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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利用最新的权威性统计数据资料和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新时期首都劳动年龄人口文化素质进行
了系统的量化分析。进入21世纪以后�首都劳动年龄人口文化素质呈现了稳步提高的态势�尤其是平均预期受
教育年限得到长足的提升�但是既存在着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同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需要积极应对�以便为首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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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客观
地讲�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市场
经济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同时还取决于新经济秩序和国际和平与发展环境。
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

技术竞争�而科学技术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竞
争。人口素质的高低、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的多
少�都是竞争中比较优势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
的根本。劳动者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和经济总体
发展目标的基础和先导�是人口素质的主要内容�
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只有深入了解劳动者文化素质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才能制定出具有科学性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

政策。北京作为首都�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肩
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发挥着带
动和凝聚全国核心力量的龙头作用。北京能否成
为新时期中国持续发展的引擎和标兵�取决于首都
能否培养、造就和聚集中国乃至世界一流人才和高

素质的劳动力产业队伍。因此�研究新时期首都劳
动年龄人口文化素质�正确认识北京劳动力供给、
需求和劳动年龄人口文化素质状况�探讨如何使北
京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保持源源不断高素质人口群

体�对于首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主要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

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数据�结合统计年
鉴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分析。

衡量人口教育素质的指标通常采用平均受教

育年限、在校率、失学率、文盲率、万人中受高等教
育的人口比例、人均教育经费、教育投入水平等。
然而�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年龄构成有关。因此�与
通常的在校率和失学率指标不同�对人口受教育状
况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标准化。平均预期受教育年
限一方面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的状况；另一方面
衡量人口的受教育状况。

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 24
k＝6k岁在校人数k 岁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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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数学表达式来看�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
（或总和受教育年限）定义为年龄别在校率的和。
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是为按假设队列计算的6岁
－24岁平均在校受教育年数�取值范围为0－19。
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是指消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

响�假设现有教育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某地区人口
未来可能的受教育年限�它的显著优点是剔除了人
口年龄结构差异的影响。如果说平均受教育年限
是某地区教育发展的积累结果�那么平均预期受教
育年限则是某地区当前教育发展水平的反映。

三、新时期首都劳动年龄人口文化素质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是整个人口中最具有创造性和

活力的群体�它的素质高低、比例多少直接决定了
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教育是提高人口科学文化
素质的直接途径�是影响人口文化素质变化的最根
本因素。因此�劳动力文化素质是衡量劳动力资源
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研究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对于
制定适当的社会经济政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下面主要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结构、劳动力
受教育状况、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及劳动力平均预期
受教育年限四个方面分析首都劳动年龄人口文化

素质状况。
1∙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结构分析
2005年�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为1217∙55万

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61∙61万人相
比�增加155∙95万人�增长14∙69％；年平均增加
31∙19万人�年平均增长2∙78％。同期常住人口增
长11∙14％�年平均增长2∙14％�劳动力的增长速
度超过了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我们不难从户籍
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比例关系的变化可以找到劳

动力增长超过常住人口增长的原因。由于当前人
口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参与经济活动�外来人口中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必然大于户籍人口中劳动年

龄人口的比例�外来人口的增长就会导致劳动年龄
人口的比例上升。尽管户籍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
的比例由2000年的4∙32下降到2005年的2∙94�
但是如果这种趋势得到延续�外来劳动力对北京劳
动力供给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从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构成来看�15岁－
24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22∙45％；25
岁－44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46∙54％；

45岁－64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为
31∙01％。与2000年相比�15岁－24岁和25岁－
4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分别下降了0∙47和2∙47
年百分点。同时4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
上升了2∙94个百分点。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劳动年
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平
均年龄上升到37∙40岁�比2000年提高了0∙66
岁。北京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上升比较慢的原
因是有大量年轻的流动劳动力�他们的存在使得
2000年和2005年北京市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分别
年轻了2∙35岁和2∙54岁。由此可见�流动劳动力
在为北京的社会经济建设做贡献的同时�也对缓解
北京劳动力的老化问题功不可没。但同时我们也
应该注意到�在全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这一时
期流动劳动力的老化速度正在加快�平均年龄上升
了1∙07岁。
2∙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状况
从北京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来看�

北京劳动年龄人口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2000年
和2005年其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38∙21％和34∙80％。其次是高中�2000年和2005
年其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分别是29∙48％和
28∙88％（见下页表1）。从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
看�女性存在一定的弱势�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的分布上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而大学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分布则是男性高于女性。虽然2005年
女性的整个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男女之间的差
异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2000年到2005年
的5年间�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了
比较大的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年龄人口
的比例迅速提高�同时伴随着较低文化程度的劳动
年龄人口的比例下降。

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口年龄结构看�低文化层
次人口的比例普遍下降�而高文化层次人口的比较
相应增加。例如�小学及以下劳动年龄受教育人口
比例下降较快。这既是北京市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历程的写照�也是人口发展的产物。1990年以来�
北京市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高中及大学的升学率
大幅度提高�而随着这些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
必然会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素质。

从2000年到2005年�北京市流动劳动力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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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首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 单位：％
2000年

男 女 合计

2005年
男 女 合计

未上过学 0．40 1．53 1．93 0．29 1．03 1．32
小学 4．27 5．82 10．09 2．89 4．56 7．45
初中 21．68 16．52 38．21 18．55 16．25 34．80
高中 14．77 14．70 29．48 14．41 14．47 28．88
大专 4．42 4．95 9．38 6．25 6．51 12．76
本科 5．33 3．89 9．21 6．92 5．72 12．64
研究生 1．13 0．58 1．70 1．36 0．78 2．14

　　　数据来源：（1）国家统计局�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0．95‰原始数据。
（2）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0∙28％原始数据。

表2　首都户籍劳动力和流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较 单位：％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合计

2000年 户籍人口 2．19 11．05 36．48 31．09 8．76 8．90 1．53 100
流动人口 1．49 8．45 41．17 26．72 10．44 9．75 1．99 100

2005年 户籍人口 1．26 7．46 34．13 31．36 12．32 11．57 1．89 100
流动人口 1．41 7．44 35．76 25．36 13．38 14．15 2．50 100

　　数据来源：（1）国家统计局�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0∙95‰原始数据。
（2）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0∙28％原始数据。

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虽然到2005年�北京流
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仍然是初中为主�但其比例
下降了5∙41％。以高中为界�低文化程度的劳动
力所占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受过高等教
育的劳动力的比例普遍提高。与户籍人口相比�除
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劳动力外�其他文化程度上流
动劳动力比户籍劳动都具有优势�这主要是由于北
京的低效服务业容纳了大量外来低文化程度的流

动劳动力�这些就业岗位是户籍劳动力所不愿意参
与的。另外�流动劳动力主要是以经济活动为目
的�北京的经济整体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
流动劳动力要在这种环境下与户籍劳动力竞争就

业岗位自然需要更高的文化素质�这种选择性导致
了流动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与经济整体水平同步发

展�并维持着流动劳动力对户籍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优势。
3∙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是从连续性变量的角度考察人口

的文化水平�它的特点是可以对一个人口的平均受
教育程度做出直观的评价�也更容易对不同人口的
受教育水平进行比较。从下页图1看�首都劳动年

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基本
符合教育事业发展的轨迹。从不同年龄段上看�15
岁－19岁年龄段劳动力在2000年和2005年的受
教育相同�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基本处于高中学习阶
段�这说明北京市的高中教育普及程度比较高�已
经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20岁－24岁年龄段劳动
力的受教育年限最高�2000年和2005年的受教育
年限分别达到10∙89年和11∙92年�这个年龄段正
处于接受高等教育的时期�2005年的受教育年限
超过了11年（相当于高中）说明北京市的高等教育
的普及程度也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25岁以后各
年龄段的受教育年限逐年降低�说明北京市的教育
水平在稳步发展。一般而言�25岁基本完成了全
日制的教育过程�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也就基本定型
了�其文化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年轻时期所接受
的教育�各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正好反映了其
年轻时期的教育发展水平。总之�2005年劳动年
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普遍高于2000年�它说明这
5年来北京的教育水平还在继续发展。

虽然北京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在全国

处于前列�近年来也得到了稳步发展�但通过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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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首都劳动年龄人口分年龄的受教育年限
数据来源：（1）国家统计局�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0∙95‰原始数据。
　　　　 （2）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0∙28％原始数据。

际发达国家的比较�既可以看到北京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也可以通过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历程�预示
首都教育发展的未来。OECD部分国家25岁－64
岁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以高中教育为主�高中及以上
人口所占比例在80％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2
年左右�而北京则是50％左右的25岁－64岁人口
只接受了初中及以下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
年左右。北京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低于发达国家�
这既有现在教育事业发达程度的原因�也有历史上
教育欠发达的积累原因�相信北京只要保持现在教
育事业发展的势头�在新生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和
成年低教育程度劳动力退出的双重作用下�其劳动
力的受教育年限将会逐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4∙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
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第五次人口

普查抽样数据计算得出�2005年首都平均预期受
教育年限为13∙73年 （见右表3）�与2000年
（13∙34年）相比提高了0∙39年�2005年和2000年
分别比全国高出1∙43年和2∙28年。这说明首都
教育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目前高考
升学率已经达到70％左右〔1〕�已经跨越了普及高
中教育的阶段�提高教育质量和改善教育结构才是
今后要教育事业发展的前途。我们从右表3还可
以看到�首都受教育水平存在着城乡差异。城镇与
农村的差异大体在4年左右�男女性别之间基本不
存在明显的差异。由此可见�从改善教育结构的角

度出发�农村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也达到了11
年以上�说明首都农村的教育主要是面临着提高高
等教育入学率的问题。

表3　首都分城乡、性别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2000年 2005年

男性（农村） 11．45 11．42
男性（城镇） 15．24 15．56
女性（农村） 10．95 11．71
女性（城镇） 14．72 15．12
合　计 13．34 13．73

数据来源：（1）国家统计局�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0∙95‰原始数据。
　　　　 （2）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0∙28％原始数据。

通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首都劳动年龄人口的

受教育状况�我们可以发现�首都劳动年龄人口的
教育状态在全国处于比较先进的地位�但同时也应
该看到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随着现有年
龄较老的劳动力不断退出劳动力市场�整个人口和
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会有长足的进步。当前首都平
均预期受教育年限已经突破12年这一“瓶颈”�不
仅预示着要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为流动人口等弱
势群体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完善高中阶段以后
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是必需发展的重点�这也
正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之所在。

从分区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看�地区之间的
差别还是比较大�其中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最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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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为14∙67年�而最短的通州区只有11∙92
年�两者相差了2∙75年。这说明教育发达的区已
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而欠发达地区还只是
处在高中教育的发展阶段。分区数据同样也反映
出城乡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文化素质的差距�农村
人口比例较高的顺义区、平谷区、怀柔区、通州区的
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比较低�而城市化水平较高、
教育机构众多的海淀区、崇文区、西城区居于前三
位（见下表4）。

表4　北京分区县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
地　区 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

东城区 13．38
西城区 14．07
崇文区 14．22
宣武区 13．53
朝阳区 13．45
丰台区 13．75
石景山区 13．74
海淀区 14．67
门头沟区 13．25
房山区 13．53
通州区 11．92
顺义区 12．74
昌平区 13．63
大兴区 13．83
怀柔区 12．23
平谷区 12．51
密云县 13．42
延庆县 13．5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
0∙28％原始数据。

四、结论与讨论
提升首都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并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苦练内功的过程�
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不可忽视的百年大计。尽管
进入21世纪以来�首都劳动年龄人口文化素质有
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与快速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
要求相比�今后一段时期内�首都劳动年龄人口文
化素质的提高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视均
衡的现代教育体系构建�尤其是要解决城乡、区域
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建设一个普通教育与职业教
育并重�录用人才与培养人才并举�城市教育与农
村教育并进的现代教育体系。二是重视人才汇聚
社会环境的形成�尤其是发挥人才的创造性与能动
性�解决好留住人才和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三是
重视首都高校教育质量�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继续
发挥首都高端创新人才的汇聚效应�打造一流的教
师和专业技术队伍�是首都实现长期快速发展的潜
在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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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 Qualities of Beijingʾ s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the New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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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latest authoritative statistical data and scientific statistical analysis techniques�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qualities of Beijingʾ s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the new period．
With the coming of the21century�there is steady improvement in the cultural qualities of Beijingʾ s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particular�significant development can be seen in the average term of expected education．However�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namely�the imbalance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as well as between regions�the gap with the newly industri-
alized countries etc．�which need to be tackled positively so as to sec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ijingʾ s economy in
terms of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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