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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前人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 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引入人力资本作为生产投入要素的地区经济产出模 

型，并利用此模型，对我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对其经济产出的作用进行了实证计量和分析 

关键词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 ；经济产出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4)07—0013—03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 ：理论研究与实证 

分析的结合 

20世纪 50年代，基于“资本 、劳动力同 

质”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 的增长理论和资本 

理论与当时许 多经济事实不符乃至彼此矛 

盾 ，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经济之谜”。在求解 

经济之谜的努 力中，经济学家渐渐 摒弃 _r 

”资本、劳动力同质”这一传统的经济学假 

设 这一转变为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提供了 

一 个最佳的生长点。换言之 ，人力资本理论 

是在研究 和解决这些经济之谜的过 程中产 

生的=同时 ，人力资本理论也并非纯粹经济 

学思辨的产物，而是在理论研究和实 证分析 

紧密结 合的条件下产生的。正如舒 尔茨所 

言 ：“经济学的进步主要是理论与实证分析 

的结合” 完备、高质量的统计资料和实证研 

究成果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最为有力的 

证据和补充：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 ，以西奥 

多-W-舒尔茨在经济学年会上发表题为《人 

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为标志 ，一个具有重要 

影响 的新 的经 济学理 论 和经济 学 分 析工 

具——现代人 力资本理论在 20世纪 50年 

代未 60年代初产生了 

1．2 人力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 

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经济增长领域构建人力资本理论的 

最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美 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w·舒尔茨 ；而在该领域进行更为具体的实 

证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J·W·肯德里克和 

E·丹尼森。 

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首次 

区分_r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指出同质资本 

的简单化假设对资本理论是一个灾难 ，并把 

经济增长 “余值”归功于人力资本投资；在 

《穷人的经济学》中，他特别强调，“改进穷人 

的福利的关键 因素不是空间 、能源和耕地 ， 

而是提高人 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 ”，突出了 

人力资本 在经济发展 中的决定性作 用 ；在 

《制度和不断增长的人的经济价值》一文中， 

他扩展了对人力资奉所作过的纯经济分析， 

把人力资本积 累、人的经济价值上升与制度 

联 系起来 ，明确指 出：应把各种资源配置制 

度 、产生 人力 资本的制度(教育 和培 圳)、技 

术创新制度以及 自由竞争制度等都 当作经 

济的内生变量 ，而这些 变量会影响经济增 

长，同时也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而变化 ；在 为 

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 

一 文中，舒尔茨指 出了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 

到索罗增长模式所存在的两个严重缺陷 ，他 

强调 ：经济增 长应该源 自专业化 、劳动分工 

和递增收益 ，尤其强调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 

递增收益的一个重要源泉。并由此提出了两 

个重要的观点：一般均衡分析可以并且应该 

用来研究包含人力资本和递增 收益在 内的 

经济增长 ；专业化 、产业化的人力 资本 、收益 

递增和经济增长必定结伴而行。 

肯德里克在这 个领域 内的主要研究成 

果可概括如下 ： 

(1)产量是 由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所决 

定 的；如果只研究劳动投入 与产量之间的关 

系或资本投入与产量之间的关系，那就只是 

部分生产率 ，部分生产率不足以说明经济增 

长的源泉 。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 同产量之 

比，才是说明经济增长源泉的关键。 

(2)在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中 ， 

资本和土地是非劳动性生产要 素，因此二者 

可合并，简化为资本 。劳动这项生产要素单 

列 。产值的增长一部分来 自实际的资本投入 

量与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另一部分来 自这些 

投入量的生产率的增加j当产值增长率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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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生产要素投入量增长率确定后，两耆的 

差额就是全部生产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E·丹尼森 ：E-丹尼森也在该领域做了大 

量的实证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为舒尔茨的观 

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肯德里克不同的 

是，丹尼森在经济增长源泉分析中对每一项 

因素的贡献大小作了分析 。其研究成果表 

明 ：在 1929-1957年期间 ，美 国经济增长 中 

有 20％来自救育 由于工人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使劳动力的平均质量提高了0．97％，对 

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 0．67％．占实 

际国民收入增长的 23％、人均实际国民收入 

增长的42％；从劳动力质量提高在两方其它 

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来看， 

美国居于首位。 

1．3 人力资本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 

卢卡斯模型：美国经济学家 R·E·Jr·卢 

卡斯于 1988年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 

了《论经济发展机制》一文，建立了一个人力 

资本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其模型由两个模 

式组成 ：一 个是“两时期模式”，该模式将 资 

本区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将 

劳动划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 化人力 资 

本”，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 

增长的真正动力。由于该模式中的人力资本 

完全是在生产过程以外形成的，不能代表人 

力资本获得的全部情况 ，因此 ，卢卡斯又提 

出了建立在“实践中学习”思想上的第 二个 

人力资本模式：“两商品模式”。该模式认 、为 

人力资本的获得有两种途径 ，通过学校教育 

和通过实践中学习，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主要 

是通过“干中学”获得的。他进一步指出：产 

出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某一种商品所 

需的特殊的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即专业化 

的劳动技能 )。 

罗莫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 P·M·罗莫在 

1990年的论文中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增 

长模型，其要点如下 ： 

(1)产量是技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 

劳动的函数。技术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都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对正规教育和在 

职培训的累积效应的测量 ； 

(3)经济 中包括 3个部门 ：研究部门使 

用人力资本和总知识存量生产新知识；中间 

产品部 门利用新知识 和最终产品生产生产 

者耐用品；最终产品部门利用人力资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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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耆耐用品和劳动生产最终产品。对于研究 

部门而言，知识具有正的外部性。对于中间 

产品部门而言，新知识引起分工深化。这两 

个效应都造成最终产品生产的规模收益递 

增 ； 

(4)人力资本的增加不仅导致产量增加， 

还引起知识 与资本 比率增加 ，以及研究部门 

人力资本 占总人力资本的比率增加。政府可 

以采用的政策是对知识积累提供补贴，对知 

识积累提供补贴使新知识的收益增加，这些 

政策将增加用于研究的人力资本，进而使经 

济增长率提高 

贝克尔一墨菲 塔马拉模型 ：其结论要 

点为： 

(1)人力资本和内生生育的相互作用决 

定了一国的经济增长 ，而人力资本则是“增 

长的发动机”它不仅直接具有生产作用 ，而 

目．住新知识生产中更有生产性作用。 

(2)生育和人力资本收益都是人力资本 

存量的函数：当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丰盈 

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较高 ，而生育率就较 

低：当人力资本稀缺时，人力资本投资生育 

率就低于生育子女的生育率，因而生育率就 

较高。 

(3)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会产生不同增 

长率的多种均衡状态：一种是有持续增长的 

发展均衡，一种是增长停滞的马尔萨斯均 

衡：这一模式强调，政策具有积极的效应，如 

果它们能提供对人力资本的刺激，就可使一 

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走向发达均衡。 

2 地区经济产出模型的构建 

2．1 人力资本生产要素的引入：基于柯布一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数学家柯布 

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于20世纪 30年代一 

起提出来的，其对劳动生产要素的引入，使 

得有关人力资本因素在经济产出中作用的 

研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本文将基于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 

建地区经济产出模型。鉴于柯布一道格拉斯 

生产 函数中的劳动投入是指一般的劳动投 

入，看不出不同质量或不同技术熟练程度的 

劳动投入对于产量所起的不同作用。故下文 

将依据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对柯布一道格拉 

斯生产函数进行变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引 

人人力资本生产要素的地区经济产出模型。 

2．2 引入人力资本生产因素的地区经济产 

出模型 

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初始形式 

为： 

Q=A× 

式中的Q为经济产出量， 和 分别代 

表劳动投入量 与资本投入量，A为技术水平 

参数，a和b分别表示劳动与资本的产出弹 

性，且 0<0<l，0<6<l 

我们假设： 一个社会的经济产出可以 

用货币价值来量化，即不考虑经济系统运行 

产生的难以用货币计量的其它产出，如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 、自然环境改善、人民精神文 

明程度的提高等等。②在当期生产技术水平 

下，社会经济产出完全由物质资本(实物、货 

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决定，即经济产出 

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完全函数，而 

不考虑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等因素对产出的 

影响。 在短期内，认为社会生产技术水平 

不变，即A为常数。④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 

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这符合新经济增长理论 

的论述。⑧没有参与就业的人对经济产出的 

人力资本投入为0，不考虑其对社会经济发 

展产生的影响效应。 

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的初始形式， 

基于上述假设，我们构建引人人力资本生产 

要素 的地区经济产出模型如下： 

Q=A×Hc (11 

式中的 Q为地区经济产出量 ；HC为地 

区就业人口的人力资本总存量，即存在于该 

地区就业人口群体的每一个体中，后天形成 

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等质量 

因素之整合； 为地区物质资本投入总量；A 

为技术水平参数；a和 b分别表示人力资本 

与物资资本的产出弹性，且 0<0<l，O<b<l， 

0+6>l： 

A，a，b为本模型的待定系数，其现实意 

义分别为地区的技术水平、地区人力资本投 

入对其经济产出的作用、地区物质资本投入 

对其经济产出的作用。 

2．3 地区经济产出模型的求解方法 

我们以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构建 

了衡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计量模型： 

HC=，v×HC (2) 

式中Ⅳ表示地区就业人口总数，HC为 

地区人力资本平均指数，它反映某一地区就 

业人口中个体人力资本存量的平均水平。同 



时构建了反映地区人力资本平均指数(HC) 

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的 

数据 ，运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检验 了汁量 

模型的有效性 ，从而很好地解决 了对 HC的 

求解问题。 

由于(1)式是一个二元幂 函数 ，曲线 形 

状复杂 ，难以进行 曲线拟合 ，故将其作对数 

线性化变换 ，得 ： 

fJN(Q)=LN(A)+fI×fJN(HC)+6xLN(K) 

(3) 

由此 ，在得到某一时期不同欠发达地 区 

的 p、K、HC的值以后 ，根据(2)式 ，我们即可 

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求出待定系数A、a、 

b的值 

3 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对其经济产 

出作用的实证研究 

3．1 样本数据的选取 

鉴于没有通用的关于 “欠发达地区”的 

定 义，我们以 1999年我国各省市 的人均 国 

民生产总值大小作为划分的衡量标准 ，取 全 

国内地 32个省市 自治 区的后 l2位作为欠 

发达地区。 

我们以 1999年各地 区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表征地区的经济产出总量(Q)。 

引用拙文《地区人力资本存量：计量模 

型与实证研究》中对 1999年欠发达地区人 

力资本平均指数(HC)的计算结果。 

由《中国统计年鉴 2ooo>>得到 1999年欠 

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投入量(K)与就业人口 

数 (N)。 

所得样本数据列于表 l： 

由表 l中 ，v和 C的值 ，根据 (2)式 ，即 

可 得 各地 区 就 业 人 口 人 力 资 本 总 存 量 

( C)，详细结果不再列出。 

3．2 多元线性 回归法求解A。a。b 

鉴于西藏地区的 HC为负值，无法取其 

对数 ，同时也考虑到消除异常值对以下 回归 

效果的影响，故将西藏地区从样本中排除。 

根据式(3)，对余下 l1个 

欠发达地区的Q，HC，K的值 

取 自然对数后 ，运用多元线性 

回归方法 (利用 spss统计软 

件)，得到回归结果如下 ： 

表 2数据说明 ，以上样 

本数据进行线性拟合的效果 

很好。 

由此 ，根据 回归分析 的 

原理 ，可得回归方程为： 

，v(Q)=一0．539+0．304LN 

(HC)+0．83l，JⅣ( ) 

最终解出欠发达地 区的 

经济产出函数为： 

0=0．58Hc0 K 

3．3 实证计量结论 

由此我们得 到，我国欠 

发达地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 

本对其地区经济产出的影响 

作 用 指 数 分 别 为 0．83l和 

0．304 

表 1 样本数据 

表 2 模型拟合效果分析表 

表 3 回归方程参数及检验表 

比照发达国家的情况 ，根据柯布和道格 

拉斯两人利用柯 布一道格拉斯函数对美国 

l898～1922年期间的有关经济资料的分析和 

估算，a值约为 0．75，b值约为 0．25。此后 ，美 

国许多经济学 家对美国不同时期的经济资 

料的分析 ，发现其 n和 b值在长期 内是比较 

稳定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欠发达地区人 

力资本对其地 区产出的促进作用远远低于 

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处于 

物质资本推动阶段 ，即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 

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的积 累是其经济发展的 

关键因素。 

为迎接世界经济知识化转型的变革和 

冲击，实现我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欠发 

达地区应大力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 ，提高人 

民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优化人力资本配 

置，使人力资本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强化 

人力资本对经济产出的推动作用，实现地区 

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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