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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

赖德胜,王琦�

[摘 要]
 

全民阅读已上升至国家战略,但鲜有经济学文献对其进行探讨。本文认

为,阅读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并从知识-知识关联和知识-人关联两个视角揭

示了阅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途径,从理论上探究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关

系,从而拓展了教育经济学相关问题研究的边界,为全面阅读战略奠定微观基础。

加强和改进阅读,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以提高阅读收益率、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阅读

推广中的作用、借助科技工具开展多种形式的新阅读、实施女性阅读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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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阅读是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开放的标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强调:“阅读是人

类获取知 识、启 智 增 慧、培 养 道 德 的 重 要 途 径。”①阅 读 史 专 家 Fischer
(2004)在其《阅读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历史上已知的所有语言和文化唯有通

过阅读才得以延续,进而以阅读这种方式继续参与人类的戏剧性活动。”为提

倡和促进阅读,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

阅读社会”的号召,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日为世界图书日。各国都

很重视阅读,将阅读视为形成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并出台了相应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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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比如美国的《卓越阅读法案》、西班牙的《阅读、图书和图书馆法》、韩

国的《阅读文化振兴法》等。作为有着悠久阅读传统和深厚阅读底蕴的国家,

我国对阅读更是重视有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被视为国家战

略。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9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国

务院法制办还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顶层设计对推进全民阅读

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产生了一定效果,全民阅读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但根据

全国阅读调查,虽然近些年来国民阅读水平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但

2021年人均阅读量仍仅为8.0本,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本,人

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0本,① 不及以色列、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四分之一。

为什么党和政府这么重视阅读,但我国的人均阅读量仍然偏低? 这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讲,阅读是个人体验很强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阅读的价

值是多元的,有时仅仅就是为了打发时间。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阅读在客

观上都会提高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带来长期的经济回报,古

语“书中自有黄金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也是一种重要

的经济行为,有其经济价值。因此,人们的阅读动机和阅读数量,很可能跟阅

读的经济回报有关,相应地,我国人均阅读量比较低,也很可能跟阅读的经济

回报比较低有关。但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阅读的研究很少。阅读是如

何提高人们的能力的? 随着阅读对象载体的变化,阅读提高人们能力的机制有

何不同?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加深人们对全民阅读战略的理解,从而有利于采

取针对性更强的阅读促进措施。本文试图将社会普遍界定的日常性阅读从教育

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途径中分离出来,从理论上建立起全民阅读战略的微观基

础。为此,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除引言外,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研

究阅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影响收入的机理,第四部分讨论网络化背景下阅

读、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人力资本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也表现为运用

这些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的能力(Schultz,1961)。人力资本投资不仅

有利于提高收入,对家庭财富的代际传递起着重要作用,还是国家和社会进

①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22年4月23日,http://news.cctv.com/

2022/04/23/ARTII5aJcQuiRIfvF5CQ4RmM2204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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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推动力(范子英,2020)。20世纪,美国依靠其创造的“人力资本世纪”成

就了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很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世纪”。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力资本理论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劳动经济等理论都

将人力资本作为模型假设中的关键变量(Solow,1956;Galor
 

and
 

Moav,

2004),而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的价值则

更加突显(Acemoglu,2002,2018)。

因此,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本投资(Schultz,1993)。在

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之初,一般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主要有四个。一是接

受正规的学校教育(Mincer,1958),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经济学家常用受教育年限估计教育收益率。二是在职培训(Becker,1962),

可提高劳动者的通用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三是健康投资,在人力

资本理论中,相关的研究范畴很宽泛(Parsons,1972),不仅包括医疗、保健、

饮食、住宿、居住环境改善等与劳动者自身有关的健康投入(Grossman,

1972),还包括其家庭成员的相关投入,如子女抚养等。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

健康被视作人力资本进入经济学研究框架之后(Heckman
 

et
 

al.,2018),健康经

济学、家庭经济学都得到了迅速发展(Topel,2017;Diebolt
 

and
 

Hippe,2019)。

四是个人和家庭适应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Sjaastad,1962),如劳动力流动

(Lucas,2004)。后来,“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被视为技术进步的决定性

因素(Arrow,1962),突破了技术外生的假设,认为技术是通过学习以往经验

获得的,特别是一些非编码知识和非认知能力是在工作中习得的,且人均生产

率随着经验积累而提高。这一研究也拓展了人们对人力资本的认知,斯蒂格利

茨和格林沃德(2017)在此基础上,更是认为“现代经济的进步在于学习过程的改

进”,也就是说,“干中学”被经济学家单独提炼出来,作为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

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并被广为接受。

阅读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也很重要,但现有文献很少将阅读视为决定人力

资本增进的关键要素和收入提升的独立途径,大多将阅读看作是人们接受学

校教育、获得毕业证,或接受培训、通过资格考试的必要手段,而现实经济

活动中,很多阅读行为往往并非依托于教育和培训。即使有一些文献讨论阅

读对收入的重要性,也大多见诸于家庭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如家庭经济

学家在研究“婚姻溢价”过程中提出了专业化假说(Town,2004),即已婚男性

比未婚男性收入更高是因为婚后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而男性更专注

于事业,回家后有更多时间进行阅读,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在医学和

心理学界则有用阅读治疗疾病的做法,并称之为“阅读疗法”(Caut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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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从这个视角看,阅读与健康有高度相关性。也有学者研究了中低收入

国家人群阅读能力提升、阅读能力测量问题等(Kim
 

et
 

al.,2020)。另外,在

实践层面的探讨多见于社会组织,比如,2000年OECD开始举办PISA国际

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该项目主

要关注学生的阅读、数学与科学素养,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参评国家(地

区)教育的优势与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赵西亮,2017)。

把能力和收入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是区分教育、健康和其他因素带来的

影响(Becker
 

and
 

Tomes,1986;李实和丁赛,2003),而本文希望在“其他因

素”方面有所补充,即证明阅读作为“其他因素”之一,也是把“能力和收入联

系起来”的重要影响变量。梳理已有文献可见,除文化传承和身心愉悦等功能

外,阅读也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但阅读的经济功能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学术

界的充分重视。更确切地说,尚未有足够多的理论将阅读视为人力资本投资

途径,阐释其积累效果和对收入的提升作用。特别是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进

一步讨论:一是阅读促进收入提升的机制;二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知识网络外延扩展,知识获取效率提升,社交网络从线下转到线上,阅读有

了新的呈现模式,阅读与收入的关系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三、阅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影响收入的机理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范畴

在讨论阅读与收入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厘清人力资本视角下阅读的概念

以明确研究范畴。本文所谓阅读是以书本为媒介,通过浏览课本、培训资料

之外的其他文字以获取知识、发展思维、愉悦身心的活动。为了更清晰地在

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内讨论阅读的作用,有效区分人力资本投资的几种途径,

需要对阅读内容及阅读行为给予说明。第一,书本中不包括接受正规学校教

育和培训过程中使用的课本、培训资料等。但是,如果没有参与正规学校教

育或培训,而是拿这些课本、培训资料来自学,这类阅读属于本文的研究范

畴。第二,书本专指符合国家规定的纸质或者电子出版物,一些网络留言、

不合规甚至非法言论不包括在其中。① 更进一步地,界定阅读量为在正规学

① 可以把纸质书、电子书、音频、视频等出版物视为经过权威部门审核的知识存储

媒介,而把一些随意传播的电子资料、音视频文件视为未经过权威部门审核的知识存储

媒介。这里把对前者的浏览过程称之为“阅读”,事实上,这是一种狭义的阅读概念。因为

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对后者的浏览过程暂且称之为“通俗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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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等其他人力资本投资之外,阅读的符合国家规定的纸质或者电子出版

物的数量。且阅读量为人力资本投资后的表征变量,即将阅读书籍的数量与

受教育年限、工龄等一并视为度量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收入可分解为非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人力资本投资

收益(Becker
 

and
 

Murphy,1992)。其中非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可视为常量。这

一做法沿用至今,李芳华等(2020)在研究贫困人口收入时将收入效应来源分

为两个方面,工作时间和工作效率。事实上,工作效率和人力资本投资收益

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可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基于以上界定,我们将阅读书籍与接受正规教育、干中学等活动一同视

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但是,阅读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不同,因为它有

很强的知识关联属性。鉴于此,本文将阅读和已有知识存量的关系作为研究

的切入点,探讨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的内涵以及模型形态,旨在

找到阅读与知识链的关系,进而探寻阅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本质。具体的,

知识网络是一批人或组织、资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价值在

于通过知识创造、知识转移促进新的知识的利用(Beckmann,1995)。互联网

技术广泛应用的现代社会,知识网络还具有社会网络与技术网络混合的特性。

从描述知识系统的网络模型形态以及参与主体上看,知识网络包含内化于某

个知识主体内部的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网络、知识主体之间的网络以及多种类

型的节点或关系构成的网络(Shaffer
 

et
 

al.,2016)。第三种网络是前两种网

络的迭代和扩展。从本质上看,第一种网络体现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

即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自身知识的链接与碰撞;第二种网络形态体现了知识在

不同主体间流动或传播,即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

关系。且从参与主体看,这两种网络构成了知识网络存在的基本单元。

通过分类可以更清晰地认识知识网络的存在模式。书是重要的知识存储

媒介,阅读是以书为媒介的行为,因此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研究知识流动

过程需要综合考虑知识、能吸收知识的人以及知识的存储媒介,将其视为模

型三元素,这是对传统知识网络模型节点的重新界定。鉴于此,本文认为基

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知识网络是一个人、阅读和他的人力资本增进路径,或者

是一群人、书和他们之间的人力资本增进路径,这种关系的存在价值在于通

过阅读或者基于阅读的交流行为促进知识再创造、知识转移以及新知识的利

用,并在这个过程实现人力资本增进,本文将其称之为人力资本知识网

络(Human
 

Capital
 

Knowledge
 

Network)。人可以通过阅读扩展个人知识网

络以及与其他人共同搭建起来的知识网络,换言之,阅读是帮助人扩展知识

网络、扩大“知识边界”和“合作边界”、实现人力资本增进的重要途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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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的实现可以借助知识传播特性进行阐释。

(二)阅读行为、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增加

人们可以通过阅读扩展个人知识网络,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增加。

从知识传播的起源以及知识关联(K-Linkages)的本质来看,知识传播可以概

括为四种路径。“单向学习模式”“学习再重组模式”“单向传授自反馈模式”和
“传授再重组模式”。以上几种模式可以通过知识存储媒介之间的网络搭建起

来。在没有文字的远古社会,人与人之间通过口口相传实现学习、学习再

重组、传授自反馈和传授再重组,可以认为,知识存储媒介就是人的大脑;

当人类有了文字之后,以上四种模式可以通过书来呈现,包括甲骨文、竹

简、纸质书等;而在现代社会,知识存储媒介又演变为电子书、音频、视

频等。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网络开始异化为“媒介→人”“人→媒介→人”等
形式。

“单向学习模式”下,在某一个知识点上,如果B为媒介书,则表现为A
通过阅读实现知识边界扩展。从表面上看,这是“媒介(B)→人(A)”的交流过

程,从本质上看,读者 A通过阅读与作者C形成了“作者(C)→书(B)→读

者(A)”的关系,即“人→媒介→人”的知识传递。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进行了

身心健康知识或者专业技术知识积累,内化为知识存量的净增加,实现人力

资本提升,收入增加。
“学习再重组模式”下,在某一个知识点上,B为媒介书,A通过阅读并

实现新旧知识叠加,交叉领域知识存量增加,知识边界扩展。从本质上看,

读者通过阅读与作者C形成了“作者(C)→书(B)→读者(A)”的传递链条,通

过知识叠加形成了“作者(C)→书(B)→读者(A)→读者(A)”的知识传递,而

“读者→读者”之间形成的关系可能源自过去的阅读或者学校教育、培训、“干
中学”等。简单来看,这也是“人→媒介→人”的交流过程,并促使交叉领域创

新大量涌现。虽然阅读了同一本书,不同的人学习再重组路径不同,但都体

现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内化为知识的交叉再重组,即“知识→知识”的交叉

融合,其结果是收入增加。
“单向传授自反馈模式”下,在某一个知识点上,B为媒介书,书的作

者C阅读自己写的书B,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会形成新旧知识叠加,并

促成新书B1的完成。这是“作者(C)→书(B)→作者(C)→新书(B1)”,即

“人→媒介→人→媒介”的传递过程。而“作者→新书”之间形成的关系可能

源自新的阅读或者新的学校教育、研究等。这种模式适用于以写作为职业

的劳动者,阅读内化为“知识→知识”的提炼升华以及作者的人力资本积累

和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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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再重组模式”下,在某一个知识点上,B为媒介书,A通过阅读实

现知识叠加,A把这种知识叠加应用到工作或生产领域,书的作者发现并概

括总结A创造的叠加知识,进行再创作,产出新的书B2。这是“作者(C)→
书(B)→读者(A)→作者(C)→新书(B2)”,即“人→媒介→人→人→媒介”的
交流过程。该过程内化为实践知识和书本知识的迭代作用,即“知识→知识”

的叠加迭代,实现了作者和读者的双向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增加。

从以上四种模式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无论是阅读他人写的书,还是阅读

自己写的书,现代社会中基于文字的阅读可以促进以知识为表现形式的人力

资本的提升,最终借力阅读行为实现知识获取、交叉、提炼、迭代,而以上

几种方式都是通过单个人的途径传导的,只不过直接传导涉及读者和书两个

节点元素,间接传导涉及读者、作者和书三个节点元素,且读者和作者是背

对背的传递关系,换而言之作者和读者并没有直接交流。但以上几种方式并

未体现出第二种知识网络形态特征,即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直接流动或传播。

为此需要进一步探索。

四、网络化背景下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的关系

(一)互联网技术催化作用下的阅读新特征与社会网络新变化

之所以要从知识传播的起源进行梳理,一方面在于知识溢出理论与人力

资本理论有很高的契合度。根据知识溢出理论,知识面有交叉的人之间进行

交流产生知识溢出。而人通过阅读实现知识面延展,进而增加了与他人知识

的交汇面,这为知识交流和知识溢出提供了前提(Fujita,2007)。另一方面,

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且这种便捷性又通过两种方式体现,

一是直接信息获取,电子书籍的阅读主要借助互联网实现,这本质上还是知

识和知识的关联;二是社会网络这种信息获取渠道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而更加便捷,知识传播网络和社会网络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夏德元,

2020),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类型社会对阅读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见表

1),而这种变化涉及知识和人的关联。

在传统群体性社会向现代网络化社会过渡过程中,有五点变化值得关注。

第一,交流模式的变革使得深度阅读更加便捷。在群体性社会中,多对

多交流是主要形态,网络化社会可以迅速实现多对多交流和一对一交流的灵

活切换。相对多对多交流,一对一交流内容更加深入,一旦交流双方找到知

识交汇点,会就这一点“深挖”,而且直到挖掘“深度”无法继续产生正效用为

止,因为这样的行为可以增加知识溢出。在某项所谓“小众”知识面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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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败”者如果愿意形成团队很容易就能实现,因为搭建深度阅读的平台更

便捷。

第二,群体属性的多元化使得阅读广度延展。基于社群的单一联系逐

步转换为基于多样化群体的多元联系。多样化群体特征和多元联系要求交

流者对种族、性别、宗教等各个层面的认同以及对其他群体产生兴趣,而

这些可以通过书这一媒介在交流行为发生前实现,因此阅读是多样化群体

交流的前提。

第三,人际关系的调整使得基于家庭关系的阅读控制减弱,阅读兴趣更

易被满足。群体性社会中以亲戚和邻居为基础建立关系,在单一网络关系下,

以血缘关系、邻里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阅读控制力较强。而网络化社会中

以朋友为基础建立的关系增多,人的“阅读约束”减弱了,特别是青年人的阅

读偏好更容易得到满足。

第四,组织结构“疏松化”增大公司治理和社会管理难度,管理者对阅读

的需求将爆发式扩增。较弱的社会控制以及多变、不确定特征给企业管理和

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这意味着管理者只有了解更多的交流模式、交流内

容,认识各种交流平台的新属性,了解治理边界背后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才

能更好地进行社会管理。知识管理会逐渐被强化,换而言之,在未来无阅读

量的管理者难以成为合格的领导人才。

第五,社会网络国际化与开放化降低了阅读者的成本和阅读人群的交流

门槛。网络化组织使得全球一体化加剧、对外联系成本降低,进行国际交流

可以不再需要高额交通费,一个ZOOM会议可以实现知名经济学家与世界各

地上千普通学生互动;一次腾讯视频可以实现作者和读者的直接对话。技术

工具使得原来看似“高不可攀”的知识交流更为顺畅,阅读者可以借助先进的

现代手段实现“交流藩篱”的跨越。显然,在事前进行阅读是实现高效互动的

最重要途径。在现代社会,电子书大量增加、公共图书馆越来越多,阅读的

物质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仅仅在百年前,“有钱人家孩子才能读书”还是

普遍现象,这是阅读的“经济藩篱”。随着人类财富积累、摆脱贫困,“经济藩

篱”的终结指日可待。然而,读书无用论者的核心观点是“读了书也不一定能

攀上‘高端人群’”。不妨将其称之为阅读的“交流藩篱”,不过这一问题也将随

着新科技革命的到来及其引发的社会网络国际化、开放化而被削弱(陈云松

等,2016)。



第4期 阅读、人力资本与收入 11   

表1 传统群体性社会和现代网络化社会的差异对比及其与阅读的关系

群体性社会

(Group-Centered
 

Society)
网络化社会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不同类型社会

阅读需求特征

交流模式

多样化

多对多交流(group
 

contact),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s),
布告牌(bulletin

 

boards)

一 对 一 交 流 (one-to-one
 

contact)与 多 对 多 交 流 并 行,
私人空间和线上活动(private

 

spaces
 

and
 

online),社交网站

平台(Facebook,Twitter,微

信)

深度阅读

扩增

群体属性

多元化

社区群体(neighborhood
 

community), 单 一 联 系

(homogeneous
 

ties)

多维化群体(multiple
 

communities), 多 元 联 系

(diversified
 

ties)

阅读广度

延展

人际关系

去血缘化、
去空间化

以亲戚和邻居为纽带建立关

系(somewhat
 

involuntary
 

kin
 

and
 

neighbor
 

ties)

以 朋 友 为 纽 带 建 立 关 系

(voluntary
 

friendship
 

ties)
阅读偏好

易满足

组织管理

疏松化

较强的社会控制(strong
 

social
 

control)

较弱的社会控制/转向其他网

络(weak
 

social
 

control/shift
 

to
 

another
 

network)

与其他群体有严格界限(tight
 

boundaries
 

with
 

other
 

groups)

与 其 他 网 络 界 限 模 糊

(permeable
 

boundaries
 

with
 

other
 

networks)

高度组织化

(organized
 

recreational
 

groups)
多 变 性、不 确 定 性 (shifting

 

networks
 

of
 

recreational
 

friends)

高度集中的工作单元

(focused
 

work
 

unit)
网络化的组织

(networked
 

organization)

知识管理的

作用突显

社会网络

国际化

与开放化

封闭自守(autarky)
全球化、对外联系

(globalization,outsourcing)
阅读的交流

藩篱被削弱

因此,除了接受教育、“干中学”等,阅读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

预期能带来收入的增加。在国家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学习型社会逐步构建、

群体性社会过渡到网络化社会的背景下,阅读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二)网络化背景下阅读与人力资本增进及收入的关系

知识网络、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会网络和阅读之间的关系正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具体的,阅读提高收入功能的实现有两个途径。一是根据知识网络

理论,知识与知识关联情境下,形成个人知识网络,劳动者通过阅读书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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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识积累。且知识和知识的关联分别通过单向学习、学习再重组、单向传

授自反馈以及传授再重组,实现知识存量增加、交叉融合、提炼升华和迭代

叠加,即书是知识的载体,阅读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可促进收入

增加。

二是根据知识溢出和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和人关联情境下,形成个人与

他人共建的知识网络,人通过阅读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获得了更多知识,

扩展网络化社交的覆盖面,其本质是一种信息的增进。且在互联网背景下,

知识和人的关联则随着交流模式多样化、群体属性多元化、人际关系去血缘

化和去空间化、组织管理疏松化、社会网络国际化和开放化而发生变化,进

而促进阅读深度扩增、阅读广度延展、阅读偏好多元化发展、知识管理重要

性突显以及阅读交流藩篱撤销,即书是知识的载体,人通过阅读获得了更多

知识,提升了网络化社交的覆盖面,而网络化社交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增进,

这种信息的增进又成为收入增加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关系可以用图1概括。

图1 阅读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途径促进收入增加的路径

总之,本文认为阅读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途径之一。早期研究表明阅

读是决定学习能力的关键要素,只是这些研究经常将其视为教育的一部分,

很少将其独立出来。显然,在人力资本形成的早期阶段或学校教育阶段,阅

读训练与听、说、写、算等训练一起,共同形成了人的基本素质,相互作用,

很难清晰区分。阅读常被列为写算的前提和听说的基础,在走向社会以后,

一个人在社会分工中谋得工作、转换工作并做出相应贡献所需要的技能很多

时候是通过阅读获得的。早期习得的人力资本会折旧,必须通过后续的不断

学习,特别是阅读来维持和提升。也就是说,阅读在学习能力形成中是有其

独立存在价值的。一个人在阅读上所配置的时间越多,他的人力资本积累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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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越快,就越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劳动者既可以通过阅读直接获取

知识,也可以通过社交活动的扩展与他人进行知识交流实现知识溢出。

四、结论和建议

阅读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探讨了其经济功

能。借助知识关联和知识溢出理论阐释了阅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四种模式,

即通过单向学习实现知识存量净增加、通过学习再重组实现知识交叉融合、

通过单向传授自反馈实现知识提炼升华、通过传授再重组实现知识叠加迭代,

最终达到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效果。之后又通过分析网络化社会的特征,总

结了现代社会中阅读需求的新变化以及阅读的重要性,即交流模式多样化诱

发阅读深度扩增、群体属性多元化导致阅读广度延展、人际关系去血缘化和

空间化使得不同阅读偏好得到充分满足、组织管理疏松化突显知识管理重要

性、社会网络国际化和开放化加快了阅读交流藩篱撤销速度。在此基础上提

出基本假设:阅读是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途径,阅读有助于劳动者增加收入,

网络社交关系在二者之间起到催化作用。事实上,从教育经济学视角来看,

基于阅读的探索可以更为深入。一方面,明瑟工资方程可以进一步拓展,现

有研究将受教育年限作为方程中的重要解释变量,但是工资方程本身的理论

框架还应该涵盖除教育、培训之外的自发的阅读行为。另一方面,在进行微

观调查的过程中,有必要将阅读调查与其有效对接。现有的相关大型调查中,

只有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对被访者阅读量

进行了简要提问,不过也没有细化,譬如区分专业和非专业书籍阅读量、纸

质非纸质书籍阅读量等的调查尚且没有。这也是本文未做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的原因,希望从理论上给出解释,在机理阐释方面做出边际贡献,为未来实

证检验打下基础。

鉴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提高阅读的回报率。阅读同样受到供需影响。

形成全民阅读氛围,促进阅读需求增加是最根本的措施。每个人的阅读动机

各异,但基本动机是为了获得精神回报和物质回报。回报率越高,阅读动力

和阅读需求就越大。只有人们充分认识到阅读对人力资本提升和收入增加的

重要性,且由此引致阅读需求扩增,才能产生持久的阅读动力,这是全民阅

读的基础。因此,要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知

识和人力资本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当想阅读、爱阅读、坚持阅读的人有更

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时,阅读就更有可能成为自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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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而不是外在的要求。

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在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一体化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过程中,强调阅读价值、打造读书氛

围。借力财政、税收政策降低阅读成本,提高阅读对象的可及性,创造优良

的阅读环境,给予正确的价值引导,使读好书成为一种时尚。出台更多政策

支持全民阅读,比如设立促进阅读的专项基金,组织读者作者交流会、读者

好书分享等相关活动。真正把倡导全民阅读这项任务由《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文字转换成民众自发的行为。

三是借助科技工具开展多种形式的新阅读。提升阅读推广的专业化、针

对性和包容性,借助“互联网+”技术、“AI+”技术打造电子图书馆,提升现

有图书馆的数字化水平,提升阅读便捷性。与此同时,还要借助新技术加速

优质书籍的传播,借助新的交流平台实现浅阅读和深度阅读的快读切换,在

保护作者知识产权的基础上真正消除阅读的“阶层藩篱”。
四是做好特殊群体的阅读保障工作。一方面,重视女性阅读。女性,特

别是母亲,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培育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德国教育家福禄

贝尔所说: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掌控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

的手中。因此,从长远来看,女性阅读具有更强的外溢性。国家和地方要制

定女性阅读推广计划,充分发挥女性群体在全民阅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

带头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多关注低收入人群的阅读问题。充分利用现代化

信息技术手段,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阅读平台和创造更多的阅读机会,提升其

阅读水平。这有助于增进他们的人力资本,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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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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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ading,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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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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