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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萌芽久已有之，但直到1960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西奥多·舒尔
茨教授发表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著名演讲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才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舒尔
茨也因其在人力资本、农业经济问题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后经明瑟、贝克尔等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推动，人力资本理论逐渐形成体系，并从理论成果转变为
许多国家的政策行为。
罗默的新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使人力资本理论融入经济学主
流。
加强教育、培训和健康投资，加快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也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优势，成为其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而发展中国家也把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强国富民
之道，作为斩断贫困与愚昧恶性循环的利剑。
 　　我国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是从改革开放后起步的，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形成气候，有关人力资
本投资、人力资源管理的著作、论文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
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但总的看来，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似乎更为人所看重，也更得到政府和企业的认可。
迄今为止，也许是“资本”一词的敏感性，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还很少见到人力资本的提法，普遍采用
的是“人才强国”“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等概念。
而企业则把人力资源管理视为企业有效运行和竞争制胜的法宝，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也远比学习
劳动经济、劳动关系专业的学生更受企业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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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产业－职业结构变迁规律研究展开，共分三部分八章内容。
 第一部分为产业－职业就业结构变迁的研究背景，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
第二章是对国内外有关产业－职业就业结构变迁和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管理理论及政策的一个文献
综述，对就业结构和失业概念进行界定，并系统地梳理了统计指标和分类体系。
第三章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结构变迁制度背景进行了整体的梳理。
第二部分为产业－职业就业结构国内研究，包括第四章至第六章。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国和六省市产业就业结构和职业就业结构变迁规律，
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不同地区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区域比较，总结了两种就业结构变迁的规
律及其成因。
第六章为前两章的深化，将就业的职业和产业两种结构相结合，采用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了两者之
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部分为产业－职业就业结构的国际比较和政策建议，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
第七章为产业、职业就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
第八章是对与产业、职业结构相关的就业管理和产业政策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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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净变动除了辽宁省出现正值之外，其他均为负值，在呈现收
缩态势的地区中，浙江、广东两省的幅度明显高于包括上海在内的其他省市，这与第五章的分析相符
；上海市的收缩减慢主要是因为职业结构向现代型转变之后，本省农业职业者比重已经较低，从而收
缩减缓；而河南、贵州两省则恰好相反，是因为职业结构还处于农业职业者众多的传统状态或刚进入
转变的起步阶段，从而使得净变动呈现弱的负值。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净变动出现多种状况，浙江、广东呈现较强的正向变化以及上海、辽
宁呈现较强的负向变动，尽管两组内变动强度和方向一致，但原因却大相径庭，浙广两省都是由于产
业和职业就业结构转型进入快速阶段而造成工业职业者扩张，而沪辽两地区的收缩却并不都是因为产
业就业结构高级化发展而导致工业就业比重自然收缩，原因在前面已有所讨论。
　　商业、服务业人员以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净变动在六省市均呈现正向，且与其他职业类别相
比，其强度也普遍较高，即使是工、农职业净变动较小的河南和贵州两省也呈现了较强的正向扩张趋
势，净变动与从业人员比重均在1／3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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