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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

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 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因素。因此,

有必要探讨提高劳动者素质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关系。

一、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

劳动者素质是劳动者文化知识素质、劳动技能

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的综合反映。就

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劳动者诸素质普遍

不高, 并且影响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实现, 因此, 从

某种意义上说, 劳动者的素质制约着我国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

首先, 劳动者是科学技术的载体, 也是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的能动力量。因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

根本途径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根据市场经济规律

科学地组织生产、经营和管理, 这就预示着应在企业

中广泛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 不断提高企业产品中

的科技含量, 必须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来武装企业。

这就要求有能够驾驭和掌握这些装备的劳动者队伍

与之相匹配, 形成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 同时也只有

高素质的劳动者, 才能够创造出、并且推动先进的生

产工具。然而, 现实中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我国 15 岁

以上文盲、半文盲的人数约 1.8 亿人, 占总人口的

15.9%; 全国小学毕业程度的人口约 4.2 亿人, 占

总人口的 31%; 全国 12 岁以上人口平均文化程度

不到 5.5 年,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总人口的

比重还不到 1.4% 。并且随着经商风的蔓延, 各地

也出现了一股辍学风, 使一些青少年过早地离开学

校, 形成新的文盲或半文盲。①劳动者素质偏低, 是

我国国民整体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而导致

某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不高, 以致劣质产品不

仅充斥国内市场, 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造成不良影

响; 由于劳动者素质不高, 既严重制约了引进和消化

发达国家高技术含量的产业, 又限制了集约型经济

增长方式的实现, 经济发展主要靠外延扩大、粗放经

营; 由于缺乏与引进的先进技术装备相适应的高素

质劳动者, 致使一些企业花费巨额外汇买来的先进

设备被闲置起来, 浪费严重。显然, 劳动者的素质低,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一种直接的制约作用。

其次, 高素质劳动者的普及能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求有效

地将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但这种

转化必须借助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为科学技术

的转移、扩散, 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 只能立足于

广大劳动者的参与和支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科

技成果转化为前提的, 没有科技成果的连续转化, 就

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统计数据表明, 从 1981 年到

1997 年的 10 多年里, 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31.65% 。也就是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之

所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约 1ö3 要归功于技术进

步。②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和发达国家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 80% 的成绩相比,

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规模、范

围和效果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我国企业技

术装备水平达到 80 年代国际水平的仅有 20%, 属

国内先进水平的也仅有 21%, 其余多为 60-70 年

代水平; 每年开发的 6 万件新产品中, 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和国际水平的仅占 2.5% 。③这一严峻形势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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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主要源于我国的科技进步与缺乏高素质的普通

劳动者之间越来越突出的内在矛盾。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速度型”转变为“质量

效益型”, 提高产品质量既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增

强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又直接影响着企业的信

誉和经济效益。比如, 从 1948 年到 1982 年, 美国国

民生产总值的提高, 其中三分之一有赖于教育水平

的提高, 约二分之一是由于技术更新和普及。劳动者

素质低就很难使企业的产品具有竞争力, 不是被挤

出市场, 就是缩小市场份额。

此外, 高素质劳动者的发明创造能导致科学技

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现代经济发展

的最主要的驱动力, 但任何科学技术都离不开人的

发明创造和操作。科学成果主要是靠高素质劳动者

创造的, 世界上各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不是拥有一支

庞大的高科技专家队伍。我国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

科技人员人数远远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 但与发达

国家还有一段距离。如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技人

员为 57.2 人, 而日本为 1968 人, 澳大利亚为

1114.2 人。因此, 在大力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 还

应加大力度培养高科技人员。

二、我国劳动者素质不高的原因分析

从总体上看, 我国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目前我

国农村中 40% 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还有不少文

盲、半文盲。④在我国企业职工队伍中, 初中以下文

化程度的占 68%,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2.6%,

全国 7000 万青工中达到高级工的仅占 3%。⑤劳动

力素质低下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转变的客

观原因。而造成我国劳动者整体素质不高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科技教育投入不足。科技教育资金是科技进

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条件。由于种种原因, 我

国科技和教育投入在全世界处于后列位置。 1990

年, 我国投入的研究与发展经费, 仅占当年国民生产

总值的 0.7%, 不仅远远低于美、日、法、德等发

达国家 (现已接近 3% ) , 而且还低于韩国、巴西、印

度等发展中国家。⑥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重 1990 年为 3.1%,1992 年下降为 2.94% 。

而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公布的材料,1992 年教育经

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全世界平均为 5.7%, 发

达国家为 6.1%, 发展中国家为 4%, 相比之下, 我

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美国、日本的 1ö150, 印度的

2ö3。⑦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 其一, 政府财政支

持不足。尽管我国教育投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逐年

增长, 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 还是显得投入量较

低, 不能完全满足目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据

报道:1992 —2000 年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最

高额为 240 亿元, 这一数目只能满足高等教育需要

的 60%, 尚存 40% 即 160 亿元的大缺口。⑧其二, 未

形成全社会多元化的投资体系。我国的科研经费绝

大部分来源于国家预算内有计划的拨款, 而发达国

家的科研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非政府部门。如 1993

年世界经合组织的研究开发费, 企业占 58.8%, 政

府占 36.2%, 其它国内来源占 2.9% 。⑨显然, 他们

已经形成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其

三, 企业科技投入不足。由于我国企业留利少和折旧

率低, 企业自我积累能力较薄弱, 使得企业未能成为

投资主体, 从而使得企业的科技投入不足。比如,

1994 年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科技投入仅占当年产品

销售收入的 1.3%, 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投入一般占

其销售额的 3%, 高技术企业则达 5% 以上, 大企业

或企业集团能达到 10%, 有的甚至是 20% 以上。βκ企

业科技投入不足, 就会因经费不足而只有研究, 不能

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 或者只能开发一种商品化

的技术, 而外国同类型企业却能至少开发出几种能

商品化的技术。

2. 忽视职工培训。我国在职工培训方面已远远

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普通教育与发达国家存在差

距, 而职业教育则更差, 且目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的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在德国, 培养一个一线工

人平均要花费 6～ 7 万马克, 约合人民币 23～ 27 万

元, 而我国企业职工每人每年的培训费仅为 60 元左

右。每年为国家培养输送 50 万后备技术工人的各类

技工学校, 政府财政支持极微。韩国每年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美国则每

年要向 100 人以上的企业征收工人工资的 1.5% 作

为培训费, 每年职工培训费高达 617 亿美元, 而我国

政府仅拔款 5000 万元补助职业中学。βλ据国家劳动

部提供的数据表明, 在全国每年新增的劳动者中有

近 30% 的人根本不经任何培训就走上工作岗位, 而

每年培训的在岗产业工人也不足 100 万, 以这样的

劳动者素质去参与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 不能不令人

忧心。发达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发

展本国经济。完备的职工培训制度使得德国较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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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劳动者如虎添翼, 创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的经济奇迹; 而忽视职工培训制度使得我国“先天”

素质较低的劳动者又“后天”不足, 因而我国几十年

来资源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不高。

31 不合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由

于传统的就业制度实行的是统包统配的被动就业体

制, 劳动力由国家“统包统配”, 并且“一次分配定

终身”, 结果使得企业“想要的人招不进, 不想要的

多余的人又无法实现自我消化”, 由此带来了提高效

益与消除过多冗员的矛盾,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劳动

效率和经济发展。与这种就业制度相联系, 实行的是

“大锅饭”式的无工资弹性的工资制度。近年来, 劳

动者“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

义分配现象虽然有所改变, 但又滋生了一些新的分

配不公的现象, 个人之间收入差距悬殊, 那些过高收

入者并非都是靠自身的能力、勤奋诚实的劳动获取

的, 而是通过不合理的、甚至是非法途径谋取的。相

反, 那些有知识、诚实的劳动者则成为低收入者, 职

工的技术水平对生产的贡献并没有在他的劳动报酬

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中得到反映, 这种现象也阻碍着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三、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途径

上述分析显示: 影响我国劳动者素质偏低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因而, 我们必须多途径地采取措施提

高劳动者素质。主要有:

1. 正确认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 劳动力是最根

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是劳动过程的主体。生产资

料只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 它需要通过劳动力的

掌握和运用才能发挥其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 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虽然意味

着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

大, 但不能由此忽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者素质

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 正是由于

高素质劳动者的发明创造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劳动者通过掌握科学技术, 就使劳动者的技能得

到提高。第二, 只有劳动者素质提高了, 才能使科学

技术有了载体, 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

科学管理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保证, 而科学管理的

推行又必须借助管理人才, 才能作用于生产力的各

个要素。只有具备一定素质的劳动者才能胜任日益

复杂的管理任务。因此, 我们在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

中、在重视科学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同时, 不能忽视劳

动力素质的提高这个最根本的因素, 要提高对人力

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的认识。高

素质的人才不仅能开发自然资源, 而且能够创造出

新的物化资源, 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 提高劳

动者素质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发挥倍数

效应。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统计, 从 1950-1960

年, 美国总量的年增长率为 3.32%, 劳动力的质量

平均每年提高 0.62%, 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中有

15% 归功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βµ可见, 我们在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 不能把它和重视提

高劳动力素质对立起来。

2. 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本途径, 应真正

落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的战略方针。当今世

界发展的实践表明,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都必

须以提高全民教育为基础。新加坡是近几十年来经

济发展较快的国家, 其中主要的一条措施就是: 新加

坡的教育经费在政府总支出中的比重已由 1972 年

的 15.7% 增到 1993 年的 22.3%, 现在更是以每年

30% 左右的速度递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仅

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

大国, 其根本原因源于日本的全民教育政策: 在学校

进行知识教育, 在家庭进行道德习惯教育, 在部门进

行忠于职守的敬业教育, 在社会强化竞争意识教育。

朱　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 本届政府

最大的任务是“科教兴国”, 要把精简机构和制止重

复建设节省下来的钱用在“科教兴国”上。新一届政

府对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 它必将推进我国教育事

业的发展。事实上,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

展中国家来说, 只有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才

能把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 才

能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才能在激烈的国

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

3. 大力发展技术教育, 建立健全职业培训体系。

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劳动生产率, 创造

企业效率的有效途径。因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和

提高, 主要是通过后天教育培训和社会实践活动获

得的。我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现状表明,

我国劳动者整体文化程度不仅与经济发展阶段不对

称, 而且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适应, 因此, 必须大

力加强职业培训。事实上, 无论是作为工业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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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美国、日本的经济发展, 还是作为新兴工业化

国家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 无不与重视职业

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有直接联系。如: 德国职

工素质高是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

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又源于德国的“双轨制学徒培训”

制度。职工培训制度表面上看是企业行为, 是直接为

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的; 实质上是政府行为, 最终是为

整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因此, 要抓好职

业培训问题, 必须依赖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 不能

搞“单打一”。就我国而言, 要提倡国家、企业、社

会共同开发人力资源, 形成多方办学、多层次、多形

式的职业培训网络。政府应着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体系, 逐步使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工作规范化; 企业应

严格遵循《职业教育法》, 企业决策者要把主要精力

放在提高职工素质方面, 要定期培训在职职工, 鼓励

职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要积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

帮助进行企业职工培训。

41 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和分配制度, 完善激励机

制。我们必须深化就业体制改革, 促进人力资源正常

的流动与优化重组, 尽快建立劳动力市场。全面推行

劳动合同制, 定期对劳动者进行考核, 使劳动者的利

益与考核的结果挂钩。做到培训与使用相结合, 使用

与发展相结合, 考核与奖惩相结合, 最大限度地发挥

出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对那些身手不凡、技艺

精湛、工作积极的劳动者, 单位可以同其签订终身合

同, 并在物质待遇上实行相应的倾斜; 将那些工作不

称职, 缺乏主动性、积极性的淘汰下岗, 上岗职工必

须经过再培训, 经考核合格后, 方能重新上岗。对两

次被淘汰的职工, 单位可以同他解除劳动合同。这

样, 在单位内部必然产生人人争上游、个个赶先进的

好局面, 从而使劳动者的素质在竞争中不断得到提

高。在改革分配制度上, 要贯彻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

提出的“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

精神, 把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置于同等地

位, 参与企业产品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 劳动力成为商品, 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已成为现

实, 但按劳分配仍是社会主义企业分配个人消费品

的基本原则。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和按劳分配有着质

和量的不同。从质的方面来说, 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

从潜在的劳动形态上考察; 按劳分配是从流动的劳

动形态上 (劳动时间) 或凝结劳动形态 (产品) 上考

察。从量的方面来说, 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只包括商品

价值 (C+ V + M ) 中的必要劳动价值 (V ) ; 而按劳

分配则不仅包括必要劳动价值 (V ) , 而且还应包括

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中应享受的部分。因

为劳动者学习文化、技术、更新知识等人力资本的投

资, 也要和物质资本投资一样支付直接成本和机会

成本的。既然物质资本投资者取得资本收益, 那么,

按照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 人力资本投资的劳

动者也同样要参与剩余产品价值的分配。如果人力

资本投资仅仅只有成本补偿而无资本收益, 劳动者

的积极性是不可能提高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 培养劳动力支付的教育训练费用已不同

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产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教育

训练费由国家负担, 已逐渐由个人或家庭负担。因

此, 按劳分配不仅包括劳动力恢复的费用, 使劳动力

能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而且还应包括劳动者对

其素质提高的投资获得的资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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