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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生产力发展和
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ECM 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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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教育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和短期的协调机制:从长期来看,中

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与教育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从短期来看,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系数为0.77%,说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前期教育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取决于上一期

教育生产力发展对均衡水平的偏离。从因果性分析来看,中国教育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经济持续增长是互为因

果的关系,教育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也能促进教育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因此,

对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应安排更多的政府财政支出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因为教育生

产力发展的短期作用不够明显就忽视教育的长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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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

发展是由生产力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科学的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

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

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

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

件。”[1](P53)而工人熟练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

展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都必须依赖教育事业的发

展。马克思恩格斯还把教育和物质资料的生产联

系起来,指出教育是一种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马

克思说:“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

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
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

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

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1](P200)在科学技术成为第

一生产力的今天,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

会进步的生产性功能愈加突出。这一功能表现在:
从教育的对象看,现代教育是培养具有专门知识和

技能的劳动者;从教育的内容看,教育是实现科学

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从教育的作用看,它是

使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因此,教
育也是生产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教育事

业的不断进步。对于教育生产力与经济增长之间

长期稳定关系和短期协调机制的定量分析,有助于

充分认识教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变量的选取与相关数据描述

从实证角度深入分析研究中国教育生产力与

经济增长存在的的具体数量关系和必然联系,考虑

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需要,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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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 GDP表示)来代

表当年经济增长的发展水平,以中国当年教育经费

支出/当年在校学生数即中国当年生均教育经费支

出(用JY表示)来代表当年教育生产力的发展水

平,采集了中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JY)和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GDP)1992年至2010年各年度数据

序列(见表1)。从选取的时间序列指标可以看出

代表教育生产力水平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从1992
年的434元上涨到2010年的8280元,18年间增

长了19倍,而代表经济增长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从1992年的2311元上涨到2010年的29992
元,18年间增长了近13倍。

表1　中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JY)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序列

年份 教育经费支出(亿元) 在校学生数(人) 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1992 8670491 19974 434 2311
1993 10599374 20346 521 2998
1994 14887813 21141 704 4044
1995 18779501 22046 852 5046
1996 22623394 22829 991 5846
1997 25317326 23396 1082 6420
1998 29490592 23576 1251 6796
1999 33490416 23630 1417 7159
2000 38490806 23723 1622 7858
2001 46376626 23625 1963 8622
2002 54800278 23933 2290 9398
2003 62082653 23950 2592 10542
2004 72425989 23971 3021 12336
2005 84188391 23848 3530 14185
2006 98153087 23879 4111 16500
2007 121480663 23823 5099 20169
2008 145007374 23681 6123 23708
2009 165027065 23570 7001 25608
2010 195618500 23624 8280 29992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各期《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二)ADF法单位根检验

由于所用数据为时间序列原始数据,为避

免异方差问题的出现,利用Eviews5软件,首先

将原始数据转换成对数形式,接着检验其平稳

性,并用EG两步法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

整关系。
检验方程类型的确定是根据相应变量的时

间序列图形来确定的(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经济增长与教育生产力发展

水平之间表现出明显的非平稳性,而且两个变

量之间的变化特征也极为相似,并且两
图1　GDP与JY的面积图

变量之间具有共同趋势。所以本文选取的检验方程应该包含常数项和线性时间趋势项。
根据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首先回答教育生产力水平(JY)和经济增长水平(GDP)序列是否为非平稳

序列,即考察其单整阶数。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JY)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序列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 ADF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1%lelve 5%lelve 10%lelve
检验结果

JY (C,T,3) -0.850026 -3.857386 -3.040391 -2.660551 不稳定

GDP (C,T,3) 0.219209 -3.88675 -3.05217 -2.66659 不稳定

ΔJY (C,T,3) -4.14857 -4.66788 -3.7332 -3.31035 95%情况下稳定

ΔGDP (C,T,3) -3.74795 -3.92035 -3.065585 -2.673459 95%情况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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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检验结果看,教育生产力水平(JY)在1%、

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t检验统计量值为

-0.850026,t检验结果表明不能拒绝原假设,即
说明教育生产力水平(JY)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

平稳的时间序列。同理,经济增长水平(GDP)序列

也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
一阶差分处理后,教育生产力水平(JY)的差

分序列t检验统计量值为-4.14857,小于5%对

应的临界值水平-3.7332,就可以拒绝原假设,表
明教育生产力水平(JY)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

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同理,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经济增长水平(GDP)的一阶差分序列也是一阶单

整的。
(三)协整检验

为了研究教育生产力水平(JY)和经济增长水

平(GDP)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协调关系,先作

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
如果回归得到的残差序列平稳,说明两变量之间具

有协整关系,即 存在短期的协调关系。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教育发展

是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以经济增长

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教育生产力水平为解释变量

的二元回归模型,采用 OLS回归方法进行估计,估
计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GDP=C(1)+C(2)∗JY。 (1)
结果显示估计的回归模型为:

GDP=2.97094483+0.8108498557∗JY
(2)

(-0.717785) (18.33861)
其中,R2=0.990306。接着对估计方程(1)的残差

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回归残差是否具有平

稳性。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序列ut 的 ADF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statistic -3.86871 0.0118

Testcriticalvalues: 1%level -3.95915
5%level -3.081
10%level -2.68133

　　t检验统计量值为-3.86871,小于在5%显著

水平下的相应临界值,从而拒绝原假设,表明残差

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教育生产力

水平(JY)和经济增长水平(GDP)之间长期的变动

趋势有共同的特征,即存在协整关系。
所以如果从长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教育生产

力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生均

教育经费支出每增加1%,人均 GDP增加提高0.
81个百分点。可见,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拉动生

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作用。
(四)误差修正模型

从上述方程和分析可以看出,教育生产力水平

(JY)和经济增长水平(GDP)之间的长期变动趋势

有共同的特征,即存在协整关系,两者之间有长期

均衡关系。但如果着眼于短期的角度来看,两者之

间的关系有失衡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提高模型的解

释力、增加模型的适应性,应该将长期回归模型方

程中(1)中的误差项当作是均衡的误差项,进一步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将经济增长水平与生均教育经

费支出的短期均衡关系和长期变化关系结合起来

进行分析。根据长期模型的结构,误差修正模型的

结构设计如下:

D (GDP)= C(1)∗D (JY)+ C(2)∗ECM(-1)
(3)

利用数据进行估计的结果如下:

DLOG(GDP)=0.7700106888∗DLOG(JY)-0.744635053∗ECM(-1) (4)
(13.25369) (3.562021)

其中,R2=0.880726。从估计的方程结果可以看

出,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首先取决于前期教育生产

力水平的提高和本期教育经费支出水平的提高,而
且还取决于上一期教育生产力发展对均衡水平的

偏离,误差项ut 的估计系数-0.7446为负值,这
说明方程包含了对偏离的修正信息,上一期对均衡

状态的偏离程度越大的话,表现在数值距离零值越

远,当期系统的修正量也越大,即系统的自我恢复

功能在发挥作用。
(五)Granger因果检验

为考察教育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

关系,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得出的检验结

果如表4所示。零假设教育生产力发展不是经济

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结果表明,如果设置置信度

为5%,零假设出现的概率只有0.01848。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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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置置信度为5%,那么零假设就应该被拒

绝,即教育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

因”。反之,零假设经济增长不是教育生产力发展

的“格兰杰原因”,如果设置置信度为5%,零假设

出现的概率只有0.03501。因此,如果设置置信度

为5%,那么零假设就应该被拒绝,即经济增长是

教育生产力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表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滞后阶数 F统计量 可能性 5%结论

JY 不 是 GDP
的格兰杰成因 2 5.668630.01848 拒绝

GDP 不 是 JY
的格兰杰成因 2 4.490410.03501 拒绝

三、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生产力水

平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和短期的协调机制:
(一)如果从长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

济增长水平与教育生产力的发展之间存在稳定的

协整关系。以分析长期稳定关系为目的的协整回

归方程表明,教育部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每增加

1%,将会促进中国人均 GDP增长0.81个百分点。

(二)如果从短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教育生产

力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系数为0.77%,说明

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首先取决于前期教育生产力

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取决于上一期教育生产力发展

对均衡水平的偏离。
(三)从因果性分析来看,中国教育生产力水平

的提高与经济持续增长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教育生

产力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持续增

长也能促进教育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看到:教育生产力水平的提

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尤其是对经

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此,对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应

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安排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到教

育事业的发展,不能因为教育生产力发展的短期作

用不够明显就忽视教育的长期作用。随着中国经

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也为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提高

劳动者素质及教育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更

加优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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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isalong-termstablerelationshipandashort-termcoordinatingmechanismbetweenthe
developmentofChineseEducationproductivityandeconomicgrowth.Inthelongrun,thepromotecoeffi-
cientofthe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productivitytotheeconomicgrowthis0.77%,meaningthat
theeconomicgrowthnotonlydependsontheimprovementoftheearlyeducationproductivitylevel,but
alsoreliesonthedeviationoftheaverageleveloftheeducationproductivityofthepreviousstage.From
thecausalityanalysis,thedevelopmentoftheChineseeducationproductivitylevelandtheeconomic
growthinteractasbothcauseandeffect.Theexaltationoftheeducationproductivitylevelcanpromote
theeconomicgrowthandviceversa.Hence,it’srequiredthatthedevelopmentoftheeducationproduc-
tivityshouldbegivendueattention.Thus,thegovernmentshouldsetasidemoreexpenditureonthede-
velopmentofeducationinsteadofignoringthelong-termfunctionofeducationbecausetheshort-term
significanceofeducationproductivityisnotmanifest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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