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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人高等教育是与企业发展联系较密切的教育类型，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市场适应性强等特点，在企业人力资

本提高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成人高等教育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企业密切配合，拓展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途径，提高职业

教育和培训的层次，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的建设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人力资源提升相耦合，是成人高等教育

依据市场需求调适人才培养目标，改进办学理念和模式的良好契机。

Abstract: Adult higher education is a type of education closely related t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with flexibility, openn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market adaptability play a unique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human capital. Adult higher 

education carries out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closely cooperating with enterprises, expanding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s. The coupling of adult higher educ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promotion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adult higher education to adjust the talent cultivation target and improve the school-running concept and mode 

according to the market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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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下的阶段，国家开始重视成人高等教育工作的进行，

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在教育中结合相关的专业内容开展实

践性的工作，重视教育事业的规范性和多样化，结合企业人

力资本的专业，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重视语言的表达和个

人修养的培养，根据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

的创新，从而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

2 企业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2.1 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在美国人沃尔什

1935 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一文中首先使用，是与物力

资本相对应的概念。“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

本主要指通过消耗一定量的金钱和其他资源，以保健支出、

厂商进行的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适应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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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或变化所引起的移民等形式对人本身进行投资所形成

的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的总和。

2.2 企业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企业人力资本价值是指企业拥有的人才所拥有的素质为

企业或组织提供有效服务的能力，也就是人力资本在预期服

务期内所能提供的未来收益的估计现值人力资本是以劳动

者的异质性为前提，它反映了人的观点、知识、技术、能力

和健康等质量要素的稀缺性以及相应的市场供应关系。在全

球化趋势的影响下，综合国力的竞争逐渐从物质资本的竞争

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人力资本的竞争。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实

施的根本保障是人力资本战略，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最重要和关键的要素，是未来社会经济增长永不枯竭的

资源。人力资本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增

强劳动者在生产中的能动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推动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结构是

否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即调整

产业结构，必须调整人才结构 [1]。

3 中国人力资本现状及问题

3.1 人力资本总量短缺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反映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的

重要指标，受教育水平对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具有决定性作

用。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拥有的基数很大，但又是一

个“人才小国”，社会经济建设人才总量相对不足，人口素

质偏低，高层次、高质量人才奇缺。世界通用的衡量人口

科学文化素质状况的主要指标是成人识字率。据统计，到

2018 年中国文盲有 8507 万人，占中国人口 80% 的农村劳

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人口基数大，素质低已经成为制

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3.2 人力资本地区分布不平衡

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区域间

相对不平衡，人力资本地区分布不均衡，呈现出西部地区远

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况。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表明，西部地区文盲和半文盲人数占从业人口数的比重为

39.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8 个百分点，比东部高出 12

个百分点。据统计，西部地区 15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新疆

为 154.10 万，四川为 1163.1 万，重庆为 391.8 万。在县以

上研究和开发机构的从业人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全国平

均是 3.5%，其中东部为 6%，西部为 3.05%。西部地区每万

名劳动者中拥有中专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职称人员仅有 92

人，还不到东部地区的 1/10。人力资本的东西分布不均衡已

成为建设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 [2]。

3.3 人力资本结构不完善

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化程度不高，

经济结构仍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

出，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第三

产业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三个产业的内部结

构不合理，技术水平和效益不高，传统产业过多，新兴产业

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足。相对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三个产业

的人力资本分配同样呈现出不合理的结构模式。中初级人才

多、高级人才少，技术性和技能型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产业

升级的突出因素。

3.4 人力资本培育机制僵化

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国家独自承担教育责任，各级政

府和各部门出资办学、分级管理的教育体制。这一方面导致

教育市场的垄断性、落后性和人才培养的盲目性；另一方面，

各地方尤其是各部门、各行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自成

体系，缺乏开放的、充满竞争活力的、面向市场的教育和人

才培养机制。同时，由于培养目标模糊，造成许多学校不注

重对专业进行内涵改造，而是片面追求社会“热门”，造成

人才和教育投资的严重浪费 [3]。

4 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在企业人力资本提

升中的作用

4.1 有利于推进成人高等教育主动适应企业发展

加强与企业沟通和合作，实现成人高等教育面向企业培

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做到高校和企业

在专业设置与实际需求、技能训练与岗位需要、培养目标与

用人标准之间的相互协调。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人

力资源提升相耦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

的很大发展，有利于促进高校整体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的转

变。通过两者的沟通，使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更新，科技成果

不断涌现，促使人们开阔眼界，强化求实、创新、时效和竞

争意识，从传统的忽视实践应用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促进教

育和管理思想的转变，落实教育必须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

针，为提高成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主战场

提供重要的前提条件。

4.2 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提高，实现企业

主动开发人力资源意向

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人力资源提升相耦合，可

以更好地发挥高校和企业双方优势，互相促进，使经济和社

会发展尽快转到依靠教育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同时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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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工作密切联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缩短从科

研到产品生产之间的周期，加速科研成果由潜在的生产力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直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是高校培

养高等应用型人才的合作伙伴和强大后盾，企业人力资源开

发需求是实施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首要条件。目前相当多规

模企业已高度重视，并积极与高等院校开展联合培养具有成

人高等教育学历的在岗从业人员，为企业提升行业层次，为

可持续发展储备所需人才 [4]。

4.3 有利于密切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和改革

实现高校真正招收到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情绪稳定，毕

业无就业后顾之忧的，完全意义上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成人

学员，并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学习目的性、生活

自律性，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高等教育社会化是世界教育

改革的趋势。实践证明，一旦成人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结合，

高校与企业合作，就会释放出无穷的力量。通过加强联系和

互动，能够增进“双向”了解，学校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和科

技对人才的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确定发展方向和办学

目标，加强学校自身建设和改革，更好地主动适应社会发展；

企业也可以从高校获得中国及其他国家新的科技信息和发

展动态，得到技术咨询和智力支持，更好地制订企业改革方

案和参与市场竞争，有计划地开发新产品，消化引进技术，

提高生产能力，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4.4 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成

人高等教育人才

随着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需要更多更好的高

层次应用型人才。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人力资源建

设的沟通和互动，有利于加强教育和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

的联系，把生产劳动纳入教育计划，使完整系统的理论教育

与必要的社会实践教育相结合。同时，让学生有机会较深入

地参加生产劳动，了解大生产综合性和系统性特点，了解现

代化生产的高弹性需求，现实生产的随机性变化，工程技术

领域的人际关系与组织因素、市场供求关系与信息网络、行

业竞争与合作等复杂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助于把

他们培养成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

5 结语

国家开始重视成人高等教育工作的进行，在不同企业的

发展过程中，都需要进行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在教育中，

人力资源专业的教师应当结合当前的市场经济，创新教学计

划的内容，以学生为主体，开展相适应的实践活动，鼓励学

生与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结合专业的知识内容，培养学生

的个人技能，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

不断为拓展学生的专业知识内容，让更多专业的人才能够为

不同领域的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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