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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视角下的河南省
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研究

翟文婧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提升女性劳动人口比重和人力资本存量能够大幅度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推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现实已基本形成，城镇从业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也处于上升的趋

势，但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于男性人力资本存量，妇女职业生涯具有的非连续性特点造成的

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以及女性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低于男性等问题，使女性人力资本开发

受限。因此，应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形成有利于女性职业发展的环境；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

补充女性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女性劳动力人口质量；搭建服务平台，促进女性高层次

人才成长，不断加大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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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李克强总理曾提到
中国近几十年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

“人口红利”。我国学者也将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生

产要素供给充分、社会储蓄高等对国家经济增长起

到积极效应的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展望联系

在了一起。

国外学界认为，人口红利将能够带来劳动力增

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提升。中国学界一致

认为我国存在人口红利或正处于人口红利期，这是

中国享受极高的潜在增长率与实现大体相同的实际

增长率的重要原因。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人口红利预测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

系，忽视了在二元经济特征逐渐减少的条件下如何

进一步利用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带来利好。美国

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多·Ｗ·舒尔

茨［１］指出，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为经济增长

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可能，但鲜有学者对人力资本

理论中的“女性资本”进行深度挖掘，“传统人力资

本理论缺乏对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和‘投资环

境’的研究，而人力资本是对特定性别而言的”。

女性人力资本虽是蕴含于女性自身的各种知识素

养、劳动技能和健康素质存量的综合，但绝不仅仅

是在女性身上的投资，还包括家庭和社会的投

资［２］。笔者认为，在人口红利视角下讨论女性人

力资本的开发和投资有其独特性与必要性。女性

人力资本开发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关系密切，女

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当前，

国内各省市之间人才竞争加剧，开发、利用、增强

和发展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的优势已刻不容缓。

因此，本文拟对女性人力资本在河南省的发展建

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优势，河南省开发女性人力

资本的障碍与对策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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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女性人力资本开发在河南省的

发展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优势

　　２０１３年河南省人口总数为１０６０１万人，男女性别
比为 １０７．３１００，女性人口数为 ５１１４万人［３］（Ｐ９９）。

２０１３年在河南全省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中，１５～６４岁
劳动人口的比重为６９．８％，出生率为１２．２７％，死亡
率为６７６％，自然增长率为５５１％［３］（Ｐ１０２），总抚养

比为 ４３２％［３］（Ｐ１０５）。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比在

５０％以下称为人口红利开启［４］。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２〕
２４号）和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年）》提出的总体要求，河南省正在努力打造郑
州航空港经济集聚区和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

开发女性人力资本，有利于河南省充分利用人力资

源优势加快发展，尽早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

引擎和国家内陆开放高地。

于雁洁［５］通过时序模型对河南省进行实证研

究的结果表明：女性人力资本有较高的社会收益率。

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会带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和

科技创新，缺乏这些因素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

进步。此外，生产模型仅体现了女性人力资本作为

直接生产要素投入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若考量

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和社会效应，

女性人力资本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更大。

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
的现实已经基本形成

河南省的城镇化率２０１１年为４０．５７％，２０１２年
为４２．４％，２０１３年为４３．８％，目前仍落后全国平均
水平９．７个百分点。［３］（Ｐ９９）随着河南省经济的发展
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河南省每年需转移约１５０万
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大批农村男青年劳动力离乡

加入了农民工的行列，农村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

出现了男性缺席的状况，农村女性在家庭结构出现

缺失时成了农业生产的实践者和维持家庭完整的工

作者。目前河南省的农村女性人口数为 ２８７４万
人［３］（Ｐ９９），在家务农劳动力中近６０％为农村女性人
口，个别地区甚至达到７０％以上。农村女性为实现
农业现代化在劳动中不断学习新的农业生产技术，

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兼顾资源节约，不以破坏生态

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的增加，对加快中原经济

区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广大的农村女性作

为农村的主力、农村的主体，不但要承担起农业生产

的重担，还要在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如家庭和睦、邻

里团结、孝敬老人、计划生育、教育子女等方面扮演

重要的角色。

２．城镇从业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处于上升的
趋势

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的建设为

女性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时代机遇、更多的政策支持、

坚实的体制支撑、优良的组织环境和更有力的社会

保障。随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发生

的显著变化，男性承担家务劳动的自觉性提高，越来

越多的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社

会，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目前，河南省

的城镇女性人口数为２２４０万人［３］（Ｐ９９），全省非农业

户口女性人数为 ８９１．４１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１９３％［３］（Ｐ１１６）。女性人口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可

通过参与三次产业为河南省建设做出贡献；作为家

庭中的妻子和母亲，则可通过家庭决策和对子女的

教育影响“三化三型”社会的建立。因此，女性在河

南省建设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参与方式和作用。

由此可见，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在社会生产和

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女性既是社会生活的主

体，也在家庭中承担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对河南省

实现“三化三型”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障

碍与对策

　　１．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障碍
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是获得整体性人力资源高

资本存量、实现其价值最大增值的关键所在。但由

于女性在诸如知识、技术、生产能力、投资环境、投资

对象、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影响到女性人力

资本的开发。首先，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低于男性人

力资本存量。受传统观念影响，女性更偏重于回归

家庭、服务家庭，因此，相比男性来说，女性劳动者受

教育程度偏低。数据表明，男女未上过学的比例为

３．７７．６；男女受教育比：小学为２５．８２７．９，初中
为４６．０４５．０，高中为 １６．０１３．１，大学专科为
４．７４．３，大学本科为 ３．６２．０，研究生为 ０．２
０１［３］（Ｐ１０７）。其次，女性职业生涯具有的非连续性特
点造成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相反，男性劳动力

在稳定的职业生涯中获得了更多的在职技能培训和

职业培训，人力资本得到增加，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更

受青睐。再次，女性人力资本的市场收益率低于男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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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折旧率高于男性。女性劳动年龄以１６～５４周岁
计算，男性劳动年龄则以１６～５９周岁计算。［３］（Ｐ１１０）

综上所述，女性就业范围狭窄，就业机会较男性少，

因此，在职场中其人力资本增加的途径受到了限制。

２．河南省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的应有对策
第一，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形成有利于女性职业

发展的环境。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高社会性别意

识，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形成有利于女性参与河南

省建设的有利环境：建立一个无性别歧视的环境，保

证女性平等的出生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打破传

统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束缚，提升女性的平等意识、独

立意识、竞争意识、自主意识、创新意识；通过宣传使

整个社会认识到女性是富有创造精神和积极性的人

力资源，是河南省建设的重要实践者和中坚力量，河

南省各级妇联组织、工会应把区域内各个领域的女

性组织起来，提高女性的社会关注度和群体的凝聚

力；团结带领广大女性认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成

为河南省建设的“红色娘子军”；积极开展各种活

动，促进女性积极作用的发挥；妇联应履行好宣传、

组织、教育和服务女性的职能，提高建设、服务女性

参与河南省建设的能力。

第二，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补充女性人

力资源。维持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的人口结构是挖

掘新的生产要素的源泉、延长人口红利的基础。劳

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是人口红利的重要特征，实证分

析也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弹性系数比较大，对

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要有效延长人口红

利，必须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消除劳动力供

给制度障碍。首先，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挖掘劳动

力供给潜力。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促进农村社

会精细分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村改革的深

入、资源的优化配置离不开女性的劳动力供给与对

科技的掌握。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

生产关系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打破劳动力城区间、城

乡间流动的制度障碍和行政分割，并保障外来劳动

人口安心工作，为河南省劳动人口提供补充。其次，

要扩大就业。从对常住人口红利的实证分析中可以

看出，劳动力的参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随着河南省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乡镇企业和

乡镇城市化的发展会留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实

现产业和城市互动融合发展。为进一步提高人口红

利的利用效率，需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着重

发展就业拉动作用最大的第三产业。河南省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引领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

的优化配置上，还体现在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加健全，

教育、文化、餐饮、住宿、旅游、休闲等第三产业更加

完善上。［６］目前，河南省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仅占

全省从业人员总数的２８％［３］（Ｐ１３５），第三产业对经济

发展的贡献率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９．１％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
２８．５％［３］（Ｐ５９），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表明，第

三产业若要壮大，仍需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推动低端

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如旅游、文化、物流等）

转移，挖掘更多女性劳动力需求潜力，增强经济发展

的多元性和稳健性，促进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

匹配。

第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女性劳动人口质

量。２０１３年，河南省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包括研
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占学生总数的

５３１％，受中等教育的女学生占总数的４８．６％，受
初等教育的女学生占总数的 ４５．８％，均未过
半。［３］（Ｐ７８３）２０１４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男女受教育比
重正在向男性倾斜［３］（Ｐ１０７）。而提升劳动年龄人口质

量是增加人口红利、提高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关键。

河南省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

集型产业的转型，不仅需要人口红利的数量支持，更

需要劳动人口质量的保证。

随着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大对教育的投

资力度可以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具有较高知识

文化水平的女性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其数量的逐年增长，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与

经济发展已形成良性互动循环。知识经济大背景下

提升女性教育水平的途径主要有：通过九年义务基

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创新职业教育、网络教

育等教育形式，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以适应产业结构

升级的需要；完善优厚的政策条件，包括健全女性教

育法律法规，设立教育发展基金、奖学金、助学贷款

或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鼓励和保障女性学习，

使其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为河南省的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

全面提高女性科技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是女

性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河南省最为迫切

的要求，更是河南省实现“三化三型”的需要。对河

南省来说，通过知识进步促进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完

善技术创新体系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所在。

而教育和培训已成为女性综合素质提高和社会地位

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应对各层面的社会女性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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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现代文明知识的培训，通

过一系列的教育培训，使女性成为参与社会、拥有技

术、懂得生活的高素质新时代女性。

第四，搭建服务平台，促进女性高层次人才成

长。女性人力资本的开发与高层次人才成长往往受

地方文化特点的影响。河南省目前女性人力资源结

构不合理，高层次女性人才数量偏少，而且女性从业

多集中于第二、三产业中较低的层级，在国家政治、

经济、教育、科技和社会建设等“高”“精”“尖”领域

中女性尚未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２０１１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
４３．４％，河南省仅为 ２９．３％，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１４１个百分点，连续几年位居全国末位。［３］（Ｐ２０８）在
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逐渐向现代产业转变过程中，

第三产业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发展为生产和

生活服务的行业。目前，河南省以批发、零售、餐饮

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接近６０％，
而以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近

年来虽有发展，但由于起步晚、基础差，所占比重仍

较低、发展仍较滞后。［３］（Ｐ２０８）河南省就业女性向第三

产业流向的实际情况表明，女性正在逐渐摆脱繁重

体力劳动、不良劳动环境的第一、二产业，转向适合

女性心理、生理特点又能发挥女性优势的第三产业。

数据表明，个体、私营企业中的女性就业者每年都在

增加，第三产业正在吸纳更多的城镇女性就业。目

前河南省正在培育壮大与航空港建设关联的高端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形成全球生

产和消费供应链中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因此，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商贸交易、产业培育、特

色旅游、城市化综合配套等为女性人力资本开发提

供了良机。综上，通过教育普及，以及将学前、高中

和高等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以促进高水平人口的迁

移流动，是增加女性人力资本总量、促进女性高层次

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女性人力资本质量的提

升，不仅能为企业保持发展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提供

智力保障，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

［参　考　文　献］

［１］　西奥多·Ｗ·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Ｍ］．蒋斌，张蘅，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

［２］　潘泰萍．论我国女性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建议［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６）：５９．

［３］　河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河南统计
年鉴２０１３［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４．

［４］　ＤａｖｉｄＥＢｌｏｏｍ，Ｊｅｆｆｒｅｙ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ｉ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ａｓｉａ［Ｊ］．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Ｒｅｉｅｗ，１９９８（３）：４１９．

［５］　于雁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河南省时序
模型的实证研究［Ｊ］．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２（１１）：７９．

［６］　张占仓，刘爱荣，杨迅周．三化协调发展的河南实践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