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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力资本与后发地区的跨越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 由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

贝克尔等人确立了比较定型的人力资本范畴 , 并构建了分

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在人力

资本产生之前的西方经济学 , 大都把劳动力看成是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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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只有数量的区别 , 没有质量的高低 ; 而且只把资本看成

是以物质形态表现的资本,而不是把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

(即知识、技能、体质)看成是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则认为:收

益的任何来源都是资本的形式 , 资本不仅仅限于自然资

源、产品等物质形式, 而且还包括生产者的能力。以劳动者

数量表示的资本即人力资本,与体现在物质产品之上的物

质资本有着相似性,两者都是通过投资才形成的。仅有物

质资本,不可能使国民收入增加,只有两者结合 ,才能使国

民收入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主

导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蓬勃兴起 , 世界各国进入了新一轮

的经济增长 ,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 即内

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阶段。以保罗·罗默和罗

伯特·卢卡斯等人为代 表 的西 方 经 济 学 家 将 人 力 资本 投

资、研究与开发投资及“工作中学习”等作为内生变量引入

经济增长模型, 从而将人力资本置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的核心地位,进一步明确了人力资本的“增长引擎”作用。

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是资金、技术、资源、人力资本与

制度等。资源环境一般是固定的; 通过引进外资与上级政

府财政的支持 , 资金能得到解决; 技术可引进 , 但技术的引

进与消化、制度的创新都与人力资本有关。人力资本对经

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 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带动

物质资本、资金和技术使用效率的提高 ; ②劳动者素质的

提高使物质资本、资金和技术投入增加 ; ③在知识经济中 ,

人力资本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 主要表现为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差异 , 即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的差异。

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追赶, 不能完全依靠创新来完

成 , 更多地是靠学习和模仿 , 比如通过技术上的学习和模

仿 , 快速提高自己的技术档次, 迅速摆脱落后状态 , 为今后

赶上和超过发达地区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战后的日本 , 上

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韩国、新加坡 , 还有改革开放以后

的广东、江苏、浙江等 , 都是依靠学习和模仿外资的生产、

经营和管理方法 , 在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同时 , 实现

了本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为此, 后发地区发展经济 , 实

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是提高本地区的人力资本的质量 , 走向

外学习模仿之路。

2 后发地区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要素

后发地区由于经济环境不尽人意 , 人力资本的质量不

高 , 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高素质的人才不多 , 已有的

人才常常孔雀东南飞 , 飞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 另一方面

是本地的人才成长速度较慢 , 人们学习的利益不多 , 学习

意识不强烈。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人力资本的提高 , 不能仅

靠教育来提升 , 况且教育提供的是良好人力资本的储备。

在今天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的大环境下 , 迅速提升人力资

本 , 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 否则经济就

被边缘化。后发地区一方面要用“外智”来教育与刺激本地

的人力资本; 另一方面要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与制度 , 使

学习有所利、有所得。人力资本提高包括技术的、管理的、

制度的等多方面, 因此学习也要多方面 , 多层次进行。

后发地区向“外智”学习提升人力资本 , 能否取得一定

效果 , 常受到如下因素影响:

( 1) 被学习者的数量、行业与空间分布。学习和模仿对

象越多 , 一方面 , 人们有更多的机会观察被学习和模仿对

象的生产经营情况 , 增强自信心 ; 另一方面 , 经商理念、市

场思想、经营方法等渐渐地渗入人们的头脑中 , 潜移默化

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 , 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如果被学习

和模仿的对象过小 , 人们接触机会就较少 , 甚至不了解 , 从

而难以对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有效的冲击。同时如被学习

对象过多地集中于某一地区( 某一行业) , 则只能对该地区

( 该行业) 的经济发展起刺激作用 , 而其它地区( 行业) 则只

有依靠该地区发展起来以后的辐射效应来带动发展 , 这会

使经济发展的时间延长 , 达不到经济跨越式发展之目的。

( 2) 被学习者的利益大小。被学习者获得利益较大, 则

因在被学习过程中有利益保障而愿意将其过程持续下去 ;

也吸引更多的被学习者加入 ; 同时对学习者形成一种压

力 , 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不被别人从自己腰包“掏钱”。

( 3) 学习者的利益大小。如果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取

得的利益大于其机会效益, 他会在学习过程中端正学习态

度 , 虚心向被学习者学习 , 努力取得良好效果; 同时吸引更

多的人员加入到学习过程中去 , 增加学习者的人数。

3 人力资本复制进化学习的博弈模型分析

后发地区在开始向外界学习的过程中 , 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他们之间因得益的多少 , 利益分配的不均影响学习

过程的成功推进。博弈论中的最优反应动态模型和复制动

态模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根据人的理性程度,可以

把人分为两类: 具有快速学习能力的小群体成员和学习速

度很慢的大群体随机配对成员。前者相应的动态机制叫

“最优反应动态”,后者则叫“复制动态”。后发地区人员在

学习模仿中 , 因其本身的文化程度、意识形态等特点 , 在学

习过程中一般不能迅速去完成 , 取得效果。后发地区人员

因这种学习较慢的特点 , 可用复制进化的博弈来分析 ( 如

图 1) 。

a, a b, c

c, b d, d

博弈方 2

不合作合作

不合作

合作

博

弈

方

1

图1 复制进化的博弈分析

博弈方1是被学习者; 博弈方2是学习者。博弈方1有知

识技术的传授及外溢( 合作) 与知识技术的封锁 ( 不合作 )

两种情况( 策略) ; 博弈方2也有虚心学习 ( 合作 ) 与不学习

( 不合作) 两种情况( 策略) 。

设在大量成员中有比例为x成员采用策略1( 合作) , 比

例为1- x成员采用策略2( 不合作) 。那么 , 采用两种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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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得益U1, U2和总体平均期望得益U分别为:

U1=ax+b( 1- x) ; U2=cx+d( 1- x) ; U=U1x+U2( 1- x)

由复制动态进化博弈模型可知 , 该博弈的复制动态方

程是:

dx
dt

=x( U1- U) =x[ U1- U1x( 1- x) U2] =x( 1- x) ( U1- U2)

=x( 1- x) [ x( a- c) +( 1- x) ( b- d) ]

令F( x) =
dx
dt

=x( 1- x) [ x( a- c) +( 1- x) ( b- d) ] =0, 求得复制动

态方程的解:

x1=0; x2=1; x3=
d- b

a- b- c+d
; 其中0<x3<1, 即0<

d- b
a- b- c+d

<1.

由复制动态方程理论 , 该复制动态方程最多有两个稳

定状态 , 其稳定状态点在上面复制动态方程的3个解中。

由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可知 : 若F′( x) <0, 则x是其

稳定点。

对F( x) 求导得 : F′( x) =3( b- d- a+c) x2+2( a- c- 2b+2d)

x+( b- d)

F′( 0) =b- d; F′( 1) =c- a; F′
d- b

a- b- c+d! "= ( d- b) ( a- c)
( a- b- c+d)

.

要保证x2=1是该博弈的稳定状态 , 则必须满足如下条

件:

F′( 1) <0即: F′( 1) =a- c>0

而F′
d- b

a- b- c+d! "= ( d- b) ( a- c)
( a- b- c+d)

>0.则x3到x2之间是复制

动态进化趋于双方都合作的稳定区间 , 即x3是双方学习合

作的最小比例 , 否则会导致学习萎缩 , 得不到预期效果。

4 博弈模型对后发地区提升人力资本的现

实意义

( 1) 充满信心 , 加快发展。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 落

后地区虽然 “智力”水平或许不如发达地区 , 但这并不是

说后发地区就不能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我们完全可以

通过增加被学习和模仿对象的数目、学习和模仿人员的期

望得益等方法来弥补这一不足。同时 ,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智力”也会慢慢地随之提高。在学习和

模仿过程中 , 可以渐渐地缩短学习的时间 , 实现生产力跨

越式发展。对此 , 后发地区要有充足的信心。

( 2) 增大 “外智”引 进 的 得 益 , 保 持学 习 。从x3>

d- b
a- c+d- b

可知 , 被学习和模仿对象的合作的比例必须大于

d- b
a- c+d- b

, 才能使被学习和被模仿对象扩大。否则 , 会逐渐

缩小 , 甚至为零。为了降低初始合作学习的比例 , 提高学习

的持续性、稳定性、有效性 , 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 , 增大

( a- c) 与减少( d- b) 的值都能使x3=
d- b

a- c+d- b
变小。增大( a-

c) 的值 , 要求增大双方的合作得益a,减少不合作得益c; 减

少( d- b) 的值 , 要求增大一方的合作得益b,减少双方不合

作得益d。其关键是增大“外智”的合作得益a。因此作为后

发地区的政府应该采取各种优惠的办法 , 积极吸引外部投

资 , 如果不给外资与“外智”一些好处 , 谁又会来投资呢?

( 3) 加强制度建设 , 创造学习环境。增大( a- c) 与减少

( d- b) 的值都能使x3=
d- b

a- c+d- b
变小。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使

不合作者的利益c变得更小 , 甚至为负 ; 使假合作方的所取

得利益回流到真合作方 , 增大b的得益。这样能使初始较低

学习合作的比例能向稳定状态复制进化 , 提高学习的成功

率。

( 4) 作为发达地区的政府 , 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

大力支持后发地区经济的发展 , 鼓励本地区的资源或劳动

密集的企业到后发地区创业 ; 作为外来投资者 , 其眼光不

能只盯在短期利益上 , 要从长计议 , 充分与后发地区合作 ,

积极支持当地经济建设 , 积极向后发地区传授知识技术与

管理经验。只有这样 , 才能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达到共

同繁荣之目的。否则 , 会激起当地居民的逆反心理 , 导致投

资者的收益逐渐减小 , 对双方都不利。

( 5) 后发地区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输出一批本地区

的居民到先发地区打工, 他们可以边打工边学习和模仿 ,

以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 , 为以后回乡创业打下坚实基

础。

( 6) 大力发展教育 , 包括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只有这

样 , 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本地区人员的智力水平与学习的技

能。待到本地区人员素质到达一定水平 , 有较高的理性与

学习速度时 , 此刻引进“外智”与外资 , 他们之间学习合作

博弈可用最优反应动态模型来分析, 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

提高后发地区的人力资本。

5 后记

发展本地区的教育是提高本地人力资本的根本 , 引进

外来“智本”是后发地区提高本地人力资本的必经之路。在

引进“外智”与本地合作学习时 , 要注意掌握一定的比例 ,

如果小于此比例 , 常会得不到预期得效果。各级政府应要

有具体措施 , 创造条件来保障本地人力资本持续稳定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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