(h，=15．5)两个学历层次一J。

(2)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对人力资本流

动具有导向作用。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对劳动力

的需求就越大，就越能吸附人力资本的流入；反

之，若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集聚程度低，则能为

劳动力提供的就业岗位就少，就不能有效地吸纳

人力资本。近年来，河北省的产业集聚水平虽然

有所提高，对集聚人力资本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

用，但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其产业集聚对促进人

力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仍是相对较低。为更加精

确地揭示出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流动之间的关

系，本文选用对人力资本存在高度需求的第二、三

产业的总产值占年末总产值的比重来测算产业集

聚水平。

(3)城市化率。与产业集聚相同，城市化的发

展对人力资本流动也具有导引作用。一是城市的

建设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参与；二是城市的发展

有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对人力资本产

生用工需求；三是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其基础设施

条件的完善、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能够吸引受

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流人旧j。当前，河北省

的城市化取得较快发展，但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

其城市化水平依然较低，致使大量人力资本流向

东部其他地区的大城市。故本文也将城市化率确

定为影响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自变量指标，并

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城市化率

水平。

(4)人均GDP。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和劳

动者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流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作

用，人力资本总是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流

向发展较好的地区，从平均收入较低的地区流向

平均收入较高的地区。为更好地揭示出经济发展

水平与劳动者平均收入水平对人力资本流动的影

响，本文特将二者结合运用人均GDP水平作为自

变量，以此测算其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

效应。人均GDP指标可通过查阅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直接获取。

2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河北省作为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大省，坐拥

“外环渤海，内环京津”的区位优势，近年来经济建

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综合实力也逐渐增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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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其专业化人

力资本存量、产业集聚水平、城市化率和人均GDP

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进而对

河北省的人力资本流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检验分析这四个因素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

影响强度和效应关系，本文依据历年《中国统计年

鉴》的相关数据，按照上述指标计算公式估算了

1991—2010年间河北省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

(ZYRZ)、产业集聚水平(C聊)、城市化率
(CSH)、人均GDP(RJGDP)和人力资本净流量

(LDRZ)(数据参数见表1)，并据此建立线性模型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型拟合度很高；F统计量数值达到了455．33，超过

了统计检验临界值，说明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

显著的线性关系；D．W的值处于非自相关区域，说

明该模型通过检验。然而，模型中ZYRZ与CSH

两大自变量t统计量的绝对值却小于临界值2．12，

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因而认为模型中可能存在

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此，对各自变量两两

相关系数进行分析，发现RJGDP与ZYRZ、CYJJ和

CSH的线性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3、0．79和

0．98，即均存在很强的线性相关性，由此判断RJG-

DP是引发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模型出现多重共

线性的原因，应将其予以剔除∽J。

2．1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四元模型估计 2．2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三元模型估计

通过对上述指标变量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河北省人力资本净流量与四个自变量之间线

性模型，其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D尺Z=一1 420．93—0．01ZyRZ+lO．17CSH

+1 992．36CYJJ一0．09RJGDP (3)

(一2．79)(一0．33)(0．87)(2．69)(一10．83)

R2：0．99 D．W=2．68 F=455．33

从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四元回归模型的统计

再剔除RJGDP指标后，重新构建河北省人力

资本流动模型，得到三元回归模型：

LDRZ=一979．49—0．11ZyRZ一82．42C．s日+

4 538．63CYJJ (4)

(一0．67)(一1．01)(一3．59)(2．25)

R2=0．93 D．W=2．41 F=68．70

与四元模型相比，可决系数R2虽然略有降

低，但其整体拟合优度仍较好。同时，D．形统计值

量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2达到了0．99，说明该模 合理，不存在自相关问题，但模型中常数项与ZYRZ

表1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因变量与自变量指标参数

Tab．1 The indicator parameters of human capital flows in Hebei pro、rince

数据来源：依据1992—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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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统计量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故而考虑河北

省人力资本流动三元模型可能存在异方差性。为

此，进一步采用怀特检验法对其进行检验，建立关

于残差平方的线性回归模型：

e2=c=卢lZYRZ+卢2ZYRZ“2+卢3CSH+卢4CSH^

2+卢5CYJJ+卢6CYJJ'2+f (5)

利用上述数据对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得到

如下结果：

e2=一5．10E+06—230．58Z豫Z+0．02ZyRZ

2+80 391．83CS日

(一1．80) (一3．22) (3．68) (2．68)

一1 345．41CSH“2+1．17E+07CYJJ一7．59E

+06CⅢ2 (6)

(一2．77)(1．58)(一1．49)

R2：0．73 F：5．60

从检验结果可看出，残差平方与各自变量及

其平方项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且模型拟合度高

达73％，说明各自变量及其平方项对残差平方均

具有一定影响。另外，检验统计量nR2=20术0．73

=14．60，大于算：(5％)的临界值12．591 6，由此判

定原模型存在异方差。

2．3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三元模型的异方差修正

异方差性虽然不损坏OLS估计量的无偏性和

一致性，但却使它们不再是有效的，参数的显著性

检验也同样失效，从而降低了预测精度。故而需

要采取相应的修正补救办法以克服异方差的不利

影响，其基本思路是变异方差为同方差或者尽量

缓解方差变异的程度。通过建模分析发现，对河

北省人力资本流动三元模型采用[E(I)]2作为

比例因子，即假设误差方差与LDRZ均值的平方成

比例，对异方差的修正效果最佳。在这种情况下，

先忽略异方差性作OLS估计获得yI，再利用估计

所得的r作如下变换¨⋯：

警=沙警怕警怕半专Y? Yj’ Y? 一Yj —Y： Yj

(7)

经过变化后，所得方程的随机误差项是同方

差的，因此可以用OLS法估计以上方程，采用相应

修正方法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可得到如下估计

结果：

LDRZ=683．29—0．02ZYRZ一69．47CSH+l

352．24CYJJ (8)

(5．30) (一2．47)(一9．09)(5．86)

R2=0．97 D．W=2．31 F=138．74

与调整前的估计结果相比，模型拟合优度得

到提高，达到了97％；D．W统计值更为合理，模型

整体线性关系显著成立；各变量的t统计量值有了

较大调整，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说明异方差

性得到了良好的修正。

2．4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效应分析

(1)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由修正后的三元

模型可以看出，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

为负值，即其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表现

为负效应。而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

点：一是河北省当前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相对不

足。以2010年为例，河北省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存

量为9 664．03万人·年，在东部地区11省市中排

第六名，远远落后于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

省和北京市；二是河北省当前专业化人力资本存

量增长乏力。从1991—2010年间东部各省专业

化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情况来看，河北省专业化

人力资本存量累计增加了6 776．32万人·年，居

东部地区第六名，依然落后于上述五省市，尤其是

比广东省少增加11 388．21万人·年。同时，这

20年间河北省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

为6．22％，在东部地区排名第10位，比年均增长

率最高的广东省少5．36个百分点。受这两点因

素共同作用的影响，河北省的人力资本大量外流

到其他省市。

(2)城市化率。与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相同，

城市化率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也表现为

负效应，其回归系数为一69．47，作用效果显著。

河北省当前较低的城市化率是导致河北省人力资

本大量流失的又一重要原因。从1991—2010年

间东部各省城市化水平动态排名情况来看，河北

省的城市化率在东部地区长期垫底，导致其对人

力资本的“虹吸”效应不足，反而受到东部其他省

市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省内人力资本大量外流。

虽然这20年间河北省的城市化有了较快发展，城

市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但其提高速度仍无法

扭转当前河北省城市化率在东部地区的劣势地

位。以2010年为例，河北省的城市化率仅为

44．13％，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北京市和上海市相

比，相差40多个百分点，综合考虑其城市化率现

有的年均增长速度和城市化率在达到一定水平后

进一步上升速度的边际递减规律，河北省至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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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在城市化水平上实现与京沪

两市的趋同。

(3)产业集聚水平。从修正后的模型可以看

出，产业集聚水平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产生正

效应影响，其回归系数高达1 352．24，即每提升1

个百分点的产业集聚水平，就能为河北省引入

13．52万人·年的人力资本。产业集聚水平对河

北省人力资本流动呈现正效应，这主要得益于这

20年间河北省第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产业

集聚水平由1991年的67．4l％增长至2010年的

87．43％，累计增幅居东部地区之首。然而，尽管

河北省不断提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对人力资本流动

产生了正效应，但其效应水平与东部发达省市相

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以江苏省为例，其效应水平

是河北省的10倍多，产业集聚水平每提升1个百

分点能够为江苏省引人137万人·年的人力资

本。而且，从这20年东部地区各省市的产业集聚

水平动态排名来看，河北省长期处于后列。河北

省环境较不理想、缺乏有效的区域创新系统、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等原因大大限制了产业聚集的

成长，从而也削弱了产业集聚对人力资本流动的

正效应。

3结论

1)通过对影响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的具体因

素进行线性建模和回归分析，本文认为专业化人

力资本存量和城市化率对河北省人力资本流动起

负效应影响，且城市化率的影响相对显著。为此，

河北省必须在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存量和提升城

市化率上下足功夫，这样才能有效吸引和集聚人

力资本。

2)虽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水平对河北省

人力资本流动起正效应作用，但其效应水平与东

部发达省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为此，河北省

还需进一步大力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扩大产业

规模与集聚度，从而更好地集聚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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