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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 , 人力资本在东北经济振兴中应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基于三

类经济数据 , 建立了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模型结果揭示 ,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有明显的影响 , 代表发达经济的上海市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 , 代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吉林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 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 , 落后经济与发达经

济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足。因此要实现经济振兴 , 东北

老工业基地一方面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 另一方面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效率 , 提高普通劳动

者的平均技术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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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人力资本与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诠释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 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诞生 , 经济增长又重新成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

核心问题。内生增长理论对人力资本 、知识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 加深了人们对人力资本 、知识与

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解 。罗默等人的研究认为 , 阿罗提出的 “边干边学 ” ( lea rning by doing)普遍

存于厂商的投资中 , 并存在着外部性 , 基于这种知识的外溢效应 (sp illove r effect)会产生收益递

增趋势 , 可以得到持续的正的人均产出增长。 [ 1 - 2] 卢卡斯则吸收了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 (hu-

man capital)的研究成果 , 运用宇泽弘文的分析框架 , 指出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使得

持续的正的人均产出增长成为可能 , 并可以用于解释国与国之间收入的广泛而持久的差

异 。[ 3 - 5]罗默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阿吉翁和霍依特等人的研究指出 , 新知识的生产是追求

利润最大化厂商研发 (Research＆ Deve lopment, R＆D)投入的结果 , R＆D成本等会影响到知识

增长的速度 , 从而导致了各国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 [ 6 -9]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 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 它将对人的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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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 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在人力资本理论出现后 , 人的能力具

有了经济学的含义 , 并逐渐成为决定团队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 《1998— 1999年度世

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 , 尤其是知识创新能力的差距 , 大大

超过了财富的差距 ,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 , 发展中国家需要知识 (人力资本 )更甚于需要 (物质)

资本。在发达国家 , 知识资本已逐渐成为企业最主要的资源 , 拥有知识的人成为社会与企业的主

流 。在这种背景下 , 集中体现以知识为主要因素的人力资本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

对国民经济以及各个组成部分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10] 同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

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者舒尔茨富有远见地指出 , 人力资本的增长意味着人类时间价值的提

高 。舒尔茨和卢卡斯在具体解释人力资本投资的后果时都把人力资本增长归结为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 。[ 3] [ 5] 同时有学者强调 , 在解释经济增长时不能夸大物质资本增长的作用 , 应充分强调人

力资本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增长实质上是指劳动力价值增长 , 人力资本之所以越来越成为社会

财富的重要形式 , 是因为教育现代化的结果使得劳动力价值不断增大 , 从而使得劳动力价值成为

商品价值的越来越大的部分。人力资本的实质就是隐含劳动的累积。人力资本的增长 , 就是教育

过程的扩张和深化。 [ 11] 同时 , 人力资本不是一个单维度的概念 , 它不仅包括教育 , 还包括营

养和健康 , 甚至性格 、道德品质和文化观念等都应该包括在其范畴中 。随着经济全球化 、知识经

济的发展 ,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呈现出崭新的态势 。合理探求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 有效估算知

识 、技术 , 或者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解析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 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二 、 基于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 , 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影响意义 , 并广为后续学者研究借

鉴 。[ 5]

假定经济在 t时刻存在 N(t)数量的劳动力 , 其增长率为外生的常数 λ, 即:

N
.

(t)
N(t)

=λ (1)

令人均消费为 c(t) , 则其终生效用的偏好为:

U =∫0
∞

c(t)
1-θ

- 1

1 - θ
N(t)e

-ρt
d t (2)

其中 , ρ为时间偏好 (贴现率 );θ是跨时替代弹性的倒数。

假设用 h表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 如果每个人力资本水平从 0到无穷大不等 , 则有 N =

∫0
∞

N(h)dh 。显然 , 每个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影响他自己的生产率。卢卡斯指出 , 人力资本

不但具有上述的内部效应 , 同时 , 它还具有外部效应 , 可以定义为平均的技能或人力资本水平:

ha =
∫0
∞

hN(h)dh

∫0
∞

N(h)dh
(3)

接下来我们考虑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要素投入:外生的技术 A及物质资本 K , 并假定每个

劳动者用 u(t)份额的时间用于产品生产 , 而用 1 - u(t)份额的时间用于人力资本积累 。则这个

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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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K
α
(uNh)

1-α
h
γ
a (4)

其中 , 参数 α是物质资本的收入份额 , γ>0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

人力资本积累公式为:

h
.

=hδ(1 - u) (5)

物质资本积累公式为:

K
.

=Y - N c (6)

通过式 (1)— (6)我们可以求得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均衡增长率:

g =h
.

h
=
(1 - α)[ δ- (ρ- λ)]
θ(1 - α+γ) - γ

(7)

以及最优增长率:

g
*
=θ

-1
[ δ-

(1 - α)(ρ- λ)
1 - α+γ

] (8)

可以看出 , 人力资本积累参数 δ对增长率具有正的影响。即使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 λ正相

关 , 但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不同的是 , 人口增长率为 0情况下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能的 , 而这正是

卢卡斯所指出的人力资本可以作为 “增长发动机 ” 的作用 。同时 , 人力资本由于存在外部效应

(参数 γ起作用 ), 导致均衡增长率与最优增长率处于不同水平之上。虽然卢卡斯的模型仍有不

尽完善之处 , 但它为我们考查经济现实 , 判断什么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机会 ,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必

要条件指出了一条可供研究的方向。

三 、 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卢卡斯模型在理论上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 但运用其框架进行实证检验

则比较困难 。而曼昆 、戴维 罗默和维尔的研究成果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 12] 我们追随曼昆等人 , 在索洛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变量 [ 13] , 构建如下柯布—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

Y t =AK t

α
Lt

β1Ht

β 2e
εt (9)

其中 , Y t 、A、K t分别表示 t期的产出水平 、 综合要素生产率 、 物质资本投入水平;Lt表示非熟

练劳动力投入水平;H t表示人力资本 (熟练劳动力 )的投入水平;α、 β1、 β2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

非熟练劳动力 、 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 εt为随机扰动项 。

对 (9)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lnY t = lnA +αlnK t +β1 lnLt +β2 lnH t +εt (10)

这样一来 , 得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回归模型 。

为了进行区域经济的对比分析 , 我们分别选取三类经济数据作为模型样本数据 , 即反映我国

总体经济状况的全国 (大陆地区)数据 , 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代表的上海市数据和东北老工

业基地代表的吉林省数据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及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 , 总产出用 GDP表示;物

资资本投入用资本品存量代替 , 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从 1978年到 2001年的资本存量数据①;非

熟练劳动力投入采用一年中实际就业的劳动力人数来替代;人力资本投入一般通过教育变量间接

度量。教育变量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弹性 , 实证中用得较多的是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人口存量 、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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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测量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 G oldsm ith于 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 , 基本公式为K t =It +(1 -δt)K t- 1 , 即 t期的资本

存量为 t期的投资额加上 t - 1期的资本存量扣除 t期的折旧额 。



学率 、 人均受教育年限 、 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等 ,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预见不同变量的选择对实

证结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 14] 考虑到人力资本不是一个单维度的概念 , 它不仅包括教育 , 还

包括营养和健康 , 甚至性格 、 道德品质和文化观念等都应该包括在其范畴中 , 本模型中采用用于

文教 、 科学 、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所需时间序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 或基于统计年

鉴数据经过换算得到 。

考虑到模型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一阶单整性 , 对变量进行一阶差分 , 使其转换为平稳时间

序列再进行回归 。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lnY t - lnY t-1 = lnAt - lnA t-1 +α(lnK t - lnK t-1) +β1( lnLt - lnL t-1) +β2( lnHt - lnH t-1)

(11)

基于三类数据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全国: Δlny =0. 0476 +0. 5091
*
ΔlnK +0. 5088ΔlnL +0. 3696

*
ΔlnH (12)

(0. 0323)(0. 1460) (0. 4929) (0. 1904)

Ad. R
2
=0. 4007 F统计量 =6. 4441

*

上海市: Δlny =0. 1018 +0. 6126
*
ΔlnK +0. 3807

*
ΔlnL +0. 6731

*
ΔlnH (13)

(0. 0892)(0. 3460) (0. 1776) (0. 2348)

Ad. R
2
=0. 4098 F统计量 =5. 2912

*

吉林省: Δlny =0. 0276
*
+0. 4793

*
ΔlnK +0. 6832

*
ΔlnL +0. 3408

*
ΔlnH (14)

(0. 0142) (0. 2349) (0. 2965) (0. 1689)

Ad. R
2
=0. 3912 F统计量 =4. 8905

*

从回归结果上看 , 实证结果总体令人满意 , 大多数回归系数 (带*的 )至少在 10%水平上

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三类数据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我国总体经济中人力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 0.3696;上海市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较高 , 为 0.6731;吉林省的

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为 0.3408, 与上海市有较大的差距 。这就有理由相信 , 人力资本产出不足是

造成经济增长差距的因素之一 , 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振兴 , 缩短落后经济与

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有重要的影响。

接下来就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进一步分析 , 由 (10)式两边对时间 t求导 ,

可得:

Y
 

Y
=

A
 

A
+α

K t

 

K t

+β1
Lt

 

Lt

+β2
H t

 

H t

(15)

由 (15)式可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β2 
Ht

 

Ht

/
Y t

 

Y t

, 由此可分别测算三类数据中人力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见表 1。

表 1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全国 上海市 吉林省

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0. 3696 0. 6731 0. 3408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0. 3949 0. 8658 0. 2344

文教 、科学 、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年增长率* 13. 9% 15. 14% 8. 77%

GDP的年均增长率* 13. 01% 11. 77% 12. 75%

　　　　　　　注:带*号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数据经过换算得到。考虑到数据的可得

　　　　　　　　　性及关注计算结果的比较意义 , 未考虑价格变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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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吉林省 ( JCL)与上海市 (SCL) 的年人均

用于文教 、 科学 、 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

表 1中数据表明 , 本模型所测算的

人力资本 (用于文教 、 科学 、 卫生事

业的财政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代表发达经济地区的上海市高达

0.86582① , 而代表欠发达经济地区的

吉林省仅为 0.2344, 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 0.3949。这一方面可以说明人力

资本在欠发达经济地区投资不足 , 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人力资本在欠发达经

济地区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而从实

际的数据来看 (见图 1), 改革开放之

初 , 吉林省的人均人力资本投资 (年

人均用于文教 、 科学 、 卫生事业的财

政支出 )与上海市基本持平 , 但从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 , 吉林省的人均

人力资本投资较上海市逐年拉开差距 ,

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到 2001年吉林省

的人均人力资本投资仅为 536.7元 /人 , 而上海市已高达 2 253.6元 /人。这说明人力资本投资不

足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差距 ,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因此 , 实现经济振兴 , 不能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

重要作用。

四 、 发挥人力资本比较优势 ,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

改革开放后 , 我国历经十几年的发展 , 造就了东南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 同时也扩大

了中西部地区 、 东北老工业基地与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 、京津唐经济带的差距 。为了实现社

会的协调发展 , 政府实施了西部大开发计划 , 同时 “十六大 ” 报告将 “基本实现工业化” , 作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历史性任务 ,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 , 把大

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 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要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

生产力 , 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科技进步是提高经济效益最重要的手段。振兴老工业基地 ,

实现跨越式发展 , 首先要推进科学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 。通过跨越式的科技创新和进步 , 全面改

善和提高经济效益 ,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同时 , 还要在培养和使用人才方面实现跨越 , 充分

发挥人才在各项建设事业中的主导作用。

以吉林省为例 , 吉林省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是科技教育资源。据 2001年科技部发布的全国科

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中 , 吉林省的整体科技发展水平居全国第 16位。其中 , 科技活动中

科学家工程师所占比重居全国第 1位;每万人拥有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居全国第 6位 。据 《2001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吉林省在区域科技能力排序中名列第 5位。另据 《中国区域创新能

力报告 (2001)》, 技术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为第 10位 , 其中知识创新能力排第 4位 。同时 , 吉林

省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已达到了相当规模 , 初步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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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姚益龙的实证分析中 , 人力资本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 [ 14] 由于用于文教 、 科学 、 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的年均

增长率明显高于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 , 因此本模型所测算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偏高 , 但这并不影响三类经济数据的

对比分析。



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专业格局。 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 2003年达到

18%, 开始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 。 2001年万人拥有高等教育在校生为 126.3人 , 在全国

排第 6位。吉林省现有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 22人。高分子化学 、 计算机软件 、汽车 、 光学仪器 、

生物技术等学科的研究开发在全国具有相当优势 , 汽车智能 、激光晶体 、 热缩材料 、基因重组等

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已经或正在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全省现有普通高等学校

35所 , 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 17.53万人 , 研究生在校人数 1.11万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 ,

应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 , 将科教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的竞争优势 。

通过前述的实证比较分析 , 我们也看到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

的差距 。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体制转轨 , 产业资源断裂 , 广大基层社会成员的专业技术和

知识结构都已老化 , 甚至大部分已经失效 。有学者研究指出 , 东北总体人力资源水平 , 仍停留在

20世纪 70至 80年代 。因此 , 必须更新和充实新的人力资本 , 才能使他们获得新的生存与发展

能力。区域经济的发展依托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 实

现欠发达经济地区的振兴 , 必然依赖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扩大主要依赖于欠发达经济地区对于

发达经济地区技术的引进吸收能力。欠发达经济地区的技术引进吸收能力以及技术创新的大小都

由其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决定。换言之 , 对于要实现经济振兴的欠发达经济地区而言 , 社会成员对

外界技术的引进 、模仿和学习而引致的经济增长要远远强于 “精英 ” 们的自主创新 。东北老工

业基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 城市化水平较高 , 科技教育资源具

有比较优势 , 但目前缺失的正是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因此 , 要实现经济振兴必然要依赖人力资本

水平的提高 。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的振兴 , 一方面要选择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进技术 ,

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先进技术得以吸收利用的条件 。因为技术的引进并不是没有条件的 , 即使欠

发达地区能够通过引进 、 购买的方式掌握先进技术 , 但如果缺乏相应素质的劳动力将先进的技术

用于生产 , 那么所引进的先进技术可能对区域经济增长没有任何促进作用 。因此 , 东北老工业基

地在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 , 吸引资金 、人才的同时 , 应发挥科教资源优势 , 注重提高广大基层社

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投资 , 缩短与发达经济地区的投资差距;另一方面要

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效率 , 剔除人力资本泡沫 , 盘活老化的人力资本 , 在教育投资扩张的同

时适当调整教育发展战略 , 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倾斜 , 提高普通劳动力的平均技术水平 。

五 、 结　论

本文简要回顾了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阐释。同时 , 基于三类经济数

据 , 建立了测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模型 。模型结果揭示 ,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明显

的影响 , 人力资本投入数量和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可以解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 这与以往的

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我们的模型中 , 代表发达经济的上海市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

高 , 代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 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 , 落后经济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

足 。因此要实现经济振兴 , 东北老工业基地一方面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 另一方面要提高人力资

本投资的产出效率 , 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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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in ideas of economy grow th com ing from hum an capital and en-

dogenous g row th theories. A mode l abou t valu ing the contribu tion rate o f economy grow th w as built,

based on three kinds o f datum. The resu lt is that human capital has an impo rtant rise to improve economy

grow th. The diffe rence be tw een undeve loped economy and developed economy is caused by the lack o f

rise o f human cap ital on economy grow th. E conomy promo tion re lies on the quantity and the output effi-

ciency of human capita l investmen.t

Key words:human capita l;endogenous g row th;Northeast economy promo tion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