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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大多

的文献都是侧重研究信息化与人力资源之间的关

系，分析信息化环境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或者是

在现有人力资本水平下如何进一步深化信息化的

建设。在这些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基本上都是从

理论上进行分析，几乎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同

时，对区域信息化与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中，基

本上都是分析区域信息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因此，本

文突破已有相关研究的缺陷，在区域经济发展的

环境下，分别构建区域信息化与人力资本水平的

指标测算体系，计算区域信息化指数与人力资本

水平，建立区域信息化与人力资本关联模型，以

实证分析的结果来描述区域信息化与人力资本水

平之间的关联度和演化规律性。

１ 模型的建立
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包括教育、培训、健

康医疗和迁徙等多个方面，但一般认为教育是人

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具

有决定性意义。对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研究，从

大量的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主要有 4 种测度方

法：成本法、未来收入现值法、当前价值法、受

教育年限法。为了全面测度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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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采用各地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JY）

和各地区劳动者的人均工资（GZ）来表示，其中

人均工资可从各年的统计年鉴上获得，而各地区

受教育程度则根据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比例计算

而得，即 JYit= 接受小学教育的劳动者比例 ×6+
接受初中教育的劳动者比例 ×9+ 接受高中教育的

劳动者比例 ×12+ 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劳动者比

例 ×16。根据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

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上升，能够促进一国或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该变量的系数应为正。

本文选取各地区的信息化水平指数作为衡量

区域信息化水平的发展程度，信息化水平指数主

要是依据文献资料上的区域信息化测量方法，根

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

建立一定的信息化水平测算模型，计算出我国 31
个省市的信息化水平指数。本文以人力资本水平

作为因变量，以区域信息化水平指数（II）作为自

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因此，以区域劳动者的受

教育程度 (JY) 和人均工资（GZ）作为因变量，区

域信息化水平指数（II）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

型：

                 LnJY=α+βLnII+uit                                      （1）

                 LnGZ=γ+δLnII+uit                      （2）

2 分析方法及研究数据来源
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采用简单的时间序列

或某一特定时点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运算，估计

各变量的系数。这样的运算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十分显著，采用简单

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不能反映我国地区间的差别

性；采用某一特定时点上的横截面数据只能静态

的反映某一时点的经济情况，不能全面动态的反

映一个时段经济现象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时

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混合的面板数据，由于

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跨度从 2001-2006
年，涉及我国 31 个地区，共 186 个样本，558 个

数据。模型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信息年鉴》、《通信行业统计月报》整理、计

算而得。

2.1 区域信息化水平测度模型

关于区域信息化水平的测定，目前国内外学

者作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归结起来有两大类：一

是通过信息产业的贡献来测定信息化水平。对于

信息化水平测度的研究，最早是美国学者马克卢

普 (Macluph) 和波拉特 ( Porat)。他们采用的方法

是将信息产业分离出来，通过计算信息产业产值

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信息部门就业人数

占总就业人数比例来衡量国家的信息化水平。二

是 RITE 模型及其该进模型。日本电讯与经济研

究所研究人员小松崎清介于 1965 年提出的信息化

指数模型测评方法，又称信息指数法。通过选取

信息化的四要素 ( 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

体水平、信息系数)水平来体现社会信息化水平。

4 个要素具体又细分为 11 个变量，将这些指标与

某一基准年相比得到的就是信息化指数。用此法

能纵向比较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期的信息化程

度以及横向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信息化程

度，信息化指数主要选用了 4 个一级指标和 11 个

二级指标。

RITE 模型及其该进模型已经得到广大学者

的认可，在很多的信息化水平实证研究中得以应

用。本文拟根据 RITE 模型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结合我国各区域的经济、文化特点，提出区域信

息化水平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

究。在这个构造的模型中包含 5 个要素，即信息

使用质量、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通信主体

水平、信息系数，而每一个要素又包含若干个指

标。具体的构造模型是：第一，信息使用质量：

主要选取邮电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总量等两个指

标；第二，信息基础设施：主要选取固定电话用

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互联网用户数、局用交

换机容量、移动交换机容量等 5 个指标；第三，

信息资源：主要选取 WWW 网站数、CN 下注册

域名数、年使用函件数、邮路总长度等 4 个指标；

第四，通信主体水平：主要选取邮电通信业就业

人数、在校大学生人数等两个指标；第五，信息

系数：主要选取邮电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教育事

业费用支出等两个指标。如表 1 所示。

按上述模型计算 2001 年到 2006 年我国各地

区信息化水平指数。

计算方法有：

（1）指标计算：由于二级指标的绝对值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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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规模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同时，二级

指标的单位对区域信息化的规模水平也会产生很

大影响，因此在具体的计算上：首先计算每个指

标的人均量，以此来消除区域规模对区域信息化

水平的影响，然后采用各个指标值与指标平均值

的比值，这样就可以消除二级指标的单位对信息

化水平的影响。

通过修正，15 项二级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即

各级指标越大 , 所体现出来的区域信息化水平就

越高；反之就越低。             
（2）设置权重：这里采用 Delphi Method 法设

置指标权重。首先，对５个方面的指标分别进行

相关性分析，剔除相关性极高的指标，确保选取

的指标具有代表性；然后，利用 Delphi Method 法

分别确定５个方面中指标的权重；最后，就可以

得到这５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值。具体的计算公式

为：                                                                                                                   

            
     

( )II W W Y
j

m

i ij ij

i

n

11

=
= =

//                       （3）

其中，II 代表区域信息化水平指数得分，n 为信

息化水平构成个要素个数，m 表示信息化水平的

第 i 个构成要素的指标个数，yij 为第 i 个构成要

素的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wij 为第 i 个构成

要素的第 j 项指标在其中的权重。运用以上指标、

方法与计算公式，通过在《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信息年鉴》以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

上面所收集到的各个指标的相关数据，从而可以

计算出我国 31 个省市从 2001 年到 2006 年的信息

化水平指数，如表 2 所示。

2.2 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由于人力资本衡量的复杂性，使得人力资

本的测度成为人力资本研究中的一个难题。人力

资本计量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研究人员提出一个综合尺度。人力资本存量的研

表 1  信息化水平测度模型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信息使用质量
1 邮电业务总量 衡量邮电通信企业提供邮电通信服务的总数量

2 电信业务总量 衡量信息产业发展程度与趋势

信息基础设施

3 本地电话用户数 衡量本地电信运营商固定电话网上电话用户数

4 移动电话用户数 衡量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及发展程度

5 互联网用户数 衡量地区互联网网络的发展程度

6 局用交换机容量 衡量地区通信网的网络规模程度

7 移动交换机容量 衡量地区通信网通信能力的发展程度

信息资源

8 WWW网站数 衡量地区网站普及率与发展程度

9 CN下注册下域名数 衡量地区通信网普及率与规模程度

10 年使用函件数 衡量地区使用函件数规模

11 邮路总长度 衡量地区邮路发展的规模程度

通信主体水平
12 邮电通信业就业人数 衡量地区通信服务业员工规模程度

13 在校大学生人数 衡量地区信息化的发展潜力

信息系数
14 邮电行业职工平均工资 衡量地区邮电行业的发展情况

15 教育事业费用支出 衡量地区信息产业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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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2006 年全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指数

地 区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北  京 2.7901405 2.9480985 3.1578907 3.2271325 3.339637 3.450222

天  津 2.0027933 2.1250963 2.362028 2.4182903 2.5395482 2.6525732

河  北 1.0434573 1.2642621 1.4693788 1.6336263 1.7626307 1.8798977

山  西 1.1226565 1.3143111 1.469561 1.654443 1.836741 1.9422819

内蒙古 1.0992358 1.337136 1.5360145 1.6541424 1.7992267 1.9576532

辽  宁 1.621779 1.7779002 1.9287616 2.0418818 2.1521069 2.2392957

吉  林 1.3560215 1.5126265 1.7104232 1.8145284 1.9533261 2.0725129

黑龙江 1.3567289 1.5200625 1.7056551 1.8421108 1.9528826 2.0670069

上  海 2.6156477 2.7378719 2.8288524 2.9230465 3.0501032 3.158546

江  苏 1.5043492 1.6352304 1.8588965 1.9918773 2.1646002 2.3001365

浙  江 1.7681346 1.9619819 2.2058283 2.3653766 2.4780008 2.6122023

安  徽 0.7625325 0.9553128 1.1510133 1.2827218 1.4938153 1.6210754

福  建 1.6974624 1.8290169 2.0509148 2.1906354 2.3656013 2.4696568

江  西 0.9201244 1.1270484 1.3055387 1.4863797 1.6491962 1.8057663

山  东 1.2007321 1.3759047 1.5784555 1.7285383 1.8980871 2.0329143

河  南 0.8002038 0.956154 1.1142753 1.2892658 1.4965446 1.6553285

湖  北 1.0954663 1.3011626 1.4513321 1.5652846 1.783912 1.9670711

湖  南 0.9419057 1.1344646 1.28643 1.3874433 1.5753212 1.7224791

广  东 1.9351712 2.1232123 2.3352014 2.4712703 2.524928 2.6290214

广  西 0.8236824 1.0193398 1.2599739 1.4478087 1.631887 1.7430949

海  南 1.3728307 1.474028 1.6361745 1.8048435 1.9917058 2.0785923

重  庆 1.0208199 1.220282 1.5091284 1.6838446 1.8982677 2.0288591

四  川 0.8566032 1.0507385 1.2505724 1.3883804 1.6224719 1.7633388

贵  州 0.5058727 0.7283122 0.911337 1.0627835 1.2967957 1.4160004

云  南 0.969559 1.1183363 1.2785472 1.3946574 1.5356755 1.660027

西  藏 1.1524394 1.2750199 1.5648745 1.7008321 1.868026 1.9920361

陕  西 1.2074466 1.4322823 1.5868021 1.7410228 1.9303481 2.0930688

甘  肃 0.9025231 1.0953496 1.2392449 1.3385728 1.5001096 1.6240376

青  海 1.1373465 1.3227673 1.5285411 1.5984766 1.7429556 1.8151132

宁  夏 1.2445292 1.4812875 1.6721102 1.7617002 1.8931531 2.1275787

新  疆 1.3742293 1.5635331 1.7146138 1.7777105 1.8881852 2.00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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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仅要考虑成本、产出等，还要考查健康等其

他方面。关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测定，目前国

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

主要有成本法、未来收入现值法、当前价值法以

及受教育年限法。为了全面考查地区的人力资本

水平，本文分别选取各地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

(JY) 和各地区劳动者的人均工资（GZ），用两个

方面的指标来表示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3 检验结果及分析
3.1 模型检验结果

根据上述方法，运用 EViews5.0 软件将各地

区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

验，从而确定面板模型估计应该采用的估计形式

（齐性参数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以

及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是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分

别通过协方差分析和 Hausman 检验确定本模型适

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得到如表 3 的结果。

由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区域信息化水平越

高，对中国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强，

该回归符合经济理论意义；估计标准误差是用来

反映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值与估计值平均误差程度

的指标。S.E. 越小，表明被解释变量的实际值与

估计值之间的误差越小，回归直线精度越高，代

表性越好，模型 I 和模型 II 中估计标准误差均较

小，所以回归直线的精度很高；拟合优度是用来

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两个模

型中 R2 与调整后的 R2 均达到 0.999，说明样本

回归直线的解释能力为 99.9%；t 统计量均大于

t0.025( ∞ )=1.96，表明区域信息化水平对中国区

域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两个模型

中 DW 值分别为 1.997 和 1.933，都接近于 2.000，

因此，DW值符合检验要求，即不存在自相关性。

3.2 模型分析

经过实证分析，可以大致看出我国区域信息

化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分布情况，信息化水平

高的地区，相对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长、劳动者平

均工资较高。为了更加直接的反映出这种分布状

况，本文以 2001 到 2006 年的各地区信息化平均

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劳动者平均工资 3 个

指标构建两个散点图（图 1、图 2）。从图 1 中可

以发现，我国广大东部地区，信息化水平相对较

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相对较长，在图 1 中相比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优势较为明显。同时，可以

看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较为接近。虽然西部地

区经过几年的大开发，经济发展较快增长，但是

西部地区由于交通与区位的限制，导致总体基础

设施较为落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而中部地区

总体稍为比西部地区较好，从图 1 中也可以明显

看出，中部地区处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

同理，从图 2 中大致情况与图 1 相似，不过从

图 2 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在劳动者平均工资方

面比中部地区稍好。通过相关研究发现，近几年

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经济社会快速的发展，同

表 3  模型检验结果

自变量 模型I（lnJY） 模型II（lnGZ）

C
1.833***

（150.062）
8.990***

（138.808）

lnII
0.118***

（16.730）
0.350***
（9.735）

R2 0.999 0.999

调整后的R2 0.999 0.999

Durbin-Watson（DW统计值） 1.997 1.933

S.E. of regression（估计标准误差） 0.042 0.999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表示为系数的T检验值，表中数据均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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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地区信息化平均水平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散点图

图 2   各地区信息化平均水平与劳动者平均工资散点图

时，由于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虽然

较好，但是中部 8 个省大多地域广大，人口众

多，所以相对劳动者平均工资稍为较低，不过，

总体上还是符合本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

3.3 模型结论

（1）区域信息化水平对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

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模型检验表明，区域信

息化水平越高不仅能促进区域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同时也可以促进我国劳动者的人均工资的

提高，那么也就优化了区域人力资本结构，提升

了区域人力资本水平。

根据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区域信息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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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平每增加 1%，能促进区域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提升约 0.118%；区域信息化综合水平每

增加 1%，能带动区域劳动者人均工资提高约

0.350%。据中国信息年鉴的统计分析，我国各

地区要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尽

可能创造每一个公民获取信息、得到教育和培训

的最好条件，形成科技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在各

级各类学校积极推广计算机和网络教育，在全社

会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能。同时，鼓励在教育的

内容、方法、体制、观念等方面全面创新，培养

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劳动者；利用各种新的信息技

术手段发展教育，补充传统教育手段的不足，因

此，区域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会优化我国区域

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2）区域信息化水平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区域信息化

水平高的地区，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者人均

工资上也都处于较高水平。以 2006 年北京、广

东为例，其信息化水平分别为 3.450、2.629，分

别排在第一位和第四位；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10.950 年、8.438 年，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八位；

劳动者人均工资分别为 40117 元、26186 元，分

别排在第二位和第六位。

通过区域信息化水平数据、平均受教育限，

以及劳动者平均工资，表明我国在信息化水平不

断提升下，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显著进展，

人力资本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我国高中阶段教

育和成人各类培训继续加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民知识水平有了较大提

高，同时，国民知识水平对新技术使用的能力也

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信息通信技术的

应用程度。

总之，我国现在处于信息时代，各种产业都

以信息化为特征，也就是形成了以“信息产业”

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那么这种现代社会的信

息产业必然会对人力资本产生极大的需求，就会

使大量的外部人力资本逐渐向以信息化产业为主

导的大中型城市集中。因此，这种在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中，就会形成人力资本在特定的区域达到

一定的规模，出现较高的投资收益，形成“增长

极”，从而提升区域的信息化水平与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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