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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终身教育与创新理念——引领当代社会思潮的价值理念 

2011年06月27日 21: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兴祥 吴为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关于如何生产的思想已经开始枯竭，而且这种异常情况在20世

纪40年代末就已出现：当已有的思想储备用完后，技术进步就会减缓，因而20世纪70—8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普

遍性的“滞胀”是必然的。 

  20世纪前半个世纪激烈的动荡使人类陷入深刻的危机感之中，然而，恰恰是人类历史激烈的动荡和深刻的

危机感造就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新思想其实已在孕育之中。人力资本、终身教育及创新理念等这些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社会思潮，相继冲破了沉寂已久的思想阀门，从人类意识的幕后走到流光溢彩的台前。 

  人力资本理念 

  在古典经济学中，“人力资本”思想充其量只是一种潜流。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 W. 

Schultz）、贝克尔（G. Becker）、明塞尔（J. Mincer）等人做了开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为现代人力资本

理论奠定了基石。美国管理学权威德鲁克（P. Drucker）早就断言：“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真正的资本

与首要的财富。”这的确是先见之明。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新经济”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本理念是“知识经济”的推进器。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物质形态部分所占的比例正在不断下降，而非物质形态部分所占

比例在逐渐增加，特别是发达国家，非物质性财富已大大超过了物质性财富。同时，物质性财富的增长更加依

赖于数据、信息和知识交流，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开发、积累和利用。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立于不败之

地，必须不断积蓄自己的智力资源。正因为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企业开始由传统的资本管理转向“人

本”、“知本”、“智本”管理，“知识主管”、“智力资本主管”等管理职位也应运而生。美国微软公司堪

称重视知识资本的典范，它改变传统的价值观，把知识作为发展经济的资本；改变认为财富只存在于有形的原

料、产品之中的观念，确立财富存在于计算机软盘所包含的高科技知识之中的价值观，并以知识投入代替物质

投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其产值就达1500亿美元，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 

  现在，许多国家都把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新的发展战略，就是基于国际竞争考虑的。 

  终身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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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教育理念是20世纪60—70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与终身学习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概念。1965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教育家朗格朗（P. Lengrand）教授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提案，成为其

后联合国推动教育发展的基本理念。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基础上，1968年美国学者哈钦斯（R.M. Hutchins）提

出了“学习型社会”的理念，并作如下论述：“所有全体成年男女，仅经常地为他们提供定时制的成人教育是

不够的，除此以外，还应以学习成长及人格的构建为目的，并以此目的制定制度，以及更以此制度来促使目的

的实现，并由此建立一个朝向价值的转换和成功的社会。”哈钦斯从通才教育的观点说明了建立学习型社会的

重要性，指出学习型社会是实现终身教育的基础，同时认为应把终身教育确立为新的价值导向。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报告书中正式把“学习化社会”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提了

出来，同时向世界各国提出了“向学习型社会前进”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拿大、日本等西方发达

国家开始积极引入推行学习型社会的构想，并作出了由学历社会向学习型社会过渡的战略决策。20世纪90年代

中后期，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终身教育理念虽非经济学家提出的，但它对经济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国外研究表明，在农业经济时

代，人们只要在7—14岁接受教育，就足以应付往后40年工作生涯之所需；在工业经济时代，人求学的时间必

须延伸到5—22岁；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将成为人们的终身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终身教育可以使人

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知识，不断增进人力资本这一“活性资本”，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就其诞生的时

间而言，它与人力资本理念恰好是前后衔接的，二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内在一致性”或“思维同构性”。 

  创新理念 

  早在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就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土地、资本、劳动

等三种传统生产要素并列，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 

  20世纪80—90年代创新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浪潮，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国民的创

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已成为当代世界教育的基本取向。西方发达国家更是捷足先登，成为创新教育的先行者。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2061计划”（2061年是哈雷彗星下一次回归地球附近的年份），其目标是用一代

人的时间根本改变美国的教育体制，造就新一代具有高度科学素养的国民。1995年颁布的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

准确定，“重点应在教育学生掌握人们每天使用的多种技能上，比如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和在工作

中具有合作精神”。 

  创新涉及的面非常广，且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制

度创新等。在这些表现形式中，知识创新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事实表明，知识创新已成为知识经济的生命

线，企业之间、国家之间在知识创新投入上的差异，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上和经济增长质量上的差异。最

近，美国苹果公司在全球IT领域刮起了一股“创新旋风”，它仅仅凭借iPod就占据了60%的市场，成为消费电

子产品名副其实的霸主。在创新理念的导向下，苹果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极有可能引领一次新的知识创

新革命。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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