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力资本的增长路径分析

卢卡斯（!"#$%&’）从人提高自身素质时间的角度

来衡量人力资本增长这一命题，通过研究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作用得出结论：均衡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均人

力资本增长率。罗默（("!)*+,）的研究也得出了如下

结论：均衡经济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与

!-. 部门的生产率成正比，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并

通过其建立的模型，解释了各国经济增长水平出现差

异的原因，即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

长率越高。这使得一些低收入国家由于人力资本无法

得到有效积累，可能被锁在低收入“陷阱”里而无法获

得经济的增长。李健伟在关于经济增长决定要素的论

述中，认为在制度因素给定的条件下，决定经济增长

的要素是人力资本、产业资本和技术进步，而不是传

统理论下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用人力资本

代替劳动力，是因为劳动力是人力资本这一要素的载

体，在本质上投入的要素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增长来源于知识、技能在劳动力个体

上的累积。它不同于物质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无论

以何种形式增长，都不影响最终的结果。除自身积累

外，甚至还可吸收外部的有赚取利润动机的一切资

本。人力资本增长也可以通过外部引进来获得积累。

但中国不仅不具备从外部引进人力资本的优势，相反

本国的人力资本又大量流失。与物质资本积累相比，

人力资本积累在中国趋于更难（人力资本积累难是指

与引进物质资本相比，“利润动机”在人力资本引进中

表现相对弱化，社会文化因素、制度环境因素在引进

人力资本时可能更重要）。另外，在经济系统内，人力

资本是相对活跃的增长要素，不同的人力资本与物质

资本匹配，会产生超量的经济增长效果（人力资本的

边际收益递增）。与物质资本积累相比，人力资本增长

方式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经济系统内，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投入方式有

两种，一种是非均衡性投入。即将有限的投入集中于

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群体，以“培养精英”的方式促

进人力资本增长。另一种是均衡性投入。将有限投入

朝向拥有较低水平人力资本的人群倾斜，以此提高人

力资本“均化”水平。两种增长路径对人力资本存量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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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效果是否相同？下面将进行实证研究。

二、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均化”关系的

实证分析

（一）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均化”的指标测度

数 据 来 源 ：!""#$ % % &&&’()")’)*’*+ % ,-.)+, %（/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

数据类型：截面数据

数据范围：全国 10 个省市（不包括重庆市）的 2

岁以上人口

数据分类：每个地区的人口分为 3 类（.456/⋯

3），各类人群受教育年限用 7. 表示。7. 分别等于 0616

26365/651658652653（文盲 0 年，扫盲班 1 年，小学 2 年，

初中 3 年，高中 5/ 年，中专 51 年，大专 58 年，本科

52 年，研究生 53 年）。

指标名称及含义：9:各地区各类人群加权受教

育年限，用来测度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反映

各地区各类人群受教育年限分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

数，用来测度地区人力资本“均化”程度。; 值越低，说

明人力资本“均化”程度越高。

指标计算方法：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处理过程，分

别计算出各地区的第 . 类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百

分比，用 <. 表示；用 =. 代表第 . 类人群的受教育年限

占该地区总的受教育年限的百分比。如果将受教育年

限作为人力资本，那么人力资本分配的平均化程度可

以通过计算该地区知识资本基尼系数的方法来衡量。

这样 =. 就类似于经典洛仑兹曲线中各组人群的收入

百 分 比 。 各 地 区 数 据 <.、=. 的 累 积 百 分 比 分 别 用

>*<.、>*=. 表示。其中 >*<.（>*=.）表示从第 5 组到第

. 组的累积百分比。其中基尼系数 ; 的计算采用白雪

梅、赵松山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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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数据详见表 5。

表 5 各地区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和反映人力资本分配“均化”程

度的基尼系数

在表 5 中，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9）大体可

以分为四个层次。北京、天津、上海几个直辖市处于相

对最高的层次，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山西、辽宁、吉林、

黑龙江以及广东省处在人力资本存量的第二层次；江

苏、浙江、河南、河北、内蒙、湖南、湖北、陕西、新疆处

于第三层次；其他地区处于相对最低的第四层次。尤

其以西部为代表的几个省，明显偏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其中的西藏地区居然不到平均水平的一半，如图

5 所示。

图 5 反映各地区平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加权平均受教育年

限波动图

另外，基尼系数（;）也表现出一定的波动，其中

西 部 省 份 的 ; 值 偏 高 ， 西 藏 地 区 居 然 达 到 了

0’821A/1 的最高值，如图 / 所示。

图 / 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分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波动图

（二）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均化”指标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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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从图 !、图 " 直观看出，# 和 $ 的波动大致呈相

反趋势，为此对序列 #、$ 做相关检验和因果检验。

!%相关系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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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检验，序列 #、$ 之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

负相关。即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均化”程度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戈兰杰（$&3(45&）因果关系检验

戈兰杰（$&3(45&）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 6789

是否是序列 8769原因的一种方法。计算如下的双变

量回归：

8:’!-;!!,:+!;<;!=,:+=;"!*:+!;<;"=*:+=
6:’!-;!!*:+!;<;!=*:+=;"!,:+!;<;"=,:+=
由于该检验是应用于时间序列的因果检验，因此

在本例中必须将截面数据转化成“伪时间序列”。将全

国 >- 个地区的 #、$ 数据以波动较大的 # 序列为基

准，———对应进行升序排列，并假定其为“时间序列”。

通过制造的“伪时间序列”定量地研究 #、$ 的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如下：

表 " 序列 #、$ 的戈兰杰（$&3(45&）因果关系检验

可见，对于 $ 不是 # 的戈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

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 概 率 是 -%--!>"， 表 明 至 少 在

00?的置信水平下认为 $ 是 # 的戈兰杰成因。而对

于 # 不是 $ 的戈兰杰成因的概率（-%/1/0.）较大。因

此，可以认为 $ 是“因”，# 是“果”。

（三）模型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 与 # 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根据

# 和 $ 的散点图，分别用对数函数（模型 !）、双曲函

数（模型 "）和幂函数（模型 >）三种非线性函数做回归

分析，筛选拟合效果最佳者作为 #’#（$）的数量关系

模型。在上述三个回归分析模型中，系数检验全部显

著 ， 其 中 模 型 > 的 @ABCD:5A E+DFC3&5A 值 最 大 ，G+

D:3:)D:)H 值相比较也最大。且依据 @IJ 准则和 KJ 准则

判断计算的值也达到了相对最小。拟合结果如下：

模型 >：LM$（#）’!;"LM$（$）;#（幂函数）

因此，选择该模型作为 #’#7$9的相关关系近似

表达式。

即#N ’!N O5"
N $

其中，!N ’5
!%-"0>//

’"%100""0 "N ’+-%20/-/

得出 # 和 $ 的模型表达式为：

#N ’"%100""0O5
+-%20/-/0$

（四）实证研究结论

反映各地区人力资本“均化”程度的基尼系数

（$）与反映各地区平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指标（#）之

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均化”程度 $ 下

降 ! 个单位，则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指标的对数值 P(#

会上升 -%20/-/ 个单位。提高人力资本的“均化”程

度，或者说选择人力资本均衡性增长，会使人力资本

积累量上升；反之，人力资本分配不均将直接导致人

力资本存量的下降。

三、政策启示

现今中国，投资教育仍然是人力资本增长的最直

接手段之一。然而，同体制因素、结构因素或市场因素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相比，人力资本要素在经济增

长中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相应的教育功能定位

也始终不清晰。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教育投资和

消费决策大部分都是“非经济”的，有时甚至是“非理

性”的（这里指上一代人的“利他主义”，不计代价地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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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下一代全部教育支出的行为。）。这体现于国民在教

育投资过程中大多扮演“利他主义”角色。这种行为的

最终结果将非常有利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但

即便如此，政府也不应该对教育实施完全“商业化”政

策，否则受损失的不单是公平这一社会问题，而是经

济增长方面的深层次问题。这是因为人力资本作为一

种“排他性”的私人物品，其本身就与个体收入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

高，可预期的未来收入也就越高。因此个体都将接受

教育作为最有价值的投资品来提高人力资本。可是我

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本身意味着个体收入的显失公平，

导致个体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不可能均等。经济系统

内的个体在经过几次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收

入水平循环往复后，他们之间的受教育年限差距会越

来越大，人力资本会像“马太效应”一样朝拥有高人力

资本积累水平的群体或阶层集聚。这势必会加深经济

的“二元结构”，最终会影响经济系统内人力资本的增

长。

综上所述，教育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

长，中国的教育功能定位必须清晰，即有限的教育投

入一定要以产生最多的人力资本为前提。从现阶段

看，遗憾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收入

基尼系数已在警戒线 !"# 以上），“精英教育”越来越

自然地成为主流。在人力资本增长的路径选择上，中

国事实上已经选择了“非均衡性”。依据本文研究的

结论，从经济上看，这种选择使教育投入的效率降

低。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它使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

素。因此，国家应该调整教育政策，其具体原则是在

既定的投入条件下，将受教育机会更多地分配给拥

有更低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者。这也是人力资本增

长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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