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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結 論 
 

 

雖然人力資本在理論上的重要地位早已確立，但是，不論是從同質的角度

或是從異質的角度來看，人力資本均不具明顯可見的形體且可透過多種管道形

成，導致人力資本在衡量上不易周延精確，進而使得其實證研究難有突破性的

發展。所以，本論文嘗試透過具備個體基礎的理論架構，使用「人力運用調查」

的原始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希望能進一步瞭解人力資本的性質、勞工流動的成

因及這兩者如何影響個人的薪資與整體的成長。在編排上，本論文是由三篇可

分割獨立的論文所組成：其中第 2章的重點是從同質人力資本的角度討論人力

資本的衡量問題；第 3章的重點是使用多項式 logit模型討論勞工的流動現象，

而且其估計結果即為第 4章所需的實證基礎；第 4章的重點則是從異質人力資

本的角度討論產業特定型人力資本是否存在的問題。 

基於人力資本具同質性及薪資可以反映勞動生產力的概念，第 2章嘗試設

立模型對人力資本的意義、形成及報酬做更詳細的說明，進而以各個勞工與基

礎勞工間推估預期薪資的比率做為代表人力品質之權數，建構較完整的人力資

本指標。分析民國 68年至 87年「人力運用調查」的原始個體資料，從成長會

計分析及總合生產函數迴歸估計的實證結果來看，本章建構的人力資本指數的

確優於其他僅考慮教育的人力資本指數：考量人力品質提升的勞動投入約可解

釋 18% 至 35% 的經濟成長，遠高於實際工時的 15%；惟若考慮結構變動而將

樣本期間分為兩段則可發現，近年來台灣人力品質的提升似乎逐漸減緩，不利

於後續的經濟成長。 

轉換工作是勞動市場中的常態，雖然異動行為可能會中斷經驗累積，減弱

學習效果；但是，轉換工作亦具有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善勞雇契合程度，進

而促進人力資本累積之功能。在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由於產業結構的

巨幅改變亦伴隨而至，因此，台灣勞工在轉換工作的同時，多半也會轉換產業。

這種情況似乎顯示，至少就台灣而言，轉換工作與轉換產業具有一定程度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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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所以，第 3章將是否異動視為共包括三個選項的決策問題，其內容分別為：

不換工作、換工作但不換產業、換工作又換產業，並援引多項式 logit模型來分

析勞工的流動現象。以民國 68年至 89年的「人力運用調查」資料為例，由於

巢式模型總括值迴歸係數的估計值與 0 ~ 1區間有相當的距離，亦即巢式模型

與隨機效用理論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只有非巢式模型具有較完整堅固的個體

基礎；而在非巢式模型中，各解釋變數對流動決策的影響基本上亦符合理論的

預期，並且多數的迴歸係數都是顯著的。 

在異質觀點下，人力資本通常可依其移動性而被劃分為三類：由高至低分

別為一般型、產業特定型及廠商特定型人力資本。但鑑於台灣現有的資料庫缺

少產業年資等相關資料，因此，第 4章嘗試使用民國 68年至 89年「人力運用

調查」中轉換工作者的資料，討論轉換產業是否會影響現職前一般經驗與現職

工資之間的關係，以間接分析產業特定型人力資本在台灣的存在性及重要性。

就現職前一般經驗對現職工資的總正向效果而言，在絕大多數的實證設定下，

未轉換產業勞工均大於轉換產業勞工，前者現職前一般經驗的年報酬率較後者

約高出 0.4% 至 0.5%，其原因即在於：對未轉換產業勞工來說，除現職前一般

人力資本外，現職前一般經驗尚具有代理現職前產業特定型人力資本的功能。

所以，就台灣而言，產業特定型人力資本也許並不是非常重要，但應該仍是存

在的，亦即仍會對勞工在不同產業間的重新配置產生一定的影響。 

依據日常經驗或學術研究，許多人均認為台灣以往的經濟成就得力於勞工

素質的提高甚多，並且至今仍是以累積人力資本做為發展策略的主軸。然而，

依據本論文的分析，台灣在近年來結構轉變、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人力品質的

提升似乎逐漸減緩。所以，政府相關部門應該更深入瞭解勞動市場的運作並擬

定適當的政策，使得勞工在面對產業結構轉型時，能夠更迅捷、更流暢地移動，

藉由勞動市場效率的增加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善勞雇契合程度，進而確保

人力資本繼續快速累積以推動台灣經濟的長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