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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分析
!

---经济发展效率与创新能力方面的测度

徐
!

硼

摘
!

要!针对人力资源投入%产出%潜力和发展环境
$

个维度#笔者构建了人力资源竞争

力指标#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测度了
/""!

至
/"!!

年中国和
$"

个主要国家的人

力资源竞争力$研究发现!十一年来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提升明显#平均增速排名第一(

加大人力资源投入有利于提升国家竞争力(中国的人力资源排名仍然不高#需加大人力资

源投入#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人力资源竞争力(经济发展效率(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成本优势是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原

因$遵循着这一比较优势#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至
/"!"

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

年跨入&十万亿美元俱乐部'#国内外学者将这一巨大成就称为&中

国奇迹'

)林毅夫%姚洋#

/""&

!

!7/

*

$但是随着要素成本的上升#原先的比较优势已经难以

支撑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挖掘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力资源是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的重要载体#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不断提升#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凸显#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

或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党的十八大提出&推

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的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
/"!"I

/"/"

/更是对我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水平具体规划---&到
/"/"

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人力资源强国是关于一个国家人力

资源竞争力及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的相对概念#只有通过进行国际比较才能判定

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行列$

!==6

年洛桑管理学院在其洛桑报告)

8914C

P9E

0

<2+2+?<)<.. <̂31K99*

*中首次提出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推出了国家竞争力排行榜#

之后世界经济论坛)

8914CJ(9)9E+(Y91-EI8JY

*也于.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发布了全

球竞争力指数)

c49K34P9E

0

<2+2+?<)<..V)C<>

#

cPV

*排名#

/""%I/"!B

年中国
cPV

得分排

名依次为第
B"

%

/=

%

/H

%

/&

%

/=

和
/=

名#排名整体呈现波动态势$由于缺少专门的评价体

系#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国际排名仍然存疑#笔者将.全球竞争力报告/的
!/

个柱状指标

与
cPV

排名进行相关性分析 )见表
!

*#基于马歇尔人力资源是&对人本身的投资所形成

的资本是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的说法#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劳动市

场效率和创新等与人力资源相关的指标表现出与
cPV

得分排名呈较高的相关度#国家人

力资源竞争力对
cPV

得分有很高的贡献度#可以提出研究假设!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与

全球竞争力排名)

cPV

*呈正相关#因此构建人力资源竞争力评价体系#对于判断我国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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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竞争力水平#寻找并破除制约我国人力资源提高的因素#跻身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提升我国综合

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表
%

!

RPT

人力资源相关指标与竞争力排名相关分析

指标
;541:,9

系数 指标
;541:,9

系数

制度
"#6!6

劳动力市场效率
"#$/B

基础设施
"#/B=

金融市场发展
"#&HH

宏观经济环境
"#$$&

技术就绪度
"#B&

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
"#H%B

市场规模
"#!

高等教育与培训
"#&B6

商业成熟度
"#&!&

商品市场效率
"#$=B

创新
"#//$

一%文献综述

人力资源竞争力分析起源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外可以上溯到
!=%"

年世界经济论坛)

8914C

J(9)9E+(Y91-E

#

8JY

*和
!=%=

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

VXU

*两个世界竞争力研究报告$此

外还有迈克尔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基于
!"

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研究#提出了&钻石模型'一理解和评

价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全新方法$在上述评价体系中#人力资源均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瑞士洛桑管理

学院的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将科学技术和国民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指标#而人力资源正是上

述两种要素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人力资源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展开了深入研究$袁振国)

/"!B

*认为对发达国

家的经济追赶#需要超常规的人力资源积累#是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的第一发展要务$赵曙明)

/"!B

*认

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为配合转型经济需要#必须结合中国特色#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多元化%跨文化

下的文化智力#实现超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借以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陈庆良和赵曙明)

/"!B

*认为

规范劳动力市场%完善法律环境%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加强管理层面专业化和技术化是提升中国本土化

人力资源管理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张晓青)

/""!

*梳理了人力资源组织结构#发现提高中国人力资源资

源素质%减少人力资源的大量闲置以及大力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助于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的

提升$夏建刚)

/""=

*对
$"

个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源竞争力进行聚类分析#指出历史背景%经济%人力资源

综合竞争力以及综合国力等是造成国家与地区之间差异的重要因素#在比较中美两国
/""6

年和
/""&

年的人力资源数据后#提出政府需要加强对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入$袁振国)

/"!B

*通过对比世界
$$

个

国家
/""!

%

/""H

和
/"!"

年这
B

个时间节点的人力资源竞争力#指出中国只需继续发挥数量指数和贡献

指数方面的优势#改善投入%结构%质量和发展环境#

/"/"

年将可能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刘秀华

)

/""B

*认为人力资源的竞争力评价指标大致归纳为创新能力指标%团队学习能力指标这两大块#其中创

新能力指标又分为研究
S:U

投入强度%开发人员及其比例%专利的拥有量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

上述研究从改善中国人力资源使用效率#提升国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展开了细致分析#为本

文在理论和指标构建上均提供了重要参考$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全新经济增长源泉

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人力资源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意义重大#不能再仅仅

当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普通因素看待$所以笔者将人力资源提升至中国崭新经济增长源泉的高度#在

指标构建时突出了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效率与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同时#选取北美%欧%亚%非等
$"

个国家地区作为比较对象#涵盖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多层次考察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论证其是

否能成为中国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二%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当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主要有!经验判断法%专家评价法%权威文献法%文献聚合分析法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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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水平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的研究较少#较成熟的研究范例有全球竞争力报告)

8914C

P9E

0

<2+2+?<)<.. <̂31K99*

*%洛桑报告等)

QG<c49K34P9E

0

<2+2+?<)<..S<

0

912

*#是人力资源竞争力分

析方面的权威文献$笔者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行指标体系构建#考虑到当前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

键时期#亟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在指标选取时重点突出了创新驱动发展与要素生产效率两方面$

根据上述原则本研究构建的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数由
$

个一级指标%

%

个二级指标和
!6

个三级指标

构成)见表
/

*$各级指标的具体构成如下$

表
#

!

创新驱动与效益质量下的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人力资源投入

医疗资源投入

行业资源投入

g!

医疗卫生总支出)占
cUO

的百分比*

g/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现价美元*

gB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百分比*

g$

劳动力参与率)占
!6

岁以上总人口的百分比*

g6

劳动力总数

g&

服务业就业人员

gHS:U

研究人员)每百万人*

人力资源产出
科技产业化

经济产出

g%

科技期刊文献数

g=

居民专利申请量

g!"

人均
cUO

)现价美元*

人力资源环境
经济环境

g!!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N9O

#现价美元*

人力环境
g!/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人力资源潜力

教育基础

新新潜力

g!B

中学入学率)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g!$

国家议会中妇女席位的比例)

f

*

g!6

互联网用户)每
!""

人*

!#

人力资源投入

在人力资源投入方面下设医疗资源投入与行业资源投入两个二级指标$首先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

后#对医疗资源要求提高$一国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建设#需要以高技术科技人才工作年限与寿命延长作

为前提条件#一国养老保障制度#医疗投入%发展的好坏将决定人才强国建设是否能够成为现实)

W<<

#

/""&

*$因此本文选取了医疗卫生总支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和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这三项指标作为更详

细的三级指标$

行业投入资源作为科技人力资源投入#是人力资源竞争力最基本的指标#也是在数据上能够最直观

的反应国家人力资源竞争力的指标$为突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方针#在劳动力参与率与劳动

力总量等传统指标基础上特别加入了服务业就业人员#

S:U

研究人员两项指标$科技研究人员作为

战略性发展投资指标#其培养和成长需要通过大量的研究与开发活动#而研究与开发活动本身又需要大

量的投资#因而国家人力资源竞争力与
S:U

人员数量有密切的正相关性
)林喜庆%郑琳琳#

/"!!

!

H=7%/

*

$

/#

人力资源产出

借鉴刘秀华)

/""B

*#袁振国)

/"!B

*等人的指标构建方法#选取
S:U

研究人员%科技期刊文献数%居

民专利申请量等指标#体现人力资源在创新与科研活动的贡献#同时反映创新驱动这一经济发展方式在

各国或地区的国民经济中所起作用$科技产业化%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性越发的凸显#将人力资源投入转

化成量化的科技期刊文献数%居民专利申请量和人均
cUO

#可以更为直观地从数据上体现出投入的成

果转化结果$

B#

人力资源环境

区域吸引人才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人力资源的竞争力$李宝元)

/"!!

*构建了四个维

度来评价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包括人力资源经济支柱%教育投资开发%市场的配置和健康保障的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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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综合评价了
B$

个国家
/""$I/""H

年的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人力资源的外部环境分为硬环境包

括经济环境%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软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两大部分
)林喜庆#

/"!!

*

$洛桑报告

中#突出了营商环境与制度距离对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影响#市场的不完善以及恶劣的投资%工作环境都

会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阻碍高素质人才和先进生产力的进入#与税收%运输费用等传统的交易费用不

同#在达到一定的门线水平时#这一阻碍作用将长期存在
)

W<,

#

!=6$

!

!B=7!=!

*

$为体现环境作用对人力资

源竞争力的影响#笔者选择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以及时下受到政府重视的城镇人口数量与洛桑报告

中的营商环境和制度水平对应#作为人力资源的环境指标$

$#

人力资源潜力

通过深化教育和开发新兴潜力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目的的巨大潜力也是本文指标构建的一个指导

方向$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随着世界新新女性的

思想运动和女权主义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登上企业和国家的重要的舞台$与男性领导截然不

同的女性领导#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所使用的刚柔并济的方式#打开了人力资源潜力的崭新的大门$因

此#互联网用户与国家议会妇女席位比例也成为本文选取的度量指标$

)二*数据搜集

根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本研究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选取了
/""!

到
/"!/

年间共
!/

年的
!6

个指

标数据#涵盖北美%欧洲%亚洲%非洲%澳洲等
$"

个国家地区#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一致性和权威性#

8N

数据库提供的国家数量为
=%

个#发展指标变量为
&"

个#初步筛选
/6

个与人力资源竞争力相关性

较高的指标$由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更新速度较缓#

/"!/

年
$"

个国家的
!6

项指标数据缺失严重#如香

港%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俄罗斯联邦等
!$

个国家#

!6

项指标数据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

失#如科技期刊文章%

S:U

研究人员%中学入学率以及专利申请量#居民等指标#

/"!B

和
/"!$

年的数据

缺失情况更为严重$因此#本研究样本剔除了
/"!/

到
/"!$

年的数据$

三%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标分析

)一*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因子分析

笔者构建的人力资源竞争力体系涵盖
!&

个三级指标#变量数目众多#在纷繁的数据中难以快速评

价各经济体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强弱$而人力资源竞争力强的经济体#往往具有多项领先的三级指标#其

中可能存在某些潜在的共性因子影响这些经济体的人力资源竞争力$因子分析能将相同本质的多项指

标归于一个因子#有助于迅速识别各经济体的人力资源竞争力#所以本文在实证部分首先采用因子分析

挖掘公因子#减少变量数目$

进行因子分析需要考察
;XF

和
N3124<22

2

.

检验#根据统计学家
;3+.<1

给出的观点#若
;XF

的值

大于
"#6

#表示样本数据较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
LOLL

的
;XU

分析表明所有年份的数据的

;XF

值均大于
"#6

#

N3124<22

球度检验的相伴概率均在
"#"6

水平上显著$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降维#用
!6

个指标进行分析中国人力资源快速增长#由于维数过多而难以梳理#

为此采用因子分析中的公因子进行分析#可更好地解释中国人力资源的快速上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对
/""!

年和
/"!!

年的数据进行旋转得到旋转成份矩阵)见表
B

*$

从公因子内部变化来看#中国的公因子
Y!

在
$"

个国家中始终排最后一位#然而
!!

年间公因子
Y/

的排名从第
!"

位上升至第一位#公因子
YB

的排名从
/=

名上升至
/"

名$说明公因子
Y/

和公因子
YB

对于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排名提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年#公因子
Y!

的得分为
I/#/"&H%

#但是相对于
/""!

年的
I/#B==!H

来说#提升了
"#!=/B=

$

影响因子
Y!

中的具体指标影响的排序为!人均
cUO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服务业就业人员%互联网用

户%

S:U

研究人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医疗卫生总支出#而这些指标在
!!

年间均有大幅上

升#尤其是
cUO

指标#目前已位列世界第二$

/"!!

年
Y/

得分为
$#/BH"%

#较
/""!

年的
"#!%

提高了

$j"6

#具体指标按照影响因子的大小排序为!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科技文献数%居民专利申请量和劳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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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总数$

/"!!

年
YB

得分为
"#/H6B

#较
/""!

年得分提高了
"#&=

#其中得分较高的指标排序为!公共医

疗卫生支出%中学入学率以及国家议会中妇女席位的比例$

/"!!

年
Y$

得分为
/#=$!6/

#较
/""!

年得分

降低了
!#%6

#其中只有劳动力参与率这一个选项是影响因子的分数占比较大的因子$

表
I

!

人力资源指标旋转成份矩阵对比)

#$$%W#$%%

*!

年份
"))! ")!! "))! ")!! "))! ")!! "))! ")!! "))!

因子排序 公因子
Y!

公因子
Y!

公因子
Y/

公因子
Y/

公因子
YB

公因子
YB

公因子
Y$

公因子
Y$

公因子
Y6

公因子排名与得分
$"

)

I/#$

*

$"

)

I"#/!

*

!"

)

"#!%

*

!

)

$#/$

*

/=

)

I"#$/

*

/"

)

"#/%

*

!

)

$#H=

*

!

)

/#=$

*

!!

)

"#!%

*

S:U

研究人员
)每百万人*

数据缺失较多
"#H/$ "#H=B "#"&% "#""/ "#B%6 "#!6H "#/B6 "#/H" "#/H"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 "#%/= "#H!& I"#"$6 I"#!!" I"#/"B I"#BH$ I"#/6& I"#"H= "#"/!

服务业就业人员
"#%B% "#%$/ "#/"% I"#!%& I"#!"! I"#/H= I"#B"6 I"#/!% I"#!H$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占医疗总支出的

百分比*

I"#!!! "#""B I"#!!6 I"#!"" "#%B% "#%&6 I"#/BB I"#"B6 "#/"H

国家议会中妇女席位
的比例)

f

*

"#BB6 "#$/& "#!/$ I"#"=6 "#&6H "#&!& "#B"6 "#B"% I"#$&/

互联网用户
)每

!""

人*

"#%6" "#%!H "#!%% I"#"6/ "#!=" "#//$ "#/"6 "#//% "#"B=

科技期刊文章
"#!BH "#/$! "#%%/ "#%=& I"#"&% I"#""% "#"=H I"#//H "#BHH

劳动力总数
I"#BH/ I"#B"6 "#/"! "#%!= I"#!"6 "#"!$ "#H&& "#B%B "#!$/

劳动力参与率#总数
)占

!6

岁以上总人
口的百分比*

"#!HH "#//% "#"&= "#/6" I"#/"" I"#/!% "#%"% "#&=H I"#"/B

人均
cUO

)现价美元*

"#H=H "#="H "#$"/ "#"6! "#/!$ "#!&/ "#"=H "#!/! "#!&%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现价美元*

"#6&H "#%6B "#&H% "#/$& "#B&B "#BB/ "#!!6 I"#"B! "#!B/

入学率#中学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BB "#"B& "#!"& I"#"B" "#H%/ "#HB! I"#!=B I"#/H! I"#"6B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

N9O

#现价美元*

"#!BH "#""$ "#%%% "#="$ I"#!&= I"#!$% "#!%% "#!!% "#"H=

医疗卫生总支出
)占

cUO

的百分比*

"#!"H "#6B! "#HB& "#B6H "#$%= "#$&/ I"#"$6 I"#B"= I"#"="

居民专利申请量
"#!H! I"#"$% "#B/6 "#%=6 "#"$B "#""" "#!"/ "#!!= "#%6&

!!

从单项
!6

个项指标看#

/"!!

年相较于
/""!

年的
Y!

包含指标对比!人均
cUO

上升至影响力第一%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上升至第
/

位%服务业就业人员后移一位%互联网用户%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

降
B

位%

S:U

研究人员不变#出现新增指标医疗卫生总支出$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

生方面的支出也相应提高$公因子
Y/

前
/

位指标保持不变#专利申请量和劳动力总数替代了医疗卫

生总支出和人均医疗卫生总支出$公因子
YB

所含指标项的内部排序没有变化$公因子
Y$

中的指标

只剩下劳动力参与率$

对比
!!

年间的排名上升后分析计算出的人均
cUO

位列第一#说明人均
cUO

的上升在拉动中国人

,

/"!

,

!/""!

年提取了
6

个公因子#

/"!!

年为
$

个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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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国际竞争力起主要作用$从公因子所含的影响较大的指标项中分析得出#提升中国的人均

cUO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服务业就业人数量%互联网用户%

S:U

研究人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和医疗卫生总支出应该是中国提高人力资源竞争力的需要关注的重点#这也与
8JY

指标中所选取的

类别相符合$

)二*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排名解析

!#

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排名)

/""!I/"!!

年*

本研究采用回归法计算各个公因子的得分系数#然后利用线性加权计算各公因子的得分#根据公式

(

G

L

(

A

)

%

GR

%

)其中
)

%

为公因子方差贡献率#

GR

%

为公因子得分*#计算
$"

个国家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

得分及排序)见表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

/""!

年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排名最低为
B=

名#

/"!!

年

排名达到最高为第
=

名#相比
/""!

年的
B=

名上升了
BB

个位次#表明在
/!

世纪初始的
!!

年间#在
/""%

年前人力资源排名上升较为缓慢#且有波动$在
/""%

年国际金融风暴后#由于中国应对措施得力#各项

发展指标不仅未受影响#且持续增长#使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出现了飞跃式的上升#与中国经济总量排

名呈高度相关$中国人力资源在世界的竞争力有着显著提升#中国人力资源建设在中国世界竞争力的

排名上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力$进一步验证了
L949,

)

!=6&

*提出的理论$

表
J

!

世界人力资源竞争力年度变化表)

#$$%X#$%%

*年

国家名称
"))! "))" "))# "))$ "))% "))& "))( "))P "))' ")!) ")!!

美国
! ! ! ! ! ! ! ! ! ! !

挪威
/ / / / / / / / / / /

瑞典
B B B B $ $ 6 $ & & 6

丹麦
$ $ $ $ B B B B B B B

芬兰
6 6 6 6 H & H & % % &

日本
& % !! & % = = = 6 $ H

荷兰
H H & H 6 6 $ 6 $ 6 $

加拿大
% & !" !! !/ !! !! !! !! !/ !B

德国
= = % !" !" % !" !" H H %

比利时
!" !! H = = !H % % = = !"

英国
!! !" = % & H & H !" !" !!

新西兰
!/ !/ !/ !/ !! !" !/ !/ !B !! !/

新加坡
!B !B !B !$ !6 !& !6 !& !H !H !H

大韩民国
!$ !& !& !& !& !$ !& !6 !6 !& !6

爱尔兰
!6 !6 !$ !6 !$ !/ !B !B !/ !6 !&

西班牙
!& !H !6 !B !B !B !$ !$ !$ !B !$

香港
!H !$ !H !% /" /% /B /& /& /= BB

意大利
!% !% !% !H !H !6 !H !% !% != /"

葡萄牙
!= // != != !% !% !% !H != !% !%

爱沙尼亚
/" /! // // // /! /" /" /! // //

塞浦路斯
/! != /" /" /! /B /6 /B /B /$ /6

马耳他
// /" /! /! != // != // /H /B /$

斯洛文尼亚
/B /& /$ /$ /$ != /! != /" /" !=

捷克
/$ /$ /B /B /B /" // /! // /! /!

委内瑞拉
/6 /B /6 B" B" BB B" B! B! B& B&

立陶宛
/& B/ /% /& /& /6 /& /6 /$ /6 /B

南非
/H /= /= B! /= /= B$ B& B6 B! B"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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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 /6 /& /H B! B! BB B6 B/ B/ B!

保加利亚
/= BB B! B$ BB B/ B/ B/ BB BB B$

波兰
B" B" B" /= /H /H /% /% /% /H /&

拉脱维亚
B! /H /H /6 /6 /$ /$ /$ /6 /& /H

俄罗斯
B/ /% B/ /% B6 B& /= B" B" B" /%

克罗地亚
BB B6 BB B/ /% /& /H /H /= /% /=

哥伦比亚
B$ B$ B$ BH B& BH B& BH B& B$ B/

巴拿马
B6 B! B& BB B$ B6 B6 B$ B$ B6 B6

匈牙利
B& B& B6 B6 B/ B" B! BB BH B% B=

巴拉圭
BH BH BH B% B% B= $" $" B= B= B%

罗马尼亚
B% $" $" B= B= B% B= B= $" $" $"

中国
B= B% B% B& BH B$ BH /= !& !$ =

土耳其
$" B= B= $" $" $" B% B% B% BH BH

/#

中国各项指标年度变化分析)

/""!I/"!!

年*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原因#对
!!

年的指标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变化率

超过
!"""f

的指标有互联网用户和居民专利申请量(变化率超过
$""f

的指标有人均
cUO

%人均医疗

卫生支出%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和科技期刊文献数(变化率超过
!""f

的指标依次排序为外国直接投资

净流入%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人均
cUO

%科技文献数%

S:U

研究人员 %服务业就业人员%公共医疗卫生

支出%中学入学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医疗卫生总支出%劳动力总数(变化率未超过
!""f

的指

标有
/

个为劳动力参与率和国家议会中妇女席位的比例$可见
!6

项指标均做出了正向的贡献#除
/

个

指标贡献较低外#其它指标贡献率都在
/

倍以上#最高达到
!"

倍#这也就不难解释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

快速增长的原因$

表
,

!

中国人力资源指标变化

"))! ")!! !!

年排名变化 年均增长率

S:U

研究人员 )每百万人*数据缺失较多
B/ B/ " !6#!%f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 B= ! !/#B=f

服务业就业人员
$" $" " !$#B"f

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百分比*

BH /= % !$#/%f

国家议会中妇女席位的比例)

f

*

!/ // I!" %#%%f

互联网用户)每
!""

人*

B% B& / !B!#="f

科技期刊文章
H / 6 B%#&Hf

劳动力总数
! ! " =#HBf

劳动力参与率#总数)占
!6

岁以上总人口的百分比*

! ! " %#$&f

人均
cUO

)现价美元*

$" B= ! $H#6$f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现价美元*

B= B= " 6B#!"f

入学率#中学)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BH B/ 6 !B#6$f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N9O

#现价美元*

$ ! B &%#!$f

医疗卫生总支出)占
cUO

的百分比*

BH BH " !"#/!f

居民专利申请量
6 ! $ !/6#%6f

!!

B#cPV

得分排名与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排名相关性分析

为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假设!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与其全球竞争力排名)

cPV

*呈正相关#

我们将
/""!I/"!!

年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的排名与
cPV

排名#以及
8JY

中与人力资源竞争力相

关的
6

项指标#即高等教育与培训%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劳动力市场效率%技术就绪度和创新等指标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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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O<31.9)

相关分析)见表
&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

至
/"!!

年间#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排名与

中国
cPV

排名相关系数为
"#&%/

#并在
"#"!

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通过对中国

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的排名与
8JY

中的高等教育与培训%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劳动力市场效率%技

术就绪度和创新
6

个柱状指标相关性分析发现#高等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与培训%医疗卫生和基础教

育%劳动力市场效率与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排名呈高度正相关#并在
"#"!

水平上显著#而技术就绪度和

创新则表现为负相关#表明这两个指标柱对人力资源竞争力的影响较小$

表
!

!

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全球排名与
RPT

人力资源相关指标的相关性!

UT6

全球竞
争力排名

高等教育
与培训

医疗卫生和
基础教育

劳动力市场
效率

技术就
绪度 创新

中国人力资源
竞争力全球
排名

O<31.9)

相关系数
"#&%/

'

"#==&

''

"#=B6 "#H=% I"#!"" I"#!//

显著性)双侧*

"#"/! "#""$ "#"&6 "#/"/ "#="" "#%H%

@ !! $ $ $ $ $

四%结论与启示

笔者以
8JY

和洛桑报告为参考系#构建了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

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和全球
$"

个国家人力资源的综合竞争力#得出以下结论$

!#

十一年来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提升明显#平均增速排名第一$

/""!

至
/""%

年中国人力资源竞

争力排名上升幅度较为缓慢#

/""=

年后出现快速上升势头#到
/"!!

年上升到第
=

位#在
$"

个国家中进

步排名第一$旋转矩阵分析显示#上升最快的指标是人力资源投入中的劳动力参与率#新晋影响因素为

居民专利申请量%劳动力总数%中学入学率和国家议会中妇女席位的比例$这一检验结果反映了推动中

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当前贡献度较低的指标应该成为未来中国人力资源建设的方向#本

文显示
S:U

研究人员和医疗投入为中国尚待加强的地方$

/#

加大人力资源投入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竞争力$本研究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与各经

济体综合竞争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I/"!!

年间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的排名与中国
cPV

排

名呈高度正相关$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的提升#说明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加

大中国人力资源的投入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保障#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是提高我国劳动

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国需要通过深化教育和开发新兴潜力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从国情

出发#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教育和研发等人力资源方面的投

入#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推动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通过制

度改革#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B#

中国的人力资源竞争力相对较弱#需继续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分析发现#美国%英国%德国等
=

个

国家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在
!!

年间的综合排名较为稳定$相较于美国人力资本世界第一的稳固地位#

中国的人力资源竞争力还是相对较弱的$中国的年度排名在
/""%

年前徘徊在第
B"

到第
$"

位之间#

/""%

年之后中国的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排名便呈现阶梯式快速增长$中国的排名在
/""%

年之

前低于俄罗斯%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南非等大多数国家#选取的
!6

项指标中的
!B

项指标在
/""%

年之后

出现了大幅提升#使中国超越了
/"

多个国家而名列第
=

$为了将中国人力资源国际竞争力提升到一个

崭新的高度#未来应在设置各项人力资源政策指标中突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方针$在中国经

济转型的重要关头#需要重点突破创新驱动发展与全要素生产效率两方面#根据本文的指标设置#调整

和强化相关人力资源政策#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提升#从而使得中国整

体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

6"!

,

!

''表示在
"#"!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6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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